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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植树护树法规及植树节的由来古代植树护树法规及植树节的由来
□陈保琳

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青龙节，传说是龙抬头的日
子，也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恰逢农历甲辰龙年，今年的
二月二更有一番意义。

民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与节令有关。众所周
知，到了冬天，青蛙、蛇、蚯蚓等地上的百虫动物便进入
冬眠状态，即“入蛰”。当时令来到二月初，春回大地、农
事开始之时，也就到了百虫出蛰、蠢蠢欲动之时。天气
逐渐回暖，春雷响起，这些动物陆续结束冬眠状态，开
始出来活动。睡梦中的它们，似乎是被高照的春阳或震
耳的春雷惊醒，因此这个节令就叫“惊蛰”。

其实，传说中的龙是我们祖先在蛇、蚯蚓等的基础
上想象出来的，因而民间又将蛇叫作“小龙”。二月二前
后，蛇、蚯蚓等结束冬眠，开始活动，这表明地上的“小
龙”也开始抬头了。所以，俗话就有“二月二，龙抬头，蝎
子、蜈蚣都露头”的说法。

从农学角度看，农历二月二“惊蛰”前后，大地开始
解冻，天气逐渐转暖，农民告别农闲，开始下地劳作了，
各类农事活动频繁。所以，古时把“二月二”又称为“春
耕节”“农事节”“春龙节”。

每逢农历二月二，人们要在这天早晨打着灯笼到
井边或河边挑水，回到家里点灯、烧香、上供，称其为

“引田龙”；家家户户要吃面条、炸油糕、爆玉米花、炒糖
豆，比作“挑龙头”“吃龙胆”“金豆开花，龙王升天，兴云
布雨，五谷丰登”，以示吉庆。除此之外，人们还有踏青、
扶龙头、引青龙、剃龙头之举，又有食龙皮、龙须、龙子、
龙鳞饼之俗。 （《西安晚报》）

民间的二月初二

□卜庆萍

生儿育树。古人每逢生儿育女，要给每个婴儿栽20
棵树。待到成婚年龄，树便成材了，树木就可以用来做
车轱辘。那时一棵树可做三副轱辘，一副值三匹绢，20
棵树共值 180 匹绢，小孩子结婚费用就有了，《齐民要
术》就这样记载了此事。

庆功栽杨。西周时期，常胜大将军沙俊其，每打一
次胜仗后，都会令全军将士在沙场上每人种一棵树，以
示庆贺。大将军用兵如神，常打胜仗，这种庆功杨便遍
种崇山峻岭。

思乡植柳。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时，特
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种植于拉萨大昭寺周围，以表
达对绿柳成荫的故乡的思念与回味。每当看到大昭寺的
柳林，就觉得故乡还没走远，因而这些树被称为“唐柳”
或“公主柳”，如今已成为藏汉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为官植树。为造福百姓，唐代柳宗元官居柳州刺史
时，一到柳州就大力倡导植树造林。“手种黄柑二百株，
春来新味遍城隅。”柳宗元《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中的
诗句，将当时的情景完美地表达了出来，意思是说，我
亲自种植黄柑二百株，春天到来时枝叶青翠，城西北隅
一派碧绿。

治病种杏。三国东吴名医董奉，不仅医术精湛，还
济贫善施。他给人治病不收财礼，只要求治好一个轻病
人，种一株杏树，治好一个重病人，种5株杏树。这样积
累下来，他的房前屋后竟有 10 余万株杏树。杏子成熟
了，换成粮食用以赈济穷人，历代上传为美谈的“杏林
佳话”便由此而来，“杏林”也成了医学界的代名词。

写诗护树。爱国名将冯玉祥珍爱树木，曾在军中立
下护树军令：“马啃一树，杖责二十，补栽十棵。”冯玉祥
统兵走南闯北，因率领广大官兵广植树木，被誉为“植
树将军”。驻兵徐州时，号召官兵种植大量树木，并写一
首护林诗以喻示军民：“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
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在中国历史上，还制定了有关植树的法令。明洪武
二十七年，明朝颁布法令多栽桑枣，每一里种二亩秧，
每百户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烧三遍后下种育苗，
秧高三尺后分栽。每百户第一年栽二百株，第二年栽四
百株，第三年栽六百株，栽后点清数目回奏。植树法令
中，还对违反者制定了处罚规定。明朝植树造林和环境
绿化，曾一度掀起高潮。

（《闽南日报》）

古代植树轶闻趣事

□郑学富

植树节是按照法律规定宣传
保护树木，并组织动员人们积极参
加以植树造林为活动内容的节日，
以此激发人们爱林造林的热情，意
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我国自古就有
种植树木的习惯和一些相关的法
令法规，一直到现代有了法定的植
树节。

古代的植树活动和法规

我国在上古时期就有五谷种
植活动，黄帝的妻子嫘祖教民养
蚕，那时应有桑树种植。《逸周书·
大聚解》说：“旦闻禹之禁，春三月，
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这可
能就是最早的保护山林的法令。舜
还设立了九官之一的“虞官”，处理
全国的林业事务。在周代，洛阳的
车马大道两侧都要植树，并且设置
庐舍，存放食粮，以供守路者食宿。

《诗经》有一首《召南·甘棠》诗：“蔽
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当
时人们就有保护古树的意识，因为
召公曾经在甘棠树下判断案件、处
理政事，公平公正，人们要保护好
这棵树，以怀念召公的功绩。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皇帝多次
下诏鼓励植树。西汉礼学家戴圣编
著的《礼记·月令》说：“是月也，命野
虞无伐桑柘。”当时的官员就知道要
防止乱砍滥伐，保护林木。汉朝在漠
北一带种植了大量的榆树，以防风
固沙，减少水土流失，改善边关驻军
的环境，防止匈奴的袭扰。

《开河记》记载，隋炀帝开凿通
济渠后，采纳大臣建议，诏令百姓
在运河两岸广植柳树，以固河基，
并制定奖励措施，每栽植一棵柳
树，奖励绢布一匹。没过几年，大运
河两岸已是杨柳依依，成为一道靓
丽的景观。唐人杜宝撰写的《大业
杂记》说：“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
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

唐朝是一个森林密布，木材和
林副产品十分丰富的朝代。朝廷重
视“劝课农桑”，《田令》规定“户内
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
榆、枣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
乡法”。通过法律规定在田间种植
不同的树种，改善农田周围的环
境，防止农田的水土流失。《唐律》
有不少条款涉及林业。《唐律疏议·
杂律》就规定：“诸于山陵兆域内失
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
里；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
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林木
稼者，准盗论，即亡失及误毁官物
者，各减三等；诸占固山野陂湖之
利者，杖六十；诸盗园陵内草木者，
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
杖一百。”这些都是以森林保护为
重点内容的国家法律。

宋太祖为了巩固黄河河堤，于
建隆三年九月下诏：要求汴京与周
边地区的官吏和民众在黄河、汴河
两岸堤坝上种植柳树、榆树。各地
官民都在黄、汴堤坝上植树造林，
使得黄、汴堤岸及其周围地区形成
了小型生态系统，有利于环境的保
护。宋朝还规定垦荒植树者可以不
缴田租，植树成绩突出的官吏还可
以晋升一级。宋代法律规定禁止民
众砍伐桑树、枣树作为柴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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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
木林者最低面临三年刑罚，最严重
者甚至要被处死。

元世祖忽必烈专门颁布了《农
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20
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
以种活长成为数，并由各级官吏督
促实施。当时河南府及所辖各县在
道路旁植树造林，谁敢“非理砍
伐”，一概按律治罪。

明太祖朱元璋以农桑为国之
本业，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
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
者倍之”。对利用空地植树者实行
免税，而对未完成植树任务者惩
罚，对砍伐树木者治罪。

清朝时，朝廷要求地方官员劝
导百姓植树，并禁止非时采伐、牛
羊践踏及盗窃。据有关史料记载，
乾隆帝规定永定河护河的兵士每
人每年要种柳树100棵，并且对树
苗的规格、栽植标准有严格要求，
要保证成活率。为鼓励永定河沿岸
村庄的民众广泛植树，清政府还制
定了若干奖励办法，每户植树五十
株以上者，予以奖励；百株以上者，
另外加奖；千株以上者，予以重奖。
乾隆皇帝还总结出植柳的经验，写
成一首五言诗：“堤柳以护堤，宜内
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
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
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
解亦奚怪，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
赖。治标兹小助，探源斯岂逮。”碑
文至今仍立在永定河金门闸东侧。

民国时期曾有三个植树节

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一个法定
意义上的植树节，直到民国时期才
设立植树节。

我国第一个植树节的设立是中
国近代著名林学家、教育家凌道扬
先生倡议的。凌道扬，广东省宝安县

（今深圳）人，中国近代林业事业的
奠基人和中国林学会的创始人之
一。1914年，凌道扬参与制定了中
国第一部森林法，该法于同年11月
颁布实施。1915年，凌道扬和韩安、
裴义理等林学家看到祖国遍地荒山
秃岭，一目十里，濯濯不毛，联名上
书北洋政府农商部长周自齐，倡议
将每年清明节作为中国植树节。

北洋政府于 1915 年 7 月正式
下令，规定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
节，并于次年在全国推行。1916年
清明节，北洋政府在北京西山马金
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典礼。
代袁世凯出席典礼的官员要求全
国各级地方政府部门都要在植树
节期间指定地点，选择树种，举行

植树节典礼并从事植树活动，各级
政府机关、团体、学校要如期参加。
由此京城也加大了树木种植及管
理，进一步明确了林木看护为警察
厅的职责之一。每年春季，由各城
区巡警在辖区马路两侧栽植行道
树，对损坏树木者进行处罚。

凌道扬看到植树节在全国各
地得到响应，无不欢欣鼓舞，他特
意翻译了《大陆报》1916 年 4 月 7
日报道的植树节活动：“本年清明
节，无异往岁，然可为今岁始有而
往岁所无者，即省垣第一次履行植
树之典礼也。人民既知植树为重
大，必知保育树木为要务，故亦得
谓之保育树木第一次也，对于将来
一省实业之盛衰，殊有莫大之关
系。近年来固有多数树木，散置于
西湖沿岸山阜，每年内约播种300
万种子，今更举行植树典礼，于众
目共睹之前，所有学校代表，与夫
各级官厅之长官，及声望素著之人
士，咸莅山间，各植树数株，开通风
气，殊非浅鲜，且有森林专家演讲，
尤足鼓励人民之精神云。”为了更
有利于林业的发展，凌道扬于1917
年发起创建中国第一个林业科学
研究组织——中华森林会（后更名
为“中华林学会”），并被理事会推
举为首任理事长和中华林学会第
二、三、四届理事长。该会宗旨包
括：提倡森林演讲，筹办森林杂志，
提供林学咨询，建设模范林厂。
1921年3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
林业科学刊物《森林》创刊（后易名

《林学》），由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
题写了刊名，凌道扬在该杂志上发
表了一系列论文。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温差
较大，清明节作为植树节仅对北方
地区适合，对南方来说已经晚了，
已经过了植树的最佳时机。当时的
湖南省都督谭延闿结合本地实际
情况，把每年的春分定为植树节。
同年12月训令各府、州、县植树造
林，开办林务，建立各级林业公会，
颁布林业公会章程，省督府内设

“林务办事处”。配备4名林务督导
员，巡回各县督办林务。聘请林业
专家凌道扬来湘讲课，传授育林技
术。1917年3月21日，湖南省公署
原定当天前往岳麓山植树。但是，
这天天降大雨，于是推迟到3月23
日上午，在岳麓山正式举行植树节
典礼及植树活动，谭延闿率领政府
各部门的大大小小官员前往岳麓
山植树，所植树木为柏树。谭延闿
在仪式上发表演讲：“古书称岳麓
山昔为林木茂盛之地，所谓惟楚有
材，但如今的岳麓山却童山濯濯，
今日举行植树节典礼，乃为人民提
倡植树观念。”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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