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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游县城在此设立

“那棵银杏树就在城关村。”12

月 3日，在麟游县九成宫镇干部吴

会会带领下，记者来到童山之上的

城关村。阳光洒在民房和街道上，

明暗交错之间，让人有一种穿越历

史之感。

没几步，便走到村中的城隍

庙前。城关村党支部书记刘森林

向记者介绍说：“传说唐太宗手植

的银杏树，就在省级文保单位城

隍庙里面。”

走进大门，银杏树赫然出现

在面前。冬日里，没有黄叶的掩

饰，没有蓝天的衬托，银杏树的真

容一览无余，恰如郭沫若所写“梧

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坚

牢；白杨虽有你的葱茏而没有你

的庄重”。

树干上，麟游县人民政府和

陕西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制作的

古树铭牌显示，银杏树树龄已有

1370 多年，而 1370 多年前，恰是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

早在隋代，麟游就是皇家避

暑之地。隋开皇十三年（593 年），

朝廷在杜水北岸、碧城山下修建

了避暑离宫仁寿宫。唐贞观五年

（631 年），朝廷扩建仁寿宫并更名

为九成宫。

隋唐两朝四帝曾 20次来此避

暑消夏，使麟游一度成为全国政

治、文化、军事中心，被誉为“离宫

之冠”。

“童山古城正是唐太宗下令

所建。”城关村监委会原主任杜

永红说。杜永红的父亲曾参与县

志编纂，他小时候常听父亲讲述

麟游的历史故事。他告诉记者，

唐太宗在麟游期间，一日有人潜

入宫中行刺，护卫及时发现保

驾，太宗才得以化险为夷。事后，

太宗命魏征、李勣（ jì）在麟游择

址建城，阻隔闲杂人等，以确保

离宫安全。

魏李二人多方考察，最终选

定在九成宫东侧的童山上建县

城、设县衙。“童山古城东西长 230

米、南北宽 190 米，城墙高达 10余

米，设有东、西、北三个城门，分别

名为武川、获麟、豳（bīn）风。”杜

永红说，“千百年来，童山古城几

遭损毁又几经修葺，今天，我们从

残存的几段城墙仍可想见当年童

山古城的恢宏。”

直至 1975 年，麟游县政府才

从城关村迁至镇头村，县城也随

之从童山古城迁至今天老县城所

在地。

革命火种在此点燃

城关村城隍庙内，古木耸

立，古建寂静。谁能想到，近百年

前，这里打响了西府武装斗争的

第一枪。

“我们村的人都知道革命先

烈的事迹。”杜永红说，“当年，王

泰吉就住在城隍庙的厢房里。”随

着他的讲述，麟游起义的场景恍

若眼前。

1928 年 3 月，国民革命军第

二集团军第十七军第三师师长甄

寿珊，奉命率部赴宝鸡吴山剿匪

途中，将教导团移驻在家乡麟游

县城。“教导团共有 8名共产党员，

其中职衔最高的是一营营长王泰

吉。他的秘密身份是中共陕西省

委在甄寿珊部建立的中共支部书

记。”杜永红说，“小时候，我常听

村里长辈说，王泰吉是个有志青

年，18 岁就考入黄埔军校，并在

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 年 4 月，中共陕西省委

派交通员送来密信，指示王泰吉

在麟游率部起义。接到密信的当

天下午，王泰吉秘密召集教导团

其余 7名党员开会，宣读了省委来

信。全体党员表示，坚决执行省委

指示，并决定于当天晚上发动起

义，计划起义后迅即向东北方向

前进，天亮前通过礼泉县南坊镇

向北转移，在陕甘边创建革命根

据地，开展游击斗争。

黄昏时分，王泰吉等人在营

部吃过晚饭，来到第一中队驻地

城隍庙，紧急集合了一中队的 60

多人。当一声“起义”喊出，这群入

伍还不到半年的学兵，个个气势

昂扬、斗志十足，打算跟着王泰吉

大干一场。然而，由于经验欠缺、

行军缓慢，起义队伍天亮后才到

达南坊镇，遭到南坊镇豪绅组织

的武装力量围攻，最终因寡不敌

众而失败。

麟游起义是中共陕西省委组

织的一次重要起义，打响了共产

党人在西府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第一枪，为共产党人组织武

装起义和兵变积累了经验、锻炼

了干部，在西府地区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

后来，王泰吉又参与领导了

渭华起义、耀县起义。1934年1月，

王泰吉主动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

工作，途经咸阳淳化时被捕。在狱

中，王泰吉写诗明志:“南京被押

己巳年，蚤虱围攻何足怜。翻身消

灭尔丑类，革命精神炼愈坚。”

1934 年 3 月 3 日，王泰吉被

秘密杀害于西安，年仅 28 岁。

淳朴民风在此厚植

“银杏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

石，如果它开口讲故事，恐怕三天

三夜都讲不完。”抚摸着老树，杜永

红感慨，“这棵银杏树历经千年，能

活到现在，既得益于顽强的生命

力，也离不开一辈辈城关村人的悉

心照料和保护。”

相传明正统年间，有一年天下

大旱，田里庄稼全都枯死了。眼看

春天就要过去，这棵银杏树不但未

发芽，树枝还一根根地掉落。村民

们心如火燎，一趟又一趟地跑到村

外担水浇树。日复一日，直到夏末，

树上才零零星星地长出了嫩芽。

明崇祯年间，朝廷急需稀有木材，

要求麟游县令在一月之内将这棵

银杏树伐倒运至京城。县令差村里

两个木匠伐树，木匠却不忍心伤害

老树，便一天天地磨洋工、拖时间。

县令不悦，派衙役来监督。木匠便

趁衙役不注意，故意毁坏锯齿，20

多天过去了，老树没伐倒，却废了

5 根锯条。县令恼怒，要斩了两个

木匠，但木匠早已逃之夭夭。

近年来，这棵银杏树成为村

里和县上的网红打卡点，每到秋

季，游客便络绎不绝地来欣赏、拍

照，甚至吸引外国友人慕名观瞻。

村民们自觉看护老树、剪除杂草，

像照料老人一样给予其无微不至

的呵护。前些年，有村民发现银杏

树生病了，浇水不顶用，打针不见

效，便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请来

专家诊断，最终找到病因，原来是

院子砌上了地砖、盖上了泥土，以

致树根“呼吸不畅”。村民们赶忙

扒掉地砖、露出泥土，渐渐地，银

杏树又恢复了生机。

“村民们深爱着老树，也深爱

着这一方热土。”刘森林说，“银杏

树是我们村的文化遗产之一，激

励我们铭记历史、不忘乡愁，讲好

千年古树和千年古城的故事，为

麟游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和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
城关村千年银杏树

城关村全貌 麟游起义旧址童山古城城墙遗迹

麟游县九成宫镇城关村

千年树下千年城
本报记者 祝嘉

郭沫若在散文《银杏》中，称银杏是“随中国文化以俱来的亘古的证

人”。在麟游县老县城东郊的童山上，有一棵 1370 多岁的银杏树，相传

为唐太宗在麟游避暑时亲手所植。千百年来，朝代更迭，世事变化，但见

证历史的银杏树依然苍劲挺拔。麟游县九成宫镇城关村的故事，就从这

棵屹立千年的银杏树讲起……

的故事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