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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走 在 银 杏 村 ，路

过村道巷口，经常能看

到绣娘们坐在高大的银

杏树下，沐浴着温暖的

阳光，一边穿针走线，一

边笑说家常。

绣娘们手中做着的

活计叫绒绣，属于刺

绣的一种，是银杏

村 的 传 统 手 工

艺。绣制时，绣

娘先在绒布上画

出图样，随后将

画 好 图 样 的

绒 布 用 竹 绷

绷 紧 、绣 出 轮

廓 ，最 后 再 将

带色的细绒线

绣入各个色块。

绒 绣 的 针 法

十分特殊，常见的刺绣

是一针一针地从布料上穿过去，

而绒绣则是从绒布的背面一针一

针戳下去，把已绣成的图案戳出

绒面，凸显于整个布料之上，图案

呈现立体状。

银杏村的杨有会今年 68 岁，

做绒绣已有 20 来年的光景。虽

然 接 触 绒 绣 的 时 间 晚 ，但 她 的

绒绣技艺却不一般。见到她时，

杨有会 正 在 老 宅 的 院 子 里 聚 精

会 神 地 绣 背 幺——云南当地背

小孩的一种小被子。鼻尖抵着老

花镜，手指引着针线在绒布上快

速 游 走 ，杨 有 会 交 错 使 用 各 种

针法，或粗细相间，或虚实结合，

勾 勒 出 盛 开 的 花 朵 、摇 尾 的 金

鱼……各种图案活灵活现。

在银杏村，凡有女儿出嫁、小孩出生，老人们都会用

针线绣制一份祝福。其中最有名的当数给小孩子绣的

背幺。背幺是云南当地照管孩子的工具，两根背带从

肩膀上绕过系于胸前，温暖的绒布包裹着孩子。绒布

上的图案花纹，便是用绒绣的技艺所绣制。

针脚细密，饱含爱意。不同的背幺图案代表不同的

寓意：鲤鱼代表鱼跃龙门，银杏代表健康平安，花朵代表

富贵吉祥……“再哭闹的孩子，背幺一背，马上就乖了。”

杨有会有个朴素的心愿，趁着自己还有精力，多绣一些精

美的背幺留给后辈，尽一份长辈的心意。

如今在银杏村，有 100 多名妇女从事绒绣手工艺。

2014 年，当地入选云南十大刺绣名村镇。独特的绒绣吸

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购买，成为当地妇女增收致富的“指尖

经济”。 （王海锐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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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传统村落R

江东社区隶属于云南省腾冲市固东镇，全村面积 35.42 平方公里，由江云、陈家

寨、坝心、四合 4 个自然村组成。这里以满村银杏而闻名，有连片的银杏树 1 万余亩、4
万余株，又被称作“银杏村”。

银杏村坐落于高山与激流之间的开阔平原。从高空俯瞰，村落被一棵棵银杏树

包围着，令人不由生出“村在林中，林在村中”的感叹。2013 年，江东社区银杏村被列

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游览贴士R

银杏村每年的最佳游览时间

是 10 月 末至 12 月 ，此 时 的 银 杏

叶全部变黄，整个村子被金色包

裹 ，非 常 适 合 摄 影 。 除 了 观 赏

银杏，村里还有石门古战场、三

道门、天生桥等古迹可以游览

参观。

银杏果是银杏村的特色美

食，吃法多样。结束一天的游览，

可以寻一处农家乐品尝一桌银杏

宴。推荐菜品有炭火烤银杏果、银杏

羹、银杏果炖鸡等。

图①：远眺银杏村。

图②：游客们在银杏树下品尝银杏宴。

图③：银杏村的绣娘们在绣制绒绣。

图④：使用银杏果、银杏花制作的当地美食。

图⑤：银杏村的农家小院。

图⑥：俯瞰春日的银杏村，民居坐落在青葱的银杏树

与农田之中。

图①为腾冲市委宣传部供图，图②至图⑥为龚德

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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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的银杏村，宛如金色的海洋。清风拂

过，扇子般的叶片从银杏树上飘落，铺满房檐、

小巷、田埂、河道；阳光倾泻，在火山石垒起的

围墙和小径上洒下斑驳的光影。置身此景，仿

佛来到了美丽的童话世界。

以树为源话沧桑

银杏村人口 4000 有余，银杏树有 4 万多

株。但奇怪的是，整个固东镇除了银杏村，其

他村子却鲜有银杏树的踪迹。

为什么只有这里有银杏树？

与其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有关。银杏

村位于火山熔岩台地，富含各种有机物，土质

肥沃。气候上，银杏村属于亚热带高原山地气

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为银杏树

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件。

银杏村百年以上树龄的银杏树有 1200 多

株，300 年以上的有 200 余株。其中，最引人瞩

目的莫过于村口的那棵树龄超过 600 岁的古

银杏树。它树干高 30 米左右，树围 6 米。树干

坚韧挺拔，树根盘绕交错，形成“树中有树、相

依相偎”的奇观。

银杏村先有树，还是先有村？

银杏村历史悠久。《江东村志》记载，600 多

年前，江东先祖不远万里来此屯垦戍边。他们

从家乡带来银杏种子，广泛栽培银杏树，历经

数百年风雨，生生不息。

“银杏树寿命长，生长慢，自然条件下从栽

种到结果要 30 多年。”江东社区党总支书记黄

超金说，当地有诗云：“树木树人六百春，拔地参

天荫子孙。”世世代代的江东人，一直奉行“前人

栽树，后人乘凉”的古训，子子孙孙精心守护，持

续不断地在房前屋后、道路山林里种下银杏树，

这才成就了如今银杏满村的美景。

植树不易，保护更需长久努力。

2007 年 12 月，腾冲市林业部门对银杏村

百年以上树龄的古银杏树进行普查，对 50 余

株树龄在 500 年以上的古银杏树实行挂牌保

护，每年定期做“体检”。黄超金说，村子还建

立了古树名木责任制，将保护银杏树写进了村

规，严厉打击乱采滥挖、擅自移栽、非法砍伐古

树等行为。村民们也自发用火山石砌成挡墙，

将古树围护起来。待到银杏果成熟的季节，村

民们不再爬树采摘，而是等待果子成熟掉落后

再捡取。

以树为魂育文化

黄姓是银杏村的一个大姓。村里绝大

多数的黄姓村民，都出自村里一处叫三道门的

老建筑。

三道门是 3 处老宅子，宅子均是一正一厢

加照壁的格局，火山石砌成的围墙将三家分隔

开来。

现 住 在 最 右 边 一 道 门 的 黄 之 成 今 年 71
岁。在他小时候，这道门里住了 20 多户人家，

后面人们陆续搬出三道门，在村里其他地方安

家。黄之成家的院子里有 5 株银杏树，静静地

见证老宅变迁，其中树龄最大的是一株 300 多

年的雄树。

银杏属于雌雄异株植物，雄树开花，雌树

结果。由于雄树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

因此村里雌树种植得更多，雌树和雄树的比例

大概是 1000∶1。

雄 树 只 授 粉 不 结 果 ，默 默 奉 献 ，不 求 回

报。每到收获银杏果的季节，当地群众都会给

周边栽种雄树的家庭送点银杏果。两三斤虽

然不多，却加深了邻里感情，形成了和谐互助

的乡风。

时光荏苒，600 余年来，银杏树被赋予了丰

富的文化内涵，被誉为“感恩树”“养老树”“爱

情树”……黄超金介绍，在当地有个不成文的

规矩，子女分家时，老人会分得一些银杏树到

名下，作为老年生活的一份保障。银杏叶和银

杏果有较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市场好的时

候，银杏果每公斤能卖到 100 多元。

此外，银杏村还有新婚夫妇种植银杏树的

习俗，寓意百年好合，果实累累，子孙兴旺。

以树为媒兴产业

炭火烤银杏果，剥皮即食，口感软糯，入口

香甜；银杏花蒸鸡蛋，清香爽口；银杏果和当地

散养的土鸡放入土陶炖煮，鲜美无比……“没

有吃过银杏宴，等于没来银杏村。”在村中经营

民宿的陈安相正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他的

母亲王恩满将一道道以银杏果、银杏花为食材

的美味端上客人的餐桌。

赏银杏叶、吃银杏宴、住银杏村民宿，已经

成为银杏村的特色旅游项目。然而这里过去

可没有现在这么热闹。虽然拥有独特的银杏

资源，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银杏村一度不通

路、不通电、不通水，是固东镇最贫困的地区

之一。

69 岁的王恩满在上世纪 80 年代嫁入银杏

村。她出嫁时正值银杏金黄的时节，可她却无

心欣赏。“村里没通路，进村翻了七八公里的山

路，踩了一脚烂泥。难怪人家都说，嫁女莫嫁

江东郎。”王恩满回忆。

2008 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银杏

村确定了发展乡村旅游的目标，加强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修建风景区二级公路、硬

化村庄道路、完善水电……配套设施

渐渐齐全。

开发过程中，当地注重对村庄

原始风貌和生态的保护，在道路、房

屋修建时，一律以保护银杏树为前提。

“银杏树是村子的立身之本，宁愿路改道、

房建小，也不能砍银杏树。”在黄超金看来，银

杏村的开发与保护相辅相成。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银杏村依

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以银杏树为主角，以旅游

为主线，闯出了一条乡村旅游致富路，2020 年，

江东社区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

单。截至目前，银杏村共有农家乐和特色民宿

176 家，2021 年旅游业综合效益 6000 多万元，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150 元。

“生态越来越好，腰包越来越鼓，现在是

‘嫁女要嫁江东郎’。”看着满地金黄的银杏叶，

王恩满脸上洋溢着盈盈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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