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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节·来龙去脉

古寨雄风（新韵）
徐长富

湖光山色水泊地，古寨雄关气势宏。
松柏参天遮日月，谷峦峭壁露峥嵘。
旌旗猎猎凌空舞，剑戟铮铮耀眼明。
游客川流观胜境，笑谈忠义寄豪情。

初 春
杨先进

春风一陌渐寒消，万丈飞鸢云上飘。
杨柳牵丝垂绿水，牧童横笛渡朱桥。
莺啼暖树声声脆，燕舞晴空点点遥。
借问南来人字雁，山花再等几天娇。

乐逍遥
黄希庆

鸣晨杜宇为谁醉，带露桃源共我耕。
兰圃频添新景色，霜翁自得好心情。
提神花木寻常见，入味民谣早晚烹。
满座清风悠岁月，微醺小酒乐人生。

雨水时节（通韵）
王兴龙

山阴稚草妒山阳，寒酿烟岚弥暗芳。
汶水淡妆描碧翠，嵫峦倩影伴沧桑。
雁鸿欲至鸣声远，云鹤即飞引线长。
赊取花朝着意醉，诗心满贯尽春光。

雨 水
史月华

青帝光临万象新，雪融冰解洗纤尘。
惊雷乍起乌云涌，细雨悄来春色匀。
流水山川将曲唱，萌芽草木把腰伸。
穿林归雁传佳讯，碧浪扬帆逐梦人。

早 春
孙晓风

一夜东风到万家，惊呼多少梦中花。
遥看春色如烟雾，近叹冬枝已绿芽。
白雪成灰何处去？红梅润色有诗嗟。
不须沉醉氤氲里，早有农夫已稻麻。

翻看西洋景遗址留影偶成
冯克河

上千里路半天程，慨忆前年入帝京。
某种景由兵造就，那园绿是火烧成。
才听暮鸟声如诉，再抚残垣气不平。
时见夹街银杏下，游人闲坐说曾经。

雨水时节春色浓
周亦璋

春寒渐褪柳丝柔，暖日初临翠影悠。
萱草含珠添绿色，夭桃带露展红羞。
风携淑气催农作，云聚甘霖解旱愁。
美景如斯堪入画，与君共赏醉心头。

雨水遐思（通韵）
张君萍

烟尘古巷柳依依，玄液多情拂翠枝。
红吻裙边佳意暖，绿翔眸底夙心痴。
柔风邀杏绽春梦，皎月寻泉吟巧诗。
新面桃花娇且媚，频言雨魄是相思。

理书随感
张连旺

闲书久废欲生尘，故纸重翻溯昔因。
人自去来花事了，梦犹存续世情新。
穷通何恤扶摇远，得失应怜造化亲。
准拟俗嚣归昨日，明朝佳节待回春。

雨 水
姬广良

春风时载雨，润泽物华生。
野鸭戏波逐，归鸿振翅鸣。
麦苗渐返绿，花木始回萌。
薄雾绕篱栅，诗笺绣锦程。

燕语唤春光（嵌句）
孔庆更

二月惊雷震，龙腾入上苍。
柳丝摇日影，燕语唤春光。
草发东风暖，冰融碧水长。
时霖滋沃野，勤稼岁丰康。

春日即景
鲁亚光

日上东堤花草鲜，燕儿剪水舞翩翩。
柳丝偏爱黄昏后，赚得春风最少年。

春 意
王秀梅

柔风轻掠柳丝弦，水畔微波琴瑟传。
春意渐深心愈醉，梦回桃靥思流年。

雨 水
翟登勋

节来雨水润春田，大地回苏草木鲜。
燕舞莺啼声婉转，一年农事启新篇。

雨水春游（新韵）
穆炳森

雨水时节泗岸行，一湖春漾映晴空。
才眈涘柳条条绿，又见归鸿向北翀。

荠 菜
董永夫

常从雪底试新芽，瘦土荒坡视作家。
于世只缘衣帽素，无人知是报春花。

祈 愿
刘振青

心祈岁岁乐安康，暖日繁花映绿杨。
身健犹同飞鸟逸，福流恰似柳丝长。

山花子·雨水
李传生

喜雨今来醉碧香，千枝万木溢芬芳。花树无
言巧妆扮，草疏狂。 路远凭风人借力，云心映
照地随阳。遣意抒怀高唱起，惜春光。

巫山一段云·探春
王印水

堤杏蓬云霁，纤丝渡外翻。酒旗摇曳灞桥
边。喜鹊戏枝间。 一棹离江渚，风歌载客
船。梦回佳约续春篇。今泪却依然。

瑞鹧鸪·雨水
张义凤

风雨随时变化常，沐滋万物幻春妆。草祈露
水心舒畅，枝绽花妍争馥芳。送暖东风杨柳绿，
莺莺啼处带泥香。挚情似水流如锦，尽享春华幽
梦长。

旧时读诗，特喜欢古人描写女
子头发的诗句。“当窗理云鬓，对镜
贴花黄”“绿云扰扰，梳晓鬟也”“青
丝如瀑垂云鬓，粉汗为妆湿秀
颜”……一头秀发，美目流盼，衣袂
飘香，就是我心中古典仕女的标
配。

可惜我懒得打理自己的头发，
加上发质粗硬，平时就扎个马尾了
事。直到年近半百，两鬓泛白，先
生送我一把谭木匠羊角梳，我才下
决心“善待”头发。我去理发店烫
染、偏分，加了点小刘海。看着镜
中焕然一新的自己，不自觉地嘴角
上扬。

回家路上遇到同事，她眼睛都
看直了，评价我的头发用了两个
字：灿烂。我当然知道同事用词有
些夸张，而这个“灿烂”也确实深得
我心。阳光可以灿烂，前途可以灿
烂，头发当然可以“灿烂”了。

我的心情也灿烂起来，突然理
解那个常换发型的女友了。她是
仨月一小整，半年一大整。其曰：
改变发型除有减压、舒解心情之功
效，还能给周围的人带来新鲜感，
一举两得。早就听说过各种减压
解忧大法，有狂吃法、狂购物法、狂
打游戏法、狂哭法……这狂换发型
法，应该是我那位朋友的创意。也
是啊，遇到遇挫，无法改变外界的
情况下，换个发型，也不失为调整
心态的好办法。

发由“髮”字简化而来，本义指
毛发。头发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能使头部免受外界机械性和
细菌的损害，是头部的第一道保护
防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库尔特·斯坦恩著的《头发：
一部趣味人类史》，轻松幽默地介绍了关于头发的众多知识，
常令人忍俊不禁。

我国古人尤其重视头发，《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人体的每一寸皮肤和每一
根头发，都是父母给予的，应当谨慎爱护，不敢稍有毁伤。因
此，古人珍惜头发，不会轻易断发和剃发。

“青丝”因与“情丝”谐音，被古人当做“情丝”的代名词。
古代男子二十行冠礼，女子十五行笄礼，都是在头发上做文
章。将头发绾成髻，给男子加冠；在头发上插簪钗，以示女子
成人。结婚时行合卺之礼，就是将男女双方各取一绺头发绾
在一起，打个同心结，成为“结发夫妻”。如果夫妻感情破裂
了，又有“挥剑斩断青丝”之举。就连出家修行，也要剃去三
千烦恼丝，告别凡尘。

头发不仅能保护头皮，也有装饰作用。不合适的发型，
可以拉低人的颜值；而合适的发型，可以提升人的美感。古
时描写美女，常由头发写起：“云髻峨峨，修眉联娟”“鬓挽乌
云，眉弯新月”“云鬓轻梳蝉翼，蛾眉淡拂春山”。乌黑的云
鬓，仿佛就是美女的代名词。

听母亲说，我生下来时头发稀黄，她就找了个偏方给我
洗了好几个月。只是后来我的头发不仅漆黑浓密，还桀骜不
驯，根本没有云鬓的柔软。到了青春期后，又多又粗的头发
就开始让我烦恼不已。每次洗发的第二天，它格外的不羁，
膨胀、炸裂，像斗鸡似的。那时很少有定型水、啫喱什么的，
我只好用水将它抹平一些，才能出门。一直羡慕那些一头柔
软秀发的女同学，她们天生的纯情温柔。

发型的变化也反映了时代的审美。我读高中的时候，香
港剧盛行，我就有了流行的偏分短发。这个发型特别适合我
的圆脸，不仅显得时尚，还有点英姿飒爽的味道，是我剪过的
最好看的短发。

后来电视剧《血疑》流行，校园里清一色山口百惠的“学
生头”：中短发，平直的刘海罩在额前，前后的发尾是齐刷刷
的一字型。这个发型显得清纯可爱，像个乖乖女，而厚重的
刘海让我的圆脸显得更短，整个人都没有了精气神。后来流
行过“清汤挂面”的长直发，流行过“大波浪”的卷发……

头发不仅能起装饰作用，也与人的年龄与健康息息相
关。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前被头发浓密粗硬的困扰，又陷入
了脱发和白发的恐慌。现代人熬夜多、焦虑多、亚健康多，发
际线后移和脱发严重。

《中国脱发人群调查》公布：我国有2亿脱发人群，男性约
1.3亿，女性约0.7亿，几乎每6人就有1名是脱发者，比上一
代人的脱发年龄提前20年。

我闺密年轻时头发就少细柔，现在一掉发，头顶发缝变
宽，连去理发店换发型都不敢，就怕一折腾成秃头了。

头发还携带着重要的个人信息，好多鉴定只需一根头
发。随着科技的发展，说不定可以从头发中读取人类的进化
史呢！

呵护头发，也是呵护自己，呵护岁月。愿华年似锦，头发
灿烂，人生妖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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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关注林木资源的科学管理和
有效利用，形成了植树造林的优良传统。

早在先秦时期，官府就配备了最高级
别的山林管理人员，称为“山虞”。《周礼·地
官司徒》中对此职位有明确的描述：“山虞掌
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山虞的
职责是制定保护国家山林的法律法规，对林
木种植、砍伐等行使决策权。此外设“林衡”
一职，“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
计林麓而赏罚之。若斩木材，则受法于山
虞，而掌其政令。”林衡受山虞的辖制，负责
巡视和守护山林，执行相关禁令。

我国历朝历代都出台过法律法规，加
强对林木资源的保护。

据《逸周书·大聚解》记载：“旦闻禹之
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夏禹时期，实行春季“山禁”，确保林木自然
生长期不受侵扰。唐代法典《唐律疏议》明
确规定，毁林伐木是犯罪行为。到了宋朝，
相关法律更为严苛，条文更加详实。“民伐
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
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
从者徒三年。”直接给出了具体的量刑标
准。

天然林木资源毕竟有限，要实现林木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推行人工种
植。为此，历代朝廷通过立法强制民众植
树造林。

西周时规定，生前不种树的人，死后不
得用棺木安葬。《续资治通鉴长篇》记载，为
强制北部边境地区民众植树，宋神宗诏令：

“入户地者，令自植桑榆或所宜之木，官为
立劝课之法。”

朝廷还通过激励政策引导民众植树造
林。《宋建隆重详定刑统》成书于宋太祖时
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
其中有这样的条文：“凡垦荒植桑枣者，不
缴田租。”旨在通过减免田租激发民众的种
树热情。

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林业经济的发
展，民众们意识到种植经济林木是可以致富
的，一些有地、有资金的人，纷纷自主投资林
木种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安邑千树
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此
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当时，经济林木的种植
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拥有“千树枣”“千树
栗”者，其富裕程度可比肩王侯。

古时，非经济林木的大规模种植，基本
上是由朝廷主导的，最初主要用于军事防
御。

《周礼》记载：“凡国都之境有沟树之
固，郊也如之。”周朝在国都及边境，大规模
种植军事防护林。秦朝将军蒙恬为了抵御
匈奴，创造性提出构建“以河为境，累石为

城，树榆为塞”的军事防御体系。当朝在黄
河一带构筑城堡，外围种上榆树，以树林来
限制敌军的机动性。

北宋定都开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
朝廷在北疆一带大力营造军事防护林。据
宋代朝野杂记《挥麈后录》记载：“于瓦桥一
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
容一骑。”瓦桥一带地势平坦，契丹铁骑轻
易就能突袭至边境。大规模植树造林，可
有效阻滞契丹骑兵的行军速度，起到一定
的防御作用。

古时有官道，道旁每隔一里处筑有一
个土台，作为道路的里程标记，相当于现在
的里程碑。土台受雨水冲刷，容易损坏，需
要大量劳役不定期维护。据《资治通鉴》记
载，西魏废帝二年，韦孝宽任雍州刺史，他
命人在土台处种植槐树，以取代土台。用
树来标记道路里程，既免去了修复之苦，减
轻了民众负担，又为行人提供了歇荫之所，
可谓一举两得。朝廷对此大加赞赏，下令
各地推行。

在民间，民众植树用以标记墓地。据
东汉仲长统的《昌言》记载：“古之葬者，松、
柏、梧桐以识坟。”

大多林木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古人以
植树美化人居环境。

《群芳谱》中有记载：“梧桐，皮青如翠，
叶缺如花，妍雅华净，赏心悦目，人家斋阁
多种之。”古人深谙园林之道，讲究树木搭

配。“前栽碧桐，后栽翠竹。”梧桐与竹子搭
配种植，相映成趣，清雅脱俗，构成了庭院
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北宋时期，汴梁城内种植的柳树多于
槐树。据专家考究，《清明上河图》中，有树
木170多棵，其中柳树占了多数。堂前屋
后种植柳树，只待春风一吹，河岸绿柳成
荫，柳姿曼妙，拖曳于水面，风情万种，为汴
梁古城增色不少。

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带领民众疏浚
西湖，整治湖区环境，并在湖堤植树。据
《宋史·苏轼传》记载：“堤成，植芙蓉、杨柳
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苏堤
全长3公里，每逢阳春三月，垂柳吐绿，桃花
绽放，花红柳绿，胜景如画，观之令人心旷
神怡，遂成西湖十景之首：苏堤春晓。

■苗青 摄影

古人告诉你为什么要植树
王同举

“孟春之月，德盛在木”出自《礼记·月
令》，意为春天植树是有道德的行为。以植
树来衡量人之德，可见古人对植树的重
视。《礼记》还说，“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
孩虫，胎夭飞鸟。季夏之月……树木方盛，
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树栽下去
了，禁止砍伐，并派人巡山，植树造林的制
度显然已经完备。

早在舜禹时代，我国就有了“虞官”，专
门掌管山泽苑囿田猎。据《史记》记载，舜
任命的第一任“虞官”是伯益。西周时期，
国家专门设立了“山虞”“林衡”来管理山
林，孟春、季夏之月“禁止伐木”，并对不植
树者给予处罚。“不种者，无椁”，不种树的
人，死后不准用棺材。这样的处罚，是十分
严厉的。

春秋时期，管仲力倡植树，“民之能树
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凡能种
100棵树，并使之成林者，奖励“黄金一斤，
粮食八石”，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丰厚了。

到了秦代，国家规定大街小巷两侧必
须种树，开了我国城市绿化的先河。贾山
在《至言》里说：“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
十步，树以青松。”北魏时，国家明文规定：

“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
株，枣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种毕。”隋炀帝
开挖大运河时，也要求在河堤广植柳树，出
台了“柳一株，赏一缣”的奖励措施。

到了唐宋时期，植树已渐成一种风
气。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王安石、
辛弃疾等著名诗人，纷纷加入植树造林的
行列，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桃花

我所栽，别来向三年”“白头种松桂，早晚见
成林”“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
尺”。而“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
书”，连如何种树的书都编写出来了，植树
风行就毋庸置疑了。

元世祖忽必烈登上皇位后，诏告天下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
本”。当时颁布的《农桑之制》规定：每丁每
岁种桑、枣二十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
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各级官吏负责督促
实施，如有失职造假的行为，则给以严厉惩
处。

朱元璋对植树更是情有独钟，号称“植
树皇帝”。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时颁布了
一道特别的诏令：“令天下广植。凡民户有
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每户每年
要种桑麻及枣树各两百株，可见数量之
多。从那时起，仅金陵钟山等地就植桑麻
50多万棵。后来逐年增加，直至形成热
潮，据说全国各地栽种树木达几亿棵之多。

清朝则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加强对植
树造林的宣传，劝导植树，禁止非时采伐、
牛羊践踏及盗窃。

植树史话：栽伐奖惩堪称铁律
晓寒

两棵柏树，挺立在
老家祠堂前面，就像两
位长者。我每年回去，
都要久久凝视。

柏树下蓝底白字的
保护牌，写着它们的学名
和两百多年树龄。它们
的树干直冲云霄，二十多
根枝杈伸向四面八方。

两棵柏树并肩而生，
像一对孪生兄弟。西边
的那棵，苍枝屈虬，叶若
华盖；而东边的那棵，顶
端的一截已枯槁，活下来

的枝叶长势喜人。那创伤是风霜雨雪的侵
袭，还是病虫的侵害，抑或人为的破坏，我不
得而知。但是它却挺过来了，依然精神抖擞，
生机盎然，让人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伟大。

我时常在想，东边的柏树能活下来，一
定是受了西边柏树的眷顾，才创造了生命
的奇迹。它们从一棵幼苗开始，被人栽在
一起，朝夕与共，相扶相携，共同成长，历经
两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其情谊坚不可摧。
患难而见真情，绽放着品德的光芒。

站在古老的柏树下，抬头凝望，那一片
片柏叶，就像一把把绿色的小扇子。风来
了，无数小扇子摇曳，树干都不为所动。哪
怕狂风大作，那树也不曾折腰。

阳光穿过细碎的柏叶，斑驳的光影洒
在地面，安宁而柔和。我默默地走近柏树，
轻抚着布满沧桑的树皮，那是抵御风霜雨
雪的见证。那树皮的纹理，仿佛一列列甲
骨文。在我的心中，那就是岁月的铭文，记
载着老家村庄的历史。

老辈人说过，两百多年前，先祖筚路蓝
缕建起了祠堂，并在门前栽下了两棵柏
树。历代人呵护着，与两棵柏树朝夕相处，
荣辱与共。两棵古柏，记录着袅袅炊烟，喜
怒哀乐，以及生命的轮回。

两棵古柏，不仅是村庄的地标，也像灯
塔一样指引着游子回家的路。每次回归故
里，我都远远地看见它们，仿佛看到故乡迎
接游子伸出的双臂。

看见它们，就会有一川灼热的情感之
水，从生命的源头涌入经脉，不由得加快了
脚步，投入故乡的怀抱。

两
棵
柏
树

段
佩
明

在我记忆中，最早把古树和人叠印起
来，是在湖南的岳麓山上。那时我在山上
漫步，郁郁葱葱的山林中，有几棵古香樟
树。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而这棵树已有
300多年了。树依然常青，而人却如匆匆
过客，终将离开这个无比留恋的世界。

唐代大诗人杜牧来岳麓山，写下了千

古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
花。”我从此喜欢上了古树，那岁月洗礼后
的沧桑，那淡定从容的盎然，就是心中最美
的风景。

20多年前，我听说台儿庄西南有棵
2500多年的古银杏树，就去那里祭拜。那
树16个人才能合围，依然枝繁叶茂。那时
我想，这树是见过孔子的，或者孔子见过它。

要看古树，还是要去曲阜的孔庙，我已
经不止十次八次去看了。参天古树，亭亭
华盖，浓荫蔽日。500年甚至1000年以上
的桧柏、侧柏随处可见，大成殿前的一棵柏
树已经2000多年。

大成门后，有一棵孔子亲手种的柏

树。虽多次遭遇火灾，却能劫后复生。清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这树的根又发新
芽，长出了一棵小树，至今也有300年了。
在曲阜工作时，我更是有空就去孔林坐坐，
在孔子墓前，静静地坐着。

我老家邹城孟庙、孟府里的古树，也有
700多年了，这里更是我常去的地方。“贫
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吾善
养吾浩然之气”，我的邻居、亚圣孟子的话
在耳畔回响。古老的圆柏、侧柏，依然神清
气爽。

孔子大弟子颜渊复圣庙里的古树也是
不少的，还有孔子学生曾参的曾子庙，也都
有500年以上的历史了。我去拜谒时，看
见一棵古柏，粗糙的树皮是坚硬的，正如先
贤圣哲的信念。

我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银杏树，是我
刚参加工作时栽的。父亲母亲曾在树下流
连，而他们都已经离我远去。人已百年了，
树依然在，我心中的这些树，已是永恒的风
景，陪伴着我的前行。 ■听松 摄影

心中的古树
路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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