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关于植树那些事儿
■ 本报记者 雷册渊 整理

今天，是第 50 个世界地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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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虽然没有世界地球日和
植树节，植树的历史和传统却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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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林荫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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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植树的N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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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也早早就有了环保的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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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植树的N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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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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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行道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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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朝廷对
种树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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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名人与树的N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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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综合自 《国家人文历史》《海南日报》

《北京晚报》、中国新闻网等）

“这里的法国梧桐绵延了好几个街区，悠远的
历史使树的枝叶异常繁茂， 经过修剪的树枝密密
地遮盖了路的上空，烈日炎炎的夏季，这里却是一
派世外桃源景象。走在路两边，不时有凉爽的轻风
拂面吹过，带来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这是张爱玲
在《公寓生活记趣》中描写的上海衡山路。对于不少
上海人来说， 上海的标志不是外滩， 不是东方明
珠，而是夏日的梧桐树荫，以及秋日的沙沙落叶。

上海在其“十二五”规划中就提出，要启动中
心城区林荫大道建设工程 。 从 2011 年至 2018

年，上海已创建命名的林荫道 222 条。张爱玲笔
下的衡山路正是 2011 年第一批被命名的林荫
道， 有 400 余株法国梧桐， 大部分始种于 1922

年，树龄近百年。

上海的行道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于 1865

年开始栽种。当时，英美租界当局购买树苗，在扬子
路（今中山东一路）沿江种植。至 1908 年，上海地
方政府开始在直辖区（俗称华界）道路种植行道树。

1932 年 7 月法国领事署曾发布《法租界公董
局管理路旁植树及移植树木章程》， 明确规定：

“各树木相互间之距离， 得依树之种类及事之可
能，定为七米至十米。”法租界公董局专门还设有
一个“种植培养处”，除了行道树之外，在各个公
共场所和各个机关内也不断栽种花木。

不过，林荫道不是一天建成的。以法国梧桐
为例，树木生长到枝叶可以隔街“牵手”大概需要
30 年。如今的上海，基本上每条道路都有行道树，

但并不是每条道路都可以称作林荫道。2011 年，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对行道树及附属物状
况、周边环境、道路板式、人文特色等方面进行了
调研分析，制定出《上海林荫道评定办法》,规定了
上海评定林荫道的基本条件，如人行道及非机动
车道的绿化覆盖率达 90%以上；四车道以下的机
动车道绿化覆盖率达 50%以上；道路长度不小于
500 米； 行道树树穴规格不小于 1.5 米×1.25 米；

道路两旁树木树种、规格基本一致，等等。

上海绿化部门的实验表明，与没有行道树的
道路相比，林荫道最高可降温 3.6 摄氏度，并可有
效降尘，减少紫外线。另外，上海中心城区人均绿
地拥有率不高，增加绿化面积有一定困难，创建
林荫道也是为了缓解这一压力，满足居民对于绿
地的使用需求。

武康路、瑞金二路、愚园路、淮海中路……每
条道路上的法国梧桐都有几十年的历史， 可以
说，上海的林荫道建设基础很好，但这并不意味
着这些道路没有提升的空间。林荫道的目标要做
到能够让人真正“慢”下来，使其成为人们的休闲
空间。它的建设是一项综合工作，不仅包括对树
木的要求，还应包括对周边环境、文化特色的要
求。在已创建的一些林荫道中，不少道路的历史
文化特色明显，比如，溧阳路两侧有郭沫若故居、

鲁迅存书室等，俨然虹口区文脉的代表。

     （本文摘编自《瞭望东方周刊》）

中国植树的历史源远流长，除了环保，还有许多其他原因。 柳友娟 制图

“我们的日子来了！”

1949年 5月 25日早晨， 上海迎来
了解放的第一天。

解放军向市区挺进时，马路两侧及
大楼窗口，就聚满了欢迎的人群。早上 8

点钟，马路上一队队的工人学生的游行
行列就出现了。某厂工人在卡车上插着
两面大红旗，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万
岁！”“太阳出来了！”学生们经过在马路
旁休息的解放军面前时，给每一个战士
献了一朵胜利花， 并且欢快地扭着秧
歌，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的歌曲。

解放军战士也快乐地回应着他们，

唱着“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某
团在南车站后街休息，这个贫民区立即
欢腾起来，工人、小贩和他们的家属全
部拥到街头， 把战士们重重围起来。许
多人恳切地要求解放军战士到他们家
里去烤干湿透了的衣服，但遭到战士们
的婉言辞谢。 前天还是布满碉堡街垒、

阴森可怕的街道，现在已充满了节日的
欢欣。墙壁上、门窗上、电杆上、电车上、

汽车上、三轮车上到处贴满了“毛主席
万岁！”“向人民解放军致敬！”“大上海
翻身了！”等标语。陕西南路上悬挂的国
民党反动派写着反动宣传标语的横布
条都被群众取下，换上鲜艳夺目的欢迎
人民解放军的横幅。 林森路 （淮海路）

上，很多市民挂上了红旗。徐家汇的一
群小学生也抬着毛主席画像在马路上
兴奋地高呼“解放军万岁”等口号。上海
主要市区， 到处充满着欢笑和歌声。虽
然苏州河北还不时传来枪声，但它被喧
天的锣鼓声淹没了。

当天下午，龙华、徐家汇、常熟、卢
家湾、嵩山、蓬莱、邑庙等区及公共交
通、法商电车公司和英商电车公司等职

工就出动了万余人组成的人民保安队和
宣传队。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

暨南大学、美术专科学校等校学生的行列
在中午就出现在街头，贴标语，挂漫画，扭
秧歌，向解放军献花。其中有一条标语写
着：“我们的日子来了！” 美术专科学校学
生画了一张房子一样高的毛主席巨像，由
同学们抬上，在欢呼的锣鼓声中送到大世
界门前张挂起来。

解放的第二天， 大街小巷红旗飘扬。

公共汽车、电车也都打扮得五彩缤纷地重
新行驶在霞飞路上。由中华职业学校等联
合组成的宣传队冒着雨在街上欢畅地歌
唱，有一个歌是“春天到了百花开，反动政
府倒了台。夏天到了荷花开，人民军队到
上海”。 下午雨虽越下越大， 一辆辆宣传
车，一队队宣传队，依然锣鼓喧天在街上
穿梭往来。南京路国际饭店大楼前，整齐
地排列着国民党军的二十余辆军用车，上
面棉衣棉被堆得满满的。守卫这些车的一
位解放军战士幽默地说：“国民党真会办
事，夏天就给解放军准备好棉衣棉被了。”

这些车旁边还放着用卡车牵引的两门崭
新的战防炮。 显然是国民党军来不及拉
走，被仓皇地抛弃的。

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在解放的当
日，各公用事业即先后迅速恢复。上海电
力、自来水与煤气等公司照常供应市内外
水电和煤气。英商上海电车公司与法商电
车公司之各路有轨、 无轨电车及公共汽
车，26日晨 6时半即大部分出厂行驶。黄
浦江上的交通也逐渐恢复。自金陵东路以
南沿外滩的各主要码头，如十六铺及南码
头、董家渡码头等，都已恢复常态。

共产党人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陈毅、饶漱石率领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
干部进入上海市区，开始了紧张的接管工
作。

1949年 5月 25日夜到 26日晨，华东
局机关和接管干部队伍由丹阳乘火车到
南翔， 又由南翔分批乘汽车向上海进军。

陈毅问上海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周林：

“接管上海市政府的队伍先进驻哪里？你
熟悉。”周林说：“先进驻徐家汇交通大学，

然后分头接管。” 当时下着细雨， 道路泥
泞。 车队到达沪西徐家汇的交通大学，没
有占用师生员工的宿舍， 驻在二楼讲堂，

大家都躺在地板上休息，度过进入上海的
第一个夜晚。陈毅司令员和华东局其他领
导同志张鼎丞、曾山、秘书长魏文伯为了

与地下党的领导人会师，乘吉普车到沪西
圣约翰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交谊楼），在
那里住了一夜。26日华东局进驻瑞金二路
原励志社（今瑞金宾馆）及三井花园内。几
天后，邓小平政委也来到华东局，每天夜
里在原励志社听取接管汇报。

在汉口路旧上海市政府大楼（原租界
工部局）里，代理上海市长赵祖康在平静
地等待解放军的到来。

赵祖康（1900—1995），松江人，18 岁
时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南洋公学，毕
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学校，是公路与市政工
程专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即从事于
中国公路的创建事业，为发展现代公路奠
定了基础。1945—1949年任上海市工务局
局长。 原来上海市长是吴国桢，1949年 4

月吴去了台湾， 由陈良代理市长。5月 24

日陈良也逃往台湾， 委托赵祖康代理市
长，负责“维持治安，办理移交”。警察局局
长毛森也逃跑了， 留下陆大公任副局长。

鉴于维持好上海治安是涉及千百万人生
命财产安全的大事，赵深感责任重大。

在此之前，中共地下党就已经与赵祖
康接触，打过招呼，希望他留下来等待解
放。作为一个科学家、工程师，赵对国民党
也早已不抱希望。现在他担任几天的上海
市长， 正好可以为保全上海作出贡献。25

日拂晓，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解放了苏
州河以南市区。这一夜，赵祖康以代市长
的名义，通宵和各方面联系，尽可能防止
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发生混乱。25 日上
午，旧市政府大楼上挂起白旗，赵祖康命
令主要机关人员回来上班，并作出三项决
定： 一是各局处员工必须固守工作岗位，

紧急公务继续维持；二是各单位必须确保
档案和一切财产的安全；三是移交工作必
须整个地办理，并应事先联系。

（十五）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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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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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上海天砚文化体育

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 、法人章 （顾
一波印 ）各一枚 ，声明
作废。

遗 失
▲陈德明不慎于 2019 年 4

月 9日，遗失警官证，警官证
号：042987，现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