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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庆主流都市
报，重庆晨报已走过28个
春秋。当年，大街小巷曾
留下了我们为新闻而奔走
的足迹。如今，岁月更迭，
新闻不老。今起，我们推
出“老记伏枥”栏目，通过
扎实的采访，为读者提供
高质量的阅读产品，欢迎
读者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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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重庆首批挂牌保护的一级
古树中，编号“001”在哪里？它是一棵什
么样的树？它有着怎样的故事？

今天，记者为你独家揭秘001号古
树的神秘身世，为你讲述它的传奇故事。

重庆重庆001001号古树号古树

今古传奇今古传奇
身安身安77假肢假肢
活得很坚强活得很坚强

现状 成博物馆“镇馆之宝”

“你找我算是找对了，对001号古树，目前可能很少有
人像我一样知晓它的情况了。”4月11日，凭着仅有的线
索，记者找到已退休8年的“树医生”刘强老人。

年近七旬的刘强家住南岸。他透露，重庆首批挂牌
保护的一级古树，001号为一株十分罕见的苏铁，就生长
在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古树园内。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位于南山风景区。当天下午，
在刘强的带领下，记者见到了这株对众多市民来说仍显
神秘的古苏铁。

走近古树园内的古苏铁，刘强的脚步开始变得缓慢、
轻轻地，生怕惊动打扰了它一样。他的神情凝重，甚至带
着一丝敬畏。

站在这株古苏铁前，记者也为它那粗放的形态感到
震撼。它那宛如苍龙鳞甲的躯干上，显现出一道道皱纹，
仿佛在向来人述说它曾经历的沧桑岁月。

这棵苏铁为多头苏铁，树态特异。在它的一根枝丫
上，一块红底白字的四方形铁皮牌子上，“保护树”三个大
字十分显眼，下面标注着“一级001”，落款是“重庆市人民
政府”。古苏铁的石栏上，黑中带青的苔藓，厚厚的，毛茸
茸的。

周围的几株卫矛、紫薇，是离古苏铁最近的“小伙
伴”。它们个头不大，但年龄大的却也有近200岁了。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有关负责人王莎称，馆内的这
株古苏铁是馆里的镇馆之宝，亦是博物馆的主要景点之
一，是旅客们的必游之地。

身世 见证抗战烽火岁月

苏铁俗称铁树，因树叶形似凤尾，故又名凤尾蕉。苏
铁质坚如钢，沉重如铁，入水即沉。苏铁曾与恐龙同时期
生存，是地球上现存最原始的植物之一，有“植物界大熊
猫”“植物活化石”之称。它一度处于濒危状态，我国很早
就将它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这棵001号古苏铁，有着非同一般的身世，而刘强与
它有着深厚渊源。

据刘强介绍，他父亲是重庆黄山干部疗养院（博物馆
的前身）第一批职工，他就是在疗养院出生的，因此与园
内的古苏铁是“忘年交”。他从小就听说了不少关于古苏
铁的故事，也曾因和小伙伴爬到古苏铁上打闹，遭父亲打
过多次屁股。

随着年岁增长，儿时自己爱攀爬的古苏铁，也深深地
植根于刘强心里。报考学校时，刘强选择了植物保护专
业。1980年，刘强从学校毕业，如愿以偿分配到了黄山干
部疗养院，成为管护园内林木的“树医生”。

据介绍，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所在地亦名黄山，原
是一家私人别墅所在地。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重庆
富商、“白礼洋行”买办黄云阶在此购建别墅，取名黄家
花园。

因苏铁寓含顽强、吉祥之意，且被人认为是旺宅的风
水植物，黄云阶对古苏铁情有独钟。虽然当地的气候条

件并不是非常适合种植苏铁，但黄云阶仍专门重金求得
这株古苏铁，植于园内。

史料记载，该古苏铁当年植于园内之时已是稀罕之
物，有关它的“生平”，最早要追溯至清代初期。

1938年秋，当时的国民政府迁移重庆，从黄云阶手中
购得黄山花园,这里遂成为当时国民政府军事、政治、外交
的重要场所，亦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

在全民抗战的浪潮中，园内的古苏铁，见证了日本侵
略者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也见证了中华儿女顽强不屈的
抗争精神。

抗战期间，这株古苏铁所在的古树林，也成为不少名
人常常驻足的地方。不少人常在它面前停驻、冥思，思考
救国之策，寄托救国之志。

年龄 取主根底部泥土鉴定

001号古苏铁的资料显示，它今年已经390岁，有“西
南铁树王”之称，可谓全国最珍贵、最有人文故事的古苏
铁之一。

那么，凭什么说它已经有了390岁了呢？
“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它的年龄是经过专家认真鉴定

了的。”刘强称，他是古苏铁年龄鉴定的见证者。
刘强回忆，1982年，重庆市园科所（现市风景园林科

学研究院）派来两名专家，对古苏铁作年龄鉴定，他协助
了这次鉴定工作。他记忆犹新的是，专家用小铁铲等工
具，小心翼翼地从外打孔，直至古苏铁主根底部，取出泥
土包好，然后拿回鉴定。

“取土鉴定，是当时鉴定树龄的重要手段之一。”刘强
说，它和查看年轮、查树节、量主干胸径等其他手段一起，
共同印证古树年龄，提升鉴定精准度。

树牌 是否打入铁钉引争议

“它可能也算得上一件文物了。”重庆抗战遗址博物
馆有关负责人指着001号树牌笑道，首批挂牌保护的一级
古树树牌，经过了30多年风雨侵蚀，大多已经不存在或找
不到了。这棵古苏铁的树牌能保存到现在，上面的字迹
也还算完整清晰，与刘强的认真负责保护有关。树牌曾
多次被大风吹落，都是他及时发现捡起又挂了上去。

据了解，刘强也是重庆首次古树名木普查的参与者，
是当年对古苏铁编号、挂牌保护的见证者。

“挂牌那天，我还和一名绿化工人争了几句。”刘强笑
道，当年挂牌时，绿化工人准备在树上打一棵铁钉，他立
即进行了制止。他担心这样做伤害树体，可能引起感染，
损害古树健康。但绿化工人却称，铁树喜铁，有的种植者
还专门在树上钉铁钉、洒铁粉，为铁树增加养分。刘强认
为此说没有科学依据，不认同对方的说法，为此两人争了
起来。后来在他的坚持下，该工人最终还是放弃了在树
上钉铁钉挂牌，改用绳索将保护牌挂在了枝丫上。

现在，在这棵古苏铁上，又添加了一块新树牌。它是
重庆市第五次古树名木普查结束后，于2021年12月挂上
去的。新树牌更新了古苏铁的相关信息，还附有二维码，
一扫二维码便可以直接了解古苏铁的更多信息。

编号 为何被列为001号？

因为名气大，1991年，重庆首次进行古树名木普查
时，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内的古苏铁首先进入了普查人
员的视野。

刘强回忆，几名专家来查看、收集了古苏铁有关情
况。刘强从他们口中得知，全市已展开古树名木普查。
大半年后，工作人员送来001号的保护牌。

“我当时就好奇，问了专家为何古苏铁的编号为
001。”刘强回忆，当时专家回答他的理由大致有3点：这株
古苏铁是极其稀有的植物“活化石”；有助于研究重庆地
理、重庆气候以及植物演变等；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连接
着城市血脉，有很好的象征意义。

“这株古苏铁当时的编号名列第一，但这不能说它的
珍贵度就比其他一级保护古树高。”一名也曾参与了当年
普查的专家告诉记者，由于树种、特性等方面的不同，保
护编号不代表珍贵程度。这有点类似选举中常称的“排
名不分先后”或以“姓氏笔画为序”，古苏铁幸运地被列为
001，更多的是一种巧合。即它可能是普查时第一株登记
在册的，而后的保护编号也遵循了登记造册的先后顺序。

据了解，目前经重庆市政府确认的城市古树名木已
达3572株，其中树龄在3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共186株。

对此，重庆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重
庆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加大了对古树名木等生态资源的保护力度。这些古树和
抗战遗址博物馆内的古苏铁一样，株株都是重庆的宝贝，
它们已深深地融入城市血脉，已成为重庆的地标象征。

健康 身安7根仿真假肢

刘强回忆，1982年，为了加强古苏铁的保护，在一名
老干部建议下，他组织3名工人，花了三四天时间，为古苏
铁砌起了石围栏。

1989年，在经历了一次大的暴风雨后，古苏铁出现严
重倾斜。他和几名工人冒雨抢救，将古树的石围栏扩大了
一倍，并增添了泥土，埋上了为它增长养分的油菜饼等。

2000年左右，刘强在巡查中发现古苏铁的主躯干已
明显难以支撑它的11个粗大的枝头，他和工人制作了几
根木柱，帮助主躯干起支撑作用。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现在的林木管护责任人杨能，
是刘强带出的徒弟，对刘强敬重有加。他说：刘师傅在这
里一干就是37年，2016年退而不休，还经常来和他一起管
护园内林木。

4年前，杨能在巡查中发现支撑古苏铁的木柱引来了
白蚁等病虫害，对古苏铁的健康构成了威胁。在请教了
权威园林专家后，杨能和刘强等人为古苏铁安装了7根水
泥假肢，支撑在古苏铁最需承力的地方，承接处使用了胶
圈保护。

为了美观，杨能、刘强等人还将水泥假肢涂成与树干
相似颜色，雕刻出与树干相似的纹路，以致游人不细看，
还看不出7根支柱是仿真假肢。

重庆晨报记者 杨圣泉 摄影报道

链接 重庆古树之“最”
据2022年初公布的重庆市第五次古树名木普查显示：
重庆树龄和胸围最大的古树：位于江津区白沙镇的9号黄葛树，树龄1000年，胸围达到

10.13米，需要6个人才能合抱，其平均冠幅达到29米；
重庆最高的古树：位于石柱县枫木镇的青冈树，树高32米，树龄110年，平均冠幅11米；
重庆单种数量最多的古树：重庆的市树黄葛树，数量2168株；
重庆一级古树名木最多的区县：大足区，共27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