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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洒落，山风拂过，
驻足在一树一树银杏下，金
黄的叶片像一把把小巧玲
珑的折扇，翩然而下。

叶子落了，抬头看，树
枝间慢慢疏朗了起来，没了
夏天的繁盛与隐秘，渐渐有
了静气和远意。

这样的山野逸趣，不
断有人慕名而来。黄土半
坡上，三个孩子欢快地合
抱一株又粗又壮的银杏。
一对小情侣坐在树下，一
阵 风 吹 来 ，叶 子 落 在 脚

边，落在身上，混着空气
里乡村的泥土味，令人感
觉无比舒爽。

有个说法，挽救糟糕的
建筑景观，只有两个法子，
一是下一场大雪，二是有好
看的树。在南方，下雪难
得，不可求，只能惦记好看
的树。村民黄章探住的黛
瓦泥房，在一簇簇银杏映衬
下，弥漫着金碧辉煌和田园
诗意。

在福建省，有三个地方
是近些年来大家观赏银杏

的首选，分别为三明尤溪的
龙门场、南平政和的大岭
村，以及泉州德化的丁荣
村。丁荣村的银杏是泉州
市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古
银杏群，拥有 27 株树龄超
过 500年、历经沧桑的百年
古银杏，最老的银杏树已经
670 岁了。其他小一点的
银杏树不计其数，每到深
秋，大小银杏树均披上了金
色的外衣。

有趣的是，银杏树只
有雌树才会结果，雄树只

负责开花。雄树开花后，
花粉随风传播到雌树果实
胚胎上，通过授粉胚胎长
成银杏果。当地村民早已
能区分出雌雄，每年 10月，
银杏树下也是难得的热
闹，大家都会蹲在这里捡
果子。丁荣村的银杏果年
产量能达 1200 多斤，你若
来了丁荣赏银杏，在村口、
在路间，都能见到淳朴的
老人们，把自家银杏果摆
出来卖，与大家分享这美
好的果实。

明代古银杏 绚丽山野间
泉州唯一一处古银杏群在德化，27株百年银杏，最老的已6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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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荣村，一座地处泉州德
化县杨梅乡偏远的村庄。每
年深秋初冬，这个普通的小村
庄，就像褪去一身尘埃的灰姑
娘，在大家的记忆中被唤醒。

丁荣村的主角，自是27株
500年以上的古银杏。这里的
银杏，虽远不及北国的辉煌，
却胜在位置巧妙。竹海间、林
荫小路旁、黛瓦泥房前，所到
之处，满目斑斓透亮。昨日，
记者来到丁荣村，一睹这里的
田园诗意。 黄章探今年 75岁了，

他的祖屋旁，就能见到两株
古银杏，一株银杏紧挨着屋
子，再往东边一点的那株，
长得更粗更壮些。据说是
这里的黄姓先祖明朝时垦
荒栽种的，树龄都有500年。

“热闹了，热闹了。”黄
章探坐在院子前支起的木
架上剥茶籽，一粒粒的，黑
得发油，见我们来，一些记
忆便打开了闸门。他说，
上周丁荣迎来了一群专程
从厦门来看银杏的年轻
人，到了夜里，就在他的大
院子里支起帐篷露营。看
着天冷，热情好客的黄章
探，招呼他们进屋来睡。
后来，他想起小时候夏天夜
里，和小伙伴就是这么躺

在银杏树下乘凉入睡的。
随着年轻人不断外出

谋求发展，丁荣村的很多
老人与黄章探一样，只能
与银杏为伴，独守家中祖
屋。每年银杏季节，才见
到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
等银杏凋落殆尽，又恢复
以往的宁静。

不过，黄章探发现，这
两年，随着丁荣银杏“出名”
了，有年轻人开始返乡创业
了。上月，邻居小伙利用自
家祖厝开了间农家乐，游客
到村里也有了住的地方。

剥完了手头茶籽，黄
章探还要种菜、养鸡。他
说，别看村里人烟稀少，生
活在这里的老人，每天都
把生活过得踏踏实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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