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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树

在古代，不论是官宦门第，还是普通人家，
庭院附近总少不了槐树。从栽植历史来看，早
在先秦时，槐树已为官方最早选定的绿化树种
之一。槐树还是后世皇家宫苑内必植之树，故
槐树又有“宫槐”的别称。此外，衙门、学校、街
巷也都喜欢栽植槐树。西汉时，人们称政府机
构为“槐衙”，称读书人聚集的会市为“槐市”，就
是因为那里遍植槐树。

槐树真正被赋予感情寄托是在明朝。明
初，朝廷将山西人口大规模移往全国各地，出发
地点即是洪洞县一株大槐树，故民谚有“问我祖
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槐树也从此成为
中华民族“寻根文化”的符号。

柳树

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后，柳树成了民间吉
祥之物。佛界认为，柳枝充满神性，如南海观音
的形象为一手托净水瓶，一手拿柳枝，为人间遍
洒甘露，祛病消灾。

古人迷信“柳可驱鬼”，南北朝时，民间已出
现了门前插柳的风俗。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
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

唐宋时，清明节“插柳”“折柳”“戴柳圈”的
风俗已形成，皇家甚至将其当成一件大事来
办。此时歌咏描写柳树的诗文也最多。贺知章
的《咏柳》，浓缩了古人对柳树的喜悦之情：“碧
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
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在北宋的都城汴梁，柳树的数量远多于槐
树。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大大小小
的树木约有170多棵，其中柳树占了大多数，堂
前屋后，路旁水边，总不少曼妙柳姿。

榆树

榆树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已广泛栽
植。既没槐的才干功名，又无柳的姿态风流，榆
树之所以能赢得古人青睐，大概因为它是一种

“活命树”。榆树的皮、根、叶、花均可食用，荒年
可以当粮吃，青黄不接的春荒之际，榆树的价值
便突出了。先秦时人们已发现了榆树的救荒功
能。《神农本草经》称，榆树皮“久服轻身不饥”，
将之与“槐实”“枸杞”等，同列为“上品”。明李
时珍《本草纲目》称：“荒岁，农人取皮为粉，食之
当粮，不损人。”

因为榆树有这些特殊用途，所以古时家家
不忘栽上几棵榆树。

梧桐

梧桐俗称“引凤树”，古代有“家有梧桐树，
不愁没凤凰”的说法，所以古人喜欢在庭院中栽
植梧桐。梧桐木是古人制琴的好材料，这也使
梧桐平添了一份高贵与高雅。先秦时，已有用
梧桐木制琴的记载。汉魏时，人们用梧桐木制
琴已很有经验，以生长在今鲁南峄阳山的梧桐
为佳。此外，梧桐还被视为“宜子孙”的祥树、

“知岁时”的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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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喜欢种哪几种树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如今大家的
绿化环保意识越来越
强。那么，中国植树
绿化的历史从何而
来？古人是如何鼓励
植树的？又留下了哪
些植树造林的佳话
呢？

古代植树那些事儿

在古代中国虽没有国家规定的
植树节，但一直保留着植树造林的优
良传统。那么，古人是怎么鼓励植树
的呢？

《礼记》记载：“孟春之月，盛德在
木。”早在先秦时期，就设有专门掌管
国家山林的官员，称为“林衡”或“山
虞”。《周礼》对这两个职位有明确的
描述：“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
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
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
民时斩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
抡材不禁，凡窃木者有刑罚。”“山虞
以时斩材，而林衡受法于山虞，以严
其戒，一有不平，则计其守其之功过
而赏罚之矣。”也就是说山虞职位较
高，主要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
令，对树木的栽种砍伐进行决策。林
衡职位相对较低，受山虞领导，主要
职责是巡视山林，执行禁令等。

即使是在诸侯混战、四方割据的
春秋战国时期，植树依然盛行。齐国
名相管仲要求城民布衣在房前屋后
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巩固城

防，并言：“能树百棵使繁衮者，置之
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意思是谁要
能种一百棵树并使其长势繁盛，就可
以得到黄金一斤、粮食八石的奖励。

唐代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相
当于现代的“自留地”，便规定在永业
田里必须种上一定数量的树木。唐朝
还规定，凡驿站与驿站之间都要种行
道树。开元年间，还下令各地在通衢
两旁都种上各种树木，以荫蔽行旅。

宋太祖赵匡胤根据植树多少把
百姓分成五等，并下令凡是垦荒植桑
枣者，不缴田租。对率领百姓植树有
功的官吏，可晋升一级。

明清时代，植树规模有更大发
展。明太祖朱元璋被人称作“植树皇
帝”，甫一登基就诏令天下：“凡民户
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
一家人家一年要种桑麻以及枣树各
两百株。诏令一颁布，仅金陵钟山等
地就植桑麻五十多万棵。而后逐年
递增，蔚然成风。到朱元璋退位时，
据说全国各地栽种树木达几亿株之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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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史册，不难发现，许多历史
名人都与树有着不解之缘。

西周时，有位名将叫沙俊其，此
人武艺高强，骁勇善战。他每打一次
胜仗，就令军士“人种一树，以庆武
功”——以栽树来庆功，古今尚无先
例。后来，他连抓到了俘虏，也令他
们去栽树，以至于他率领的军队形成
了“庆功栽杨”的庆功习惯。这种习
惯影响颇远，许多诸侯国都效仿了这
种一举数得、别出心裁的庆祝形式。

三国时东吴名医董奉医术高明，
乐善好施。董奉隐居庐山期间，为贫
苦百姓看病，从来不取分文，只要求
病人病愈后按病情轻重，在他住所前
后栽种杏树，重病者栽五株，轻病者
栽一株。数十年光阴，他的房前屋后
竟有十万余株杏树。每当杏熟，董奉
就用杏子来换谷米救济贫民，人们称
这片杏林为“董仙杏林”，后人遂以

“誉满杏林”称颂医家。
三国时为建立蜀国立下汗马功

劳的诸葛亮，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
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
衣食，自可足用。”他把自己栽种八百
株桑树作为子女生活的来源，为子女

生活作长久安排。一代名相，两袖清
风，死后留给子孙的唯有自己栽种的
桑树，令人不胜感慨。

宋代改革家、诗人王安石对种
竹、植桃、栽柳极感兴趣，赋有诗句：

“乘兴吾庐知未厌，故移修竹似延
雏。”“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
尺高。”“移柳当门何啻王，穿松作径
适成三。”可见他对树木的热爱。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任柳
州刺史时，大力倡导绿化，而且亲手
在柳州地区遍植柳树。他写诗自叙
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手
种黄柑两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一
副亲力亲为的风范。此外，他还总结
了绿化的许多方法和技巧，“能顺木
之天，以致其性”“其本欲舒，其培欲
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这些经验
之谈，今天读来依然有指导意义。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
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沿途六百多
里种柳二十六万株，人称“左公柳”，
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清人杨
昌溪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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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植树的历史可谓悠久。
中国人为什么爱种树呢？除了今天的
环保诉求，还有其他原因吗？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桑、枣等
经济林木的产出能够作为庄稼的补
充，为百姓的衣食生活提供保障。孟
子曾提出：“五亩之宅，一夫所受，二亩
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
恐妨五谷，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
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
也。”即要在种田的同时栽种桑树，以
此来养蚕，纺织衣物。

种树不仅可以保障温饱，还能致
富。据《史记》记载，那些有“千树枣”

“千树栗”“千树橘”“千树萩”“千亩
竹”……的人，堪称“素封”。他们虽然
没有朝廷的封爵，但是其富裕程度能
与王侯将相比肩。

行道树在中国历史悠久。早在两
周时期就“列树以表道”，即在郊野大
路的两侧种植行道树来标明道路的延
伸方向。这不仅是一个工程问题，更
是周人所崇尚的礼仪。秦朝时，大修
驰道，对种树也有详细要求：“道广五
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
树以青松。”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行
道树种类增加，不仅限于松树，杨、柳、
榆、槐皆有之。种植范围也更加宽广，

“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
隋代开凿大运河时，运河边的御道两
侧也有行道树。

古代种树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作
为军事屏障。战国时期的函谷关就是
一个例子。彼时，函谷关附近有茂密
的森林，并不适宜大规模行军，其关隘
作用因此大大提升。秦汉以来，用树
来限制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作用
更加明显。在蒙恬受命北御匈奴的时
候，他就创造性地“以河为境，累石为
城，树榆为塞”，也就是在黄河一带构
筑城塞，同时在外面栽种大量的榆树，
构成了另一层关塞，极大地限制了匈
奴骑马进攻的机动性，让骑兵到此不
得不下马步行。失去了马的协助，匈
奴在秦军面前变得脆弱，易于击溃。

当然，古人也早早有了环保的意
识。孟子曾言“斧斤以时入山林”，《汉
书》更指出“斩伐林木，无有时禁，水旱
之灾未必不由此也”，明确提出了水旱
灾害与乱砍滥伐之间的联系。清代华
州严格执行山禁，禁止砍伐林木，以减
少水土流失；西乡县广种树木，防止水
患……这些都说明，古时人们已经明
确认识到乱砍滥伐与水土流失之间的
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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