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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 寿县古城银杏遍染金黄，
分散在城内报恩寺、 孔庙、 清真寺等几处
古建筑群中的银杏树， 年复一年地焕发着
无穷魅力， 见证千年光阴流转， 这是千百
年来不言而喻的最佳组合。 三座寺庙里的
银杏树披上“金羽”， 与飞檐翘角的古建
筑交相辉映， 银杏鎏金， 温暖的金色映衬
出禅意与浪漫。

本报记者 倪 军 摄

初冬， 寿县孔庙绚烂多彩。

千年银杏与寺庙建筑交相掩映。

银杏、 古墙， 古今交融相映成景。

古墙银杏“绘” 出中式美学的禅意与浪漫。

寿县清真寺银杏树枝繁叶茂。

报恩寺黄色的墙与银杏树彼此映衬画面绝美。

片片金黄的银杏叶将寺院装点得暖意融融。银杏映古刹， 尽染不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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