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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老人护树30多年

在潮河上的曹古寺水库大坝西
侧，有土寨墙围着的法云寺（又叫曹
古寺），从南门入寺北行 200米，一殿
后长着一株枝叶茂盛的银杏树，树冠
面积百余平方米，树高近 20米，树胸
径约 2米，树身北侧的四分之三已没
有树皮，露出发黑的木质部，剩余四
分之一的树皮上，发出 10多根树枝，
最粗的需一人方能抱住，因枝叶浓
密，枝头下垂离地1米左右，枝叶间结
满了串串小银杏，状如翡翠。该寺的
老主持、92岁的源法师太，住在银杏
树东侧小屋，她说这株大树1200多年
了，一直生长旺盛。1944年，日本兵
占领了寺院，在树边堆木柴做饭时燃
着木柴，烧了两天才熄灭，都以为大
树被烧死了，没想到剩下的一点皮，
次年却发出小芽，十里八乡的人看到
枯木发新芽，争抢把新芽掰掉，回去
煮茶。“我1986年第一次见到这株树，
之后就在这出家了，天天住在树边。”

曹古寺村 81 岁的曹保良介绍
说：“我爷爷说，当时这棵银杏树在民
国初年时，非常茂盛，4个大人手拉手
才能合抱，树直径 3米多。在几里外
的南曹村都能看到它。1944年的大
火烧掉树身的一半！20 世纪 60 年
代，寺院被拆，砖瓦都被拉走。80年
代初，我们村几位老人在银杏树下建
了3间小瓦房，师太是中牟人，一心向
佛，1986年她来这里，第一次见到发
新芽的银杏，就劝人不要破坏新枝
芽，1996年，师太把行李搬来，在这寺
里出家，她住在树边 29年了，看树护
树。全村人都把这株银杏树当作村
宝，很多人都说师太护树有功！”

专家确定古树为文物

树南边立着一通石碑，碑文记述
了中牟人刘宝宣于南宋开庆元年重
建此寺的事迹，这通石碑是2005年郑
州考古工作者在院内考古发掘时发
现的，一起发掘出来还有一雕刻有双
龙盘绕的碑头，正面刻有“法云寺”，
才确认曹古寺就是西汉时建的法云
寺，正式把曹古寺改名为法云寺。《郑
县志》有“法云寺在州东南二十五里，
寺内有一棵白果树，有四人合抱粗。
日军侵占郑州时在此驻扎，白果树被
烧焦半部”的记载。

曹保良说，这里是官渡之战古战
场，曹操当年从许昌带兵与袁绍决战
时，以西边战马屯村到黄河边的官
渡，军营排了20多里。我们村叫曹古
寺，再往北有野曹村和南曹村，都与
曹有关，附近人杰地灵，据村里老人
介绍，唐朝时，来自天竺国四兄弟到
洛阳帝都传教，其中一人带到法云寺
一株小银杏树苗，种在大雄宝殿前，
就是这一株。

2005年，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
派出专家对当时称为曹古寺的遗址
进行了发掘，发现了这株古银杏树，
并在树北侧发现被毁的古寺大雄宝
殿的旧地基。古树专家确认这树有
1200多年了，2009年被列入郑州古树
保护名单中。

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汪松枝
多次到此银杏树下探访和考察，称
城市的古树是城市悠久历史的最好
见证，是非常重要的活文物，站在这
株千年古银杏树下，听风吹树叶的
沙沙声，就像是与一位千年前的古
人在对话。记者 徐富盈 文/图

“古树枝柯少，枯
来复几春，露根堪系
马，空腹定藏人。”古树
是一个城市的活化石，
活着的文物。根据树
龄，500年以上为一级
古树，500~300年的为
二级古树，300~100年
为三级古树。

2025 年 3 月 15
日，《中国古树名木保
护条例》正式施行，让
古树名木保护有法可
依。这让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上升到法规层
面，为古树名木健康生
长创造法治条件。

河南作为中原文
化发祥地，被誉为“古
树博物馆”。最新数据
显示，仅郑州一市便拥
有古树名木近 3.3 万
株，其中31308株散落
在阡陌交错的乡野间，
1646株挺立于现代都
市的街巷之中。这些
跨越千百年时光的“绿
色活化石”，既是年轮
镌刻的生态编年史，更
是承载乡愁记忆的文
化地标。从黄帝手植
柏到嵩阳书院汉封将
军柏，每一株古树都在
用苍劲的枝干讲述着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的生动故事。

法云寺银杏：已知市区最古树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河办事处曹古寺村，有一株1200多年的银杏树，是郑州市区确

认的最古老的活体树。80多年前它遭大火，只剩小片树皮活着，树芯裸露，风吹雨淋已经开
始腐朽。

义务看护银杏树的92岁老人，多年来一直与树相伴，职能部门和社会热心人士，对该
树进行保护，从40多年前奄奄一息到现在的枝粗叶茂，郑州古树的保护，从这株银杏树上
得以彰显。日前，记者对这株银杏树进行了探访。

1200多年的银杏树
守护古树的老人依旧精神矍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