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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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的执着——古树爱好者自发寻访留住乡愁

初冬的清早，许昌城
区北郊的八龙冢，晨雾翻
腾、草木凝霜。

88岁的俎其超习惯
性地沿着石阶而上，走到
墓冢高台上 5棵 1800余
岁的老柏树下，摸摸树
干，望望树冠。

“荀淑死后，他的 8
个儿子每人植一株柏树
于坟冢，所以这里被大家
称为‘八龙冢’，又称‘八
柏冢’。如今还有 5棵依
然存活，在许昌名气可大
着哩！”作为这里的守护
者，俎其超每天都要来此
看护，语气中满是自豪。

不只是这群古柏，在
汉魏大地，如今登记在册
的 古 树 名 木 共 有 932
棵。每棵古树历经岁月
洗礼，阅尽人世芳华，不
仅是一段历史、一处景
致，还是一种情怀、一种
精神，成为莲城重要的文
化遗产和历史见证。

古树名木的年轮里，
记录着人文故事，也寄托
着人们无尽的乡愁。近
年来，我市把古树名木保
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实行全面保
护、依法保护、科学管护，
注重与传承历史文化紧
密结合，让古树名木持续
焕发勃勃生机，演绎出一
个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精彩故事。

11 月 25 日，阳光明媚，从位于市区文
峰路与陈庄街交叉口北约 50 米的“十辈陈
庄”牌坊进入，向东行约 200 米，再向北拐上
一条村中小路，就能看到历经千年风雨，依
旧遒劲挺拔、枝繁叶茂的古柏。

“这几棵古树已经存活 1800 多年，我已
经守护它们 20 多年了。”俎其超今年 88 岁，
与这几棵古树有着很深的情缘。自 1995 年
以来，他几乎每天都要来古树旁看护照料，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作为重要历史文化遗存之一，八柏冢
见证了许昌曹魏风云的波澜壮阔。东汉末
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东汉名士荀淑社
会声望极高，他的 8 个儿子均为东汉末年和
曹魏时期的名士，时人誉为“八龙”；他的孙
子荀彧，作为曹操集团的重要谋士，更是在
史书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传说荀淑死后，
他的 8 个儿子在冢顶各种植柏树一株，故称

“八柏冢”。
“原本是 8 棵，现在只剩 5 棵还存活完

好。”在冢顶的高台上，至今还留存着 2 棵完
全干枯死亡的柏树，另有 1 棵只剩下半腿高
的树桩，俎其超介绍说，“有的毁于天灾，有

的在战乱中被毁坏。”
存活的 5 棵汉柏高大挺拔，粗壮的枝干

伸向蓝天，树叶遮天蔽日。“我是附近俎庄
社区的村民，小时候就经常来这里玩。这些
古树都上千年了，大家也都尊其为神树，把
它们看成村子的守护神。”俎其超说。

这处高台，因古树参天而积淀厚重历
史 ，让 这 里 多 了 美 丽 景 色 和 感 情 寄 托 。

“1995 年的时候，这些树因为缺水险些枯
死，当时叶子都黑了。”俎其超回忆，看到这
种情况后，在老伴儿陈香琴的提议下，夫妻
俩主动当起了看护人。

看到部分树根裸露在外，夫妻俩加固
高台、聚土护根；看到古树缺水“喊渴”，夫
妻俩每天从 1 公里外的村子用三轮车拉两
趟水，后来又在旁边打了口井；看到古树生
虫，他及时联系园林部门治虫……在日复
一日的细心呵护下，千年古柏恢复了青枝
绿叶，重新焕发出活力。

除了爱树护树外，28 年来，俎其超还义
务当起了讲解员，看到有人过来凭吊参观，
总喜欢热心地去讲讲这些古树的历史传
说。去年陈香琴因病离世后，只剩下俎其超

一个人在此看护。他说：“每天来这里转转、
看看、清扫清扫，早都成了习惯。老伴儿说
过，这是我们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如今老人虽至高龄，但耳聪目明，提一
桶水爬几十级台阶显得游刃有余。“我也给
儿子说了，将来我走了他要接力守护。这些
古柏存活了 1800 多年，如今到了我们这代
人手中，咋说也要把它们呵护好。”

一棵古树，就是一段无声的历史。
与俎其超一样，86 岁的贾朝海也用自

己的方式守护着莲城大地上的古树名木。
“外出旅游、出差时，我发现名山古刹

总 是 与 古 树 名 木 相 伴 而 生 ，所 以 就 上 了
心。”贾朝海介绍，1997 年，他退休后就琢
磨着要对许昌的古树资源搞一番调查，前
前后后蹬坏了三辆自行车。

在老贾的家中，有一本手写的许昌古
树名木统计本，上面分门别类记述着古树
的种属、树龄、树干粗细、位置、树高等。“在
许昌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时候，这本草稿
还被政府部门借阅过，算是作出了点儿贡
献。”提及这些年的奔波，老贾感受最深的
是党委、政府对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不断

加强，“当时我给市委写了封保护古树的建
议信，真没想到，时任市委书记毛万春还特
意给我写了封回信。”

在寻找古树的过程中，贾朝海结识了
一大批古树爱好者。大家一同成立了许昌
市古树名木文化研究会。

“‘树友’们见面，谈得最多的就是树。”
贾朝海告诉记者，他们每到一处都会通过
拍照、测量、走访等方式进行古树名木资源
调查，最后成功出版了《许昌市古树名木》，
展现年轮记录下的悠久历史文化。

回忆寻访古树的点点滴滴，许昌市古
树名木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许昌市古树名
木》主编安应伟提起一件趣事：在北京奥运
圣火开始传递的第一天，“树友”们进行田

野调查时收获了特别的惊喜——一棵长相
酷似北京奥运会会徽的古槐树。“许昌发现

‘奥运树’的信息先后被《许昌晨报》《大河
报》等多家媒体报道。没想到，我们曾把许
昌古树与北京奥运会连上亲。”

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沧桑，莲城大地
把岁月沉淀下来的印记，刻在了一棵棵古
树的年轮上。东城区半截河街道大坑李社
区居民甄春生回忆，因市区天宝路、学院
路、许昌学院新校区建设，原来大坑李村的
土地陆续被征用。但是修路的时候，大家
一致表示，村里这棵见证过许昌保卫战的
古桧柏得留下来，政府也特意让路于树，给
这棵树修了一圈保护围墙。“每每路过时看
到这树，就感到一份亲切。”甄春生说。

▶一座城的呵护——把古树名木当作手心里的宝
一般来说，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树即

为古树，名木则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景
观与科学价值或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
木。古树名木蕴藏着当地的历史记忆和精
神内涵，见证着环境的变迁，更传承着爱绿
护绿的生态理念，积淀着生态文化的价值。

“一棵古树或一个古树群，往往是一个
村寨的地理标志。当地群众世代守望相伴
古树，形成了一种民间的朴素保护意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造林绿化管理科科长
朱倩丽表示，莲城大地能保留众多古树名
木，正是群众自发保护和政府保护同向发
力的结果。

“平时，只要接到市民或相关部门的反

映，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赶来对病虫害进
行处理。”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副主任、高级
工程师郭忠磊介绍，我市古树名木一般遵
循属地管理原则，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负
责城区古树名木保护的技术指导和监督工
作。市园林绿化管理处接到问题反馈后，会
赶赴现场进行实地察看，根据古树名木的
不同状况，制订相应的复壮技术方案。

朱倩丽介绍，近年来，我市在古树名木
保护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完善古树名木
图文档案，建立古树名木电子信息数据库，
并定期对全市古树名木开展专项巡查保
护，重点对古树名木的生长环境、健康状
况、管护情况、是否存在违法破坏现象等进

行实地核查。
一株株古树沉淀着历史，一圈圈年轮

记录着岁月。统计显示，我市目前共有古树
名木 932 棵，其中一级古树 156 棵、二级古
树 252 棵、三级古树 484 棵，名木 2 棵，古树
群 4个 38棵。

古树可以联结历史，唤起乡愁，凝结共
同的情感记忆，每一棵都是许昌的瑰宝，都
应该倍加珍惜。“一棵古树悠悠百年，也见
证着城市的岁月变迁。古树构成了城市的
底蕴，城市的人文赋予了它们更辽阔的生
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古树名木保护
管理法治化建设，努力让每一棵古树名木
都老有所养、枝繁叶茂。”朱倩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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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古树名木资源共涉及

22科 38属 38种，其中

国槐最多，达 420棵；皂

荚排名第二，共 137棵。

▶一个人的坚守——八旬老人守护千年古木二十八载

我市古树名木主要分布在

禹州市、襄城县、长葛市
和建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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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西湖公
园德星亭旁的
刺槐下游玩

市区学院路中间的桧柏

俎其超老人（右）为古树浇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