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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林燕萍

古树是城市的见证者，更是一

代又一代人回忆的承载者，每一棵

古树都有自己的故事。在同安孔庙

内，就有一棵近 7 层楼高的古柚

木。据悉，这是同安孔庙内最珍稀

的柚木，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它见

证了隔壁的城关小学“成长”为如今

的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见证了同

安孔庙“修旧如旧”的美丽蝶变。

近日，记者实地探访同安孔庙

的古柚木，从同安区博物馆原宣教

科负责人黄亚彬口中，了解百年古

柚木的来历及它在同安见证的光阴

故事。

百年柚木近7层楼高
近日，记者走进同安孔庙，一

棵高大挺拔、枝繁叶茂的柚木，犹

如哨兵一样立于“兴贤育才”石牌

坊旁，十分壮观。站在树下仔细观

察，这棵柚木近7层楼高，硕大碧

绿的树叶犹如一把扇子，比成人手

掌还大。凑近一看，树上挂着古树

名木的保护牌，牌上记载着该树树

龄已超百年，这便是同安著名的古

柚木。

黄亚彬一边伸出双手丈量树

干，一边感叹道：“初见时，这柚木才

十多米高，如今比一旁小学的四层

教学楼还高出好多，树干一人都抱

不住。”

1970年，初见这棵古柚木时，

黄亚彬正就读于隔壁的同安区第一

实验小学，求学期间他时常能望见

它。1989年，他被借调到孔庙协助

筹建区博物馆，天天都能与这棵柚

木“打交道”。

1990年，同安孔庙修缮完毕，

正式对外开放。区博物馆依托同安

孔庙作为工作区域，这棵柚木由区

博物馆代为管护，黄亚彬与同事便

负责起柚木的保护工作。“柚木需水

量极大，我们每天轮流用水管引水

给柚木浇水，浇一次就要花上十几

分钟时间，经常还要修剪中间枝

丫。”黄亚彬说。

系陈延香之女从南洋引进
那么，这棵古柚木是什么时候

种下，又有何来历呢？对此，大家众

说纷纭。

据传，柚木并非本地树种，而是

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爱国华侨

陈嘉庚从东南亚引进的。当年在南

洋生活的陈嘉庚对名贵树种柚木十

分感兴趣，带回的柚木种子首先种

植于厦门集美的天马农校。

对此，黄亚彬却了解到不同的

说法。黄亚彬告诉记者，20世纪60

年代前，同安一中校址在同安孔庙，

1970年 2月才移到轮山校区。此

前，曾有不少同安一中的老校友回

到孔庙举办校友会，许多老校友向

他介绍该柚木是由陈嘉庚挚友陈延

香的女儿陈端庄引进栽种的。

黄亚彬走访了李明泉等一众同

安一中老校友，大家纷纷证实该柚

木是由陈端庄所种。黄亚彬了解

到，陈端庄从福建省师范专科学校

史地科毕业后，曾到同安一中任教，

并从东南亚引进柚木，与同学一起

将树栽种在同安孔庙内。

如今，古柚木已长成参天大树，

它见证了隔壁的城关小学“成长”为

如今的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也见

证了同安一中的移址变迁和同安孔

庙“修旧如旧”的美丽蝶变。

经历多次台风仍郁郁葱葱
寒来暑往，历经百年风雨，这棵

古柚木仍生机盎然。春天，吐出新

绿；夏日，密叶遮光；秋冬，黄叶挂

枝。它像一位老者守护着孔庙，成

为孔庙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许多来孔庙参观的市民游客

都会站在这棵柚木下，倾听孔庙的

光阴故事，这里成为大家必打卡的

点位。”黄亚彬回忆道。

值得一提的是，柚木是热带树

种，枝干材质偏硬且脆，一旦同安遭

受台风影响，这棵古柚木的枝干都

会被吹断，黄亚彬与同事们就会用

绳子一端绑住石头，再抛到断掉的

枝干上挂住，再将其拉拽下来，有时

还需要爬梯子上树修剪。

如今，黄亚彬已退休，该柚木仍

由同安区博物馆进行管护。虽经历

多次台风，但如今的古柚木仍是一

片郁郁葱葱。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棵古

柚木凭着它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同

安孔庙历史的见证者。如今，同安

区政府已对该树设置福建省古树名

木保护牌，将其列为三级古树名木，

并加以重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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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木有近 7 层

楼高。

记者林燕萍摄

古柚木矗立在

孔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