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州漫笔

植树爱树古风淳
省军 区　安 然

在我省 黄 陵
县轩辕庙 内 ，一
株稀世 的 大 古 柏
至今 仍 蓊郁 苍

单，枝 繁 叶 茂。相 传 这还 是
人文始 祖轩辕黄 帝 五千年前 亲
手种 植 的 呢 ！

据《周 礼 、地官 》载，东
周时期 ，朝 庭规 定：“任 圆 以
树事 ，贡 草 木 。不 植 者 ，无
椁”。即 对 不 栽 树 的 人，死 后
不给 棺 材。公 元 四 八五年，北
魏孝 文 帝 曾 令 百 姓分 田 植 树 ：

“ 男 夫 一 人 ，田 二十 亩 ，课 莳
余，种 桑 五十 株、枣 五株 、柳
三株”。这 就连 种 的 品 种
和数字 都 作 了 明 确 的 规
定。春秋 名 相 管 仲 说：“为
人君 而 不 能 谨 守 其 山 林 菹
泽草 莱 ，不 可 以 为 天 下

王。”看 来 ，古 人认 为 人君 如 不
重视 保 林植 树，就连 当 国 王 的
资格 也 没 有 了 。秦 始 皇 虽 因 “焚
书坑儒 ”遭 受 遣 责 ，但 他却 不
让烧 有 关 植 树稼 穑 的 书 籍 。他
游览 泰 山 ，还 专 门 下 令 “无 伐
草木”，可 见 秦 始 皇 对 林木还
是爱 而 有 功 的 。后 蜀 皇 帝 孟 昶
曾令 百 姓 在 京 城遍 种 美 丽 的 木
芙蓉 ，于 是 成 都 便 有 了 “蓉城 ”
和“芙 蓉城”的 雅 称 。汉 代皇
帝也都 重 视 农 桑 。　“文 景 之

治”时期 ，先 后 九次下 诏 书 劝
民“务 农 桑 ，益 种 树”。明 朝
开国 皇 帝 朱 元璋 ，倡 办 农 桑 学

校，培养 农 林人 才 ，亲 领 文 臣
武将在钟 山 种 树，因 此赢得 了

“ 植树皇帝”的 美 名 。可 见 ，
种树爱树 的 传 统 在 我 国 真是历
史悠 久 ，源 远 流 长 了 。

其实 不 仅开 明 的 封 建帝 王
是这样 ，历 代 受 人尊 敬 的 文人
学士 也是如此 ，个 中 也有 不 少
佳话 。如三 国 名 相 诸 葛 亮 躬 耕
垄亩 ，曾 亲 栽 桑八百株 ，他在
遗疏 上 写 道；“臣 家 有 桑八百
株，子 孙 衣食，自 可足 用。”
唐代 大 诗人杜 甫 ，一 生 酷 爱桃
树，他 到 成 都 浣 花 溪 后 ，草 堂
未建 ，就 急 于 求 得 一 批 桃 树

苗，得 苗 后 曾 赋 诗 曰；“奉 乞
桃栽一 百 根 ，春前 为 送 浣 花
村”。白 居 易 在任 忠 州 刺 史 第
二年 ，就 着 手 在 城 内 外 广 栽 花
果树 木 ，并 诗 咏其 事；“持 钱
买花 树 ，城 东 坡上 栽 ，但 购 有
花者 ，不 限桃 李 梅。”每逢 余
暇，他便 带 领 童 仆 荷 锄 疏渠 ，
引水 浇 树。他还 写 道；“自 头
栽松 桂 ，早 晚 见 成 林，不得 载
杨柳，明 年 便 有 荫 ”，意 思 是
栽松桂远 不如 植 杨 柳 。难怪晋
代大 诗 人 陶 渊 明 喜 爱 在 田 园
水边 栽 杨 插 柳 。正 是 他 在 房前
种植 了 五株 大 柳 树 ，因 而 得名

“五柳 先生哩 ！
在我 国 历 史 上 ，也不乏

军人将士植树 爱 树 的 趣 事 传
闻。汉代 掌 管 雍 州 军 政 大权
的韦 孝 宽 ，为 防哨 所被风 雨
剥蚀 ，曾 率 兵 为 之 广 种 槐
树。数年之 后 ，各哨 所槐荫
复盖 ，既 保护 了 哨 所 ，又增
加了 木材。韦 将军 因 此 而 得
到汉 式帝 的 奖 赏 。此 后 ，

“ 哨 所 槐”也遍 及 边 防 各
地。清 朝 的 左 宗 棠任 陕甘 总
督期 间 ，曾 在 潼 关 到 新疆 的
数千 里 征途 上率 兵 遍 植 杨
柳。至 今在平 凉 、阿 克 苏 等

地还 能 看 到 几 人合抱 的
“ 左 公柳”。近 代著名

爱国 将 领 冯 玉 祥 ，爱 树
更甚 。每 逢 行 军 打 仗
时，他都要 劝 戒 士 兵

不要 毁坏 林 木 。他 有 一 首
护林 诗 云：“老 冯 驻徐 州 ，
大树绿 油 油 ，谁 砍我 的 树 ，
我杀 谁 的 头”。其 爱 树，可
谓情，真 意 切 。

“ 俱 住 矣”！今 天植 树

爱树，我 党 领 导 下 的 广 大 军
区更 胜 古 人 千 百 倍 。虽 在十
年浩 劫 期 间 ，植 树 爱 树 之
风，几 乎 丧 失 殆 尽，但 十一
届三 中 全 会之 后 ，植 树 爱 树
之风 又 大 兴 了

起来 ，这确 是
值得 我 们 额 手
称庆 的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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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参加
戊戍维新运动学术
讨论会期间 ，笔者
有幸谒访了戊 戍维
新运动 中著名 的政
治活 动家梁启超的
故居。梁启超 ，字
卓如 ，号任公 ，一
八七三年出生于风
景秀丽的 粤南水乡
一—新会县熊子 山
下的茶坑村 。

今日 的 梁启 超
故居 ，已经完全不
是昔人过访的那种

“ 瓦损 窗 残 狭 巷
深”的 凄 凉 景 象
了。一座带 阁 楼的

小院修葺一新，精 巧 而 实 用 ，已
作梁启 超故居 纪念馆 。馆 内 陈列 着
梁启超的遗墨、生平活动照片及其
他器物 ，其中有一幅合影照片 ，是
梁启 超 在北京会见印度诗哲泰戈尔
时摄的 ，非常珍贵。纪念 馆还展 出
了梁启 超生前收藏一只 先秦 时代的
古乐器编钟 ，说明 了他对祖国 历史

文物的珍爱。纪念馆内 的桌、椅、电
风扇等物都是一位爱国 华侨捐赠的 ，
这反映了侨居海外 的 炎黄子 孙对祖 国
的热爱和怀念 。

茶坑村外有 一座古朴 的 二 层 小
楼，梁启超早年 曾在此读书 。距村不
远的熊子 山上有凌云塔 ，是梁启 超 少
年时代足迹常到之处。登上塔顶 ，极
目远眺 ，楼房参差 ，错落有 致 ，水陆
交通网四通八达 ，大好河 山 尽 收 眼
底，我不由得默咏起梁启 超 所 写 的
《 登塔 》诗 ：

朝登凌云塔，引 领望 四 极 。
暮登凌云塔，天地渐 昏 黑 。
日月 有晦明 ，回 时寒暑易 。
为何多变 幻 ？此理无人识 。
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 。
我欲 问 孔子 。孔子 难解释 。
搔首独徘徊 ，此理终难得 。

据记载 ，梁启 超十一岁 即 中秀才 ，
此诗即 作于此年。下塔后 ，我一直在
想，一个童稚之龄的少 年 ，竟能写 出
这样气势磅礴 、思想深沉的 诗句 ，的确
难能可贵。据说 当 年梁启 超 的祖父看
了这首诗后 ，怒责他竟敢 冒 犯苍天与
孔圣人 ，简 直是大逆不道 。今天看来 ，
梁启 超 少 年时代就
胸怀 大 志 ，而 且
善于 独立思考 ，这
种良好学风很值得
称道 和 借鉴 。

江山万里

天下 第 一 关
宝鸡　汪 洋

“ 两 京锁钥无
双地，万里长城第
一关。”对联指处
曾引 来多 少 文人骚
客的游踵！举世闻
名的万里长城 ，东 起鸭绿江 ，西至
甘肃省 的 嘉峪关 ，横跨北 中 国 七个
省区 ，蜿 蜒一万 三 千 余 里 。所 谓

“天下第一关”，就 是指 长城 的东
部雄关——山海关 的 东城 门 。

此处原名 “镇 东”，修建于 明
洪武十四 （公元1381）年。它是关
内外交通的 要塞 ，也是 兵 争 的 咽
喉，中原的 门 户 。城楼 建筑颇为 壮

观：城 台 高四丈一
尺，关楼分二层 ，
高四 丈，拔 地 而
起，凌 空 二 十 七
米，真是一座宏 伟

壮丽的雄关 ！
据史书 载 ，明 末李 自 成率农 民起

义军 ，大败官兵进入北京。就在夺取
天下指 日 可待之际，因 骄傲轻敌，失
策盲动，致使明 山 海关总兵吴三桂降
归复叛，中途反水，给清军打开了关
门。结果 ，清朝将近二百七十年的历
史，竟从 “天下第一关 ”下写起了 。明 朝
虽亡了 ，但山 海关楼上 的 这个匾额 ，
还依然悬挂 ，成 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

对该 匾的书 法 ，曾有不少传说 ，
亦有人误归 明 代权奸严嵩笔下。事实
是，这五个冲天大字 ，乃 是 明 朝 进
士、山 海关 当 地 人肖 显 的 手 迹。肖
书工整 ，走笔不凡，雄 浑有力 。而且
尺幅 巨大 ，气势磅礴 ，一个字 高达一
点六 米！数里远眺，即入眼帘。自 从

“天下第一关”的
匾额高悬之后 ，山
海关便名 声大著 ，
成了 名 胜万里长城
的“圣 中之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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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 梓 （1701—
1754），字敏轩，博学
多才，“文选诗赋 ，挥
笔而成，”是清朝著名
的小说家。他所著
的《儒林外史 》是
我国 古典讽刺小说
的杰作。在他三十
六岁 那年，安徽巡
抚赵 国 麟荐举他进
京应考全 国 博学宏
词，并 三 番 五 次
地亲 自 登 门 劝 说
他。吴 敬 梓 先是托
词谢 绝 ，后来，干
脆“坚 以疾笃辞”。
他写 诗 铭志说，自
己宁可作汉水的 自 由 女
神，也不做王宫 中华贵
的舞女 。而且以 “应须
笑傲凌王候”的 气魄 ，
自动 放弃 了 秀 才 的 学

籍，再不参加任 何官方
的考 试，对一切功 名 富
贵不 屑 一顾 。

一天，吴敬梓
的挚友 金 兆 燕 来
访，谈叙间偶问此
事。吴 敬 梓 手 指
墙上，笑而不答。
金兆燕见墙上挂着
八根细 线 ，每根细
线的 一端 拴着
臭虫 ，又 一端
拴着 蚊子 。他
先是惊 奇 ，后
恍然 大悟 ，于
是抚 掌笑 曰 ：

“ 仁 兄 拒 考 ，原
来为 此！”

亲爱的 读 者，读过
此文，你 能说 出 吴敬梓
拒考 的原 因 何 在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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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和 同 志们 谈
到民国 时代的 电影。一九四
四年西安 曾 放 映 过 “西 厢
记”，“金嗓子”周璇主演
红娘。她唱 了三支歌 ，其 中
一支唱得如泣如诉：“夜深

深，停 了 针 绣 ，和 小姐闲谈心 ，听说哥
哥病久 ，我俩 背 了 夫人到 西 厢 问 候 。
… …一不该 ，不 曾 发落这张秀才；二不
该，女大不嫁把青春埋。……”歌 声凄
婉动听 ，催人泪下。同 志们 都想学 唱 、
让我教 ，我误记 曲 子 是贺 绿汀所作 ，七九年四 月
初，贸然投书上海音乐学院 ，向 贺 老 要 这 个 曲
子。信寄 出 后 ，始觉有 些不 妥：贺 老年事高 ，工
作忙 ，不应该去打扰他。不料仅隔 四天 ，便收 到
贺老的 回信 ，而且态度诚恳 ，措 辞谦和 说明 曲

子非他所作。曲 子 虽然没有 到手
但贺老平 易 近人的 作风 ，使人

感到乐 滋滋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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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是
著名 的 诗
人，有 “诗
仙”之称。
他的 诗神 思
飘迈 ，风格
豪放，充 满
了浪漫主义
色彩。但你
可知道，这
位大诗人名
字的 由 来

吗？

传说李 白 刚 出 世
时，模样非 常 逗 人 喜

爱，父母 视 如 掌 上 明
珠，一心要给 他取个好
名字 ，但商量 来 商 量
去，却 没个 中 意 的 。后
来，李 白 的 父亲 想通过

“ 抓周”，先 看 看李 白
的“志 向”，再取合适
的名 字 。

待到 李 白 周 岁 那
天，在庭院 一 株 李 树
下放了一张八仙桌，桌
上放着鸡蛋、糖果、尺
子，算盘、《论语 》和
《 诗 经 》等 书。小 李
白咧着嘴好 奇 地 看 看

这、看 看那 ，最后 ，抓
起那本 《诗经》，笑了 。

抓了 《诗经 》，按
迷信的说 法，长大一定
会当 诗人的 。而一个诗
人却 没有一个好名 字 ，
岂不让天下人耻笑？于
是，父亲对李 白 的命名
就更加慎重 了。日 复一
日，年复一年 ，李 白 已
满七岁 ，要 入 塾 读 书
了，却 仍然没有 名 字 。

李白 的父亲知道命
名不能再拖了，他想先
试试儿子有没有作诗的

天赋 ，如果没有 ，就 随
便取一个算 了。一天 ，
他给 妻子使 了 个 眼 色
说：“我 想写一首春 日
古诗，只写 了 两 句。剩
下的 两 句请你们 母子一
人添一句。我这 首诗的
上两 句 是 ‘春风送暖百
花开，迎春 绽 金 它 先
来。”

李白 的 母 亲想了想
说：“火 烧 杏 林 红 霞
落”。小李 白 等 母 亲
说完，就 向 院 中盛开 的
李树一指 ，脱 口 说道 ：

“ 李 花怒放一树 白”。
李白 的父亲一听 ，

拍手叫好，儿子果然有
诗才！他把全诗抄出 ，

逐句 推敲 ，发 觉唯有 未
句最好。他念 着 念 着 ，
忽然心头一亮，这 句诗
的头一个字正 是 自 家的
姓，而 最后 一个 “白 ”
字又 最为 传 神 ，说 出 了
一树李花 圣洁如雪的 意
境。于是，他便挥笔为
儿子 写下 二 个 字 “李
白”。

瓷都 不败花
青花 梧桐餐具 是一

朵数百 年盛开不败的工
艺之花 ，它风 格独特 ，
造型优美端庄 ，釉料晶
莹如 玉 ，画 面 装 饰 典
雅。一九七九年 ，夺得
了国家优质产品 金牌。

八四 年上半年 ，该餐具
又分别 在民主德国来比
锡春季博 览会、捷克布
尔诺十五届 消 费品 国际
博览会，以及波兰波兹
南五十六届 国际博 览会

上连获三枚金奖 ，成为
景德镇 陶瓷 历史上第一
个获金奖最多 、获奖规
格最高的 优秀工艺品 。

（ 熊 德 荣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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