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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JKL） 千年银

杏、几百年的苍松翠柏……
这些古树的年龄究竟是怎
样判断的？记者了解到，这
也是鉴定古树名木中最难
的问题。

想象中，判断树龄很简
单，年轮不就记载了一切

吗？然而对于这些年事已高
的古树，并不能采用这种方
法。“以前也有人提出过，钻
个孔，从树干上取出一个小
木条不就行了？但再小的洞
对古树也是极大的伤害，很
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蚀，为

了鉴定年龄而冒这么大的
险，太不值得了。”因此钻孔
看年轮的方法被园林部门
坚决地否定了。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断
定古树的年龄，主要靠经验
对比，大树的胸围、高度等

都是重要参数。比如银杏，
五十年生的有多大，百年的

什么样，千年的又是什么
样，经验丰富的专家心里都
有个大概的谱。

但也有不那么“靠谱”
的。比如花山玉泉寺里那株
800年的石榴树，工作人员
说，当时看到它，真的不敢

相信有这么大年纪了。枝干
并不粗壮，高度也与常见的
石榴树差不多，只有细细观
察靠近土壤的根部，苍虬有
力的模样才透露出些许岁月
的积淀。还是僧人在寺内流
传下来的文献记载中，发现

了它的年龄秘密。
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判

断古树年龄的有力证据。而
有些听上去神乎其神的传
说，也是重要佐证。事实上，
各种美好的传说，也确实对
古树保护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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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园林局园林处有

关人士介绍，从 2004年下半
年就开始启动的第三批城市
古树名木资源调查，目前已通
过专家鉴定、园林行政主管部
门审核，并经市政府批准，不
久就将正式挂牌建档保护。

这一次，共确定了 170

株古树名木。其中裸子植物中
的松、柏类及银杏较多，占到
整个调查古树名木数量的一
半以上。因此专家也将它们称
为“长寿树”。

就拿银杏来说，在前两次
的普查中，就查出了全市百年

以上银杏树 148株，例如江
浦惠济寺三株巨大的银杏，更
是有1470年以上历史。而第
三次普查，又找到了17株，其
中，高淳县桠溪镇桠溪中学
里，有一株600年的古银杏，
相传为洪武年间 1名僧人在

此种下，当年的寺庙所在地早
已成了学校，古树也一直保留
了下来。现在，这棵“长寿树”
已经高达31米，胸径足足有
3.05米，三个人才能合抱过
来，而树冠直径则可达18米，
夏天浓荫蔽日的时候，覆盖面

积将近一个篮球场大小。

<=>?

#$$

@!ABC"

“第三批普查发现的最古

老的树在高淳花山的寺庙里，
三株800年树龄的古树，分别
为黄杨、石榴树和桂花树。”负
责普查工作的工作人员介绍。

黄杨，南京路边随处可见
的绿化灌木，一般不过 40厘
米高。然而高淳花山玉泉寺的

这株大叶黄杨，已长成数米
高。靠近根部 1米左右的地

方，长满了见证沧桑的树瘤。
园林专家介绍，以前调查发

现，南京百年以上古黄杨一共
只有6株，年纪最大的也不过
两三百岁，而这一株甚至在整
个江苏省，也可以称得上是最
古老的 “黄杨王”。而石榴
树、桂花树，同样非常难得。
例如石榴树，之前南京仅发现

一株百年以上古树，位于秦淮
区夫子庙贡院街。

当地人早已将这些古树
看作是圣树，在树枝上挂满了
红绿布条，用来祈求平安。

据了解，花山这块风水宝
地自古植物就长得好，它的名

字由来就因为原先山上的白
牡丹，每到开花季节，方圆数
百里的人都赶来观赏。可惜的
是，咸丰年间寺院及牡丹花均
毁于战火，但3株古树的生命
并没有被扼杀。如今，虽然黄
杨树的树心出现空洞，但它依

然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

D"EF2GHIJ

调查中另一项重要发现

是，又发现了23株民国雪松。
不过，这也引来了专家们

的一些争议：所谓古树，一般指
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树。而雪
松引进中国还不到90年，有人
认为，不应该划入古树范围。记
者了解到，前两次调查中虽也

有雪松被列入保护名单，不过
都是因为名人所种，例如总统
府的两株南京雪松“始祖”，是
1933年国民党元老林森任政
府主席时，重金从印度购买来
树苗栽于此地。那么其它非名
人种植的“元老”雪松，难道就

不属于古树名木？
园林局负责普查的人员

最后一致认为，虽然这些雪松

年龄不够，但其历史意义非
凡。南京现存的民国建筑物周

围，保留下来很多当时栽种的
树木，它们同样是民国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民国到
现在的风云变幻。如果失去了
它们，颐和路等区域也就失去
了原汁原味的民国风情。

不仅如此，按规定，从国

外引种成功的品种，并有科研
价值的树木，树龄在 80年以
上的，都可以划入古树名木保
护范围。从这点来说，已成为
南京市树的雪松，显然很符合
条件。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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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打开电脑，给记者看了
一张照片，这是一棵两人手
拉手才能合抱的树，究竟是
什么品种，他却不肯透露。
该人士告诉记者，这也是一
种本来长不大的小乔木，他
从来没见过这么粗壮高大

的，“要说它多少岁了，我们
也不知道，根本无法判断。”
工作人员在普查中，无意间
捡到了这么一个 “宝”，但
却不敢公开。
“那地方比较荒，现在

还没办法好好保护它。万一

透露出去，很可能会为它招
来杀身之祸。要知道，现在

一些苗木贩子专门到深山里
找古树，挖出来贩卖，这些
人嗅觉非常灵敏，一旦让他
们晓得就麻烦了。”树挪死，
人挪活。年迈的古树一搬
家，绝大多数的下场就是死
亡。

这也是目前园林部门进
行古树名木保护工作中头痛
的事。想要宣传，让全社会
共同来保护古树，却又不
敢，怕招惹来不法分子。只
有明确有单位、人员管养看
护的，现在才敢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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