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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岐山县景令村——

爱护树木为树塑像
本报记者  张琼

岐山县

蒲村镇景令

村是一个与大树

渊源深厚的村子，有

爱树民风。近日，在景令村

村委会院子里，记者看到一

棵古柏塑像。院内还有两棵

大树——国槐、楸树，树旁牌

子上有这样一句话：“植于

一九二七年，树龄九十余岁，

由地下党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学员王效荣栽植……”

为何要给柏树塑像？

国槐、楸树背后又有怎样的

故事？据景令村村民讲述，

景令村由景家村、令家村两

个村子合并而来，村名

曾唤作柏林村、

弯（一说为“湾”）柏树村。过

去村里大树茂盛、树荫如盖，

尤其是村东的一片柏树林，

十八棵巨柏占地数十亩。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岐山政府

重建岐山城，看中了这十八

棵大柏树，将其伐倒运往县

城。自此，弯柏树村没有了巨

柏。直到 2012 年，村委会决

定塑一座龙柏雕塑，村民积

极参与，有的拉运砂石水泥，

有的联络雕塑师傅，有的捐

款筹资。半年时间，龙柏水泥

雕塑立在了村委会门口，提

醒着村民不要砍伐树木。爱

护树木的好村风氤氲开来。

距离这棵“水泥柏树”

不远，还有两棵生机勃勃的

国槐和楸树，它们也被村干

部和村民悉心保护起来，为

何？原来，这两棵树是中共

地下党员的手植树。时间拨

转到 1927 年，弯柏树村青

年黄金选、黄金印、王效荣

三人，经李琦、曹永丰、张云

锦等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

们三人返回乡里，在几孔窑

洞里秘密成立了弯柏树党支

部，成为当时岐山五个地下

党支部之一。此后，黄金选、

黄金印、王效荣三人在景家、

令家村周围的农民和小学师

生中开展革命活动，发传单、

张贴标语，宣传党的主张和

革命道理，发展壮大当地党

组织。这两棵国槐、楸树便是

地下党员王效荣那时亲手种

植的。

1928 年，王效荣被国民

党抓进乡公所，遭受坐老虎

凳、灌辣椒水等严刑拷打，

王效荣坚贞不屈，保守党的

秘密，后被组织营救获释。

1938 年，王效荣受组织委派

前往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

接受近两年的学习和培训，

后回到岐山继续开展革命

工作。村里还孕育了一支王

效先游击队，队长王效先是

王效荣的弟弟、中国共产党

党员。游击队员在周原一带

开展革命活动，打击土豪恶

霸、扶助乡亲。王效荣、王效

先两兄弟就像那两棵国槐、

楸树一样，扎根家乡沃土，

相互鼓励，共同成长，向着

明媚蓝天努力生长着枝叶。

如今，国槐、楸树身后，

就是景令村党史馆、村史馆。

王效荣、王效先兄弟俩的故

事被收录进党史馆、村史馆

内，这里渐渐成为附近党员

群众学习红色文化的佳地。

那两棵国槐、楸树以及古柏

塑像被当地村民悉心保护，

大树背后的故事也被越来越

多的人知晓。

眉县万家塬村——

保护古槐追念先贤
本报记者  麻雪

眉县的大镇谷位于褒

斜古道北口，据说，这里曾经

是北出秦岭的一个重要驿

站，不仅商贾云集，还有官兵

驻扎。虽然历史的长河，湮没

了这段繁华，但是如今仍有

一些遗迹可寻。日前，记者与

张世敏来到这里，他指着一

棵高大的老槐树说，这棵树

快 300 年了，据传是清代的

张载后裔栽植的，村里人一

直保护得很好。

张世敏是眉县张载祠

第一任文物管理所所长，现

在已经退休，他也是张载第

28 代嫡孙。我们看到这棵古

树上挂着明显的保护牌子，

树干粗壮，树枝繁盛，夏天的

时候叶子十分繁茂。

北宋时，大镇谷曾迎

来一位历史上著名的大儒

在此居住，他就是张载。张

载的父亲病故，他与母亲及

年仅五岁的弟弟，带着父亲

的灵柩踏上了艰难的返乡

之路。因为路途问题，在大

镇谷住了下来。张载住在大

镇谷，在距离此处不远的崇

寿院（也就是后来的横渠书

院）学习、讲学。

张世敏介绍：“张载去

世后，他的后人离开了这

里，明清时期，张载后裔陆

续回来，在眉县、凤翔等地

居住。据传，清代时，有一

支张载的后裔来到大镇谷

居住下来，并栽植了很多槐

树，作为标志和纪念。如今，

这里的这棵大槐树可能就

是当时栽植的其中一棵。”

岁月沧桑，不知带走了

多少春夏秋冬的过往，大槐

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这棵大槐树所在村子

曾经名为大镇村，行政区划

的变化，如今为横渠镇万

家塬村。一位村干部告诉记

者，他是在大镇村长大的，

村里人一直保护这棵大槐

树。“大槐树附近曾有一口

井，阻挡了大槐树根系的生

长，后来打了一口新井，村

民们便自发填了老井，目的

就是不影响槐树的生长。填

了井后，大槐树果然长得更

好了。”

这位村干部还说，有一

年架电线杆，为了不影响大

槐树，专门绕着树架设；村

里人也不会去攀折、破坏大

槐树。

近三百年前，张载的后

人栽下大槐树，如今，村里的

人主动保护大槐树。作为一

代大儒，张载的很多观念对

世人影响深远，尤其是家风、

乡约等至今在眉县一带深入

人心。或许受此熏陶，爱树、

护树的情怀，从人们心里自

然流露。 

爱树成风的宝鸡村庄
  编者按 ：宝鸡三面环山，不仅植被茂密、古木繁多，很多地方还与树有故事：岐山刘家塬村有蕴含召公美德的甘棠树，眉

县横渠有张载手植柏，凤翔东湖有苏东坡栽植的柳树……除过这些，我市许多村庄还有爱树、护树的人文故事。3月12日正

值植树节，我们不妨倾听一二。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景令村的古柏雕塑

万家塬村老槐树据传为张
载后裔所植

凤县喇嘛泉村——

合力护卫千年银杏
本报记者 张琼

千阳县东庄村——

爱树佳话乡间流传
毛丽娜

千阳县高崖镇东庄村有棵

708 年树龄的古槐，被当地人视

为“宝树”。3月 7日，笔者来到

东庄村探寻村民与古槐的故事。

东庄村村委会主任李生弟

介绍：“东庄村有村民 180 户

652 人。因古槐位于村子中心位

置，古槐以右叫东头村，以左叫

西头村，后为书写之便，写成东

庄村。如今，村民大都搬迁了，老

村中仅剩几户人家居住在此。    

远望东庄村村委会崖背后

这棵古槐，它静默地张开巨大

的冠盖，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

老人。槐树根部已被用砖砌成

护栏保护起来，树上挂着由陕

西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制作的保护牌。树旁的

石碑上文字记载，古槐树围六

米，树高六丈，春夏之季，枝繁

叶茂，形如巨伞……古槐需 5

个成年人张开双臂才能勉强将

其抱住。70岁老人陈喜林回忆：

“有一年，一家南方人开车来村

里，想出高价买走这棵槐树，村

民护树心切，赶到树下严词拒

绝，古槐才有幸留下来。”村民陈

根学说：“一次下暴雨，树枝被

折断，村民立即给县上拨电话，

县林业局的人找来古树名木修

复施工队，借助机器对劈开的树

枝进行复位和固定，还给古槐输

液助其健壮生长。”李生弟说，近

年来，村上投资对古槐根部进

行换土，对树根裸露部分砌墙

保护，并修缮古槐四周，铺设了

水泥路，修砌了护栏。

关于这棵古槐，还流传着

两个故事。陈喜林说：“听我爷

讲，唐朝有一书生，曾在古槐树

下歇脚后金榜题名！还有一个

传说讲，这棵古槐曾为宋朝武

将焦赞的拴马处，其战马异常

骁勇，焦赞战功赫赫。”

饱经风霜的古槐也是村民

的“贴心树”。李生弟说，近年来

村里出了十多个大学生，参军入

伍保家卫国的人也不在少数。古

槐树陪伴了数代村民，村民对这

棵古槐格外爱惜，东庄村护树爱

树的故事被周边群众津津乐道。东庄村古槐 5 人勉强能合抱

“这两棵银杏树

是一对‘夫妻树’，雄

树树龄 1300 多岁，雌

树树龄 1400 多岁，它们

是村里的‘宝贝’。村里

给它们修了一个观景平

台，村民给它们义务除

虫、拔草。”3 月 8 日，凤

县留凤关镇喇嘛泉村党

支部书记李军告诉记者

的那两棵树，是村里人

人知晓并爱护的千年银

杏树。

从宝鸡到喇嘛泉村

车行需三个多小时，来到

村民口中的“苇子坪银杏

树平台”，便可看到这两

棵高大、壮硕的银杏树。

这时节虽是初春，但山里

气候还是寒冷，银杏树枝

尚未发出新芽。树上有陕

西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于 2018 年挂的古树保护

牌，保护等级为特级。

喇 嘛 泉 村 村 民 为

何颇为爱护这对老银杏

树？村民传说，唐代宰

相李泌久患顽疾未能治

愈，听人说凤州苇子坪

白子可以医治顽疾，李

泌便来到苇子坪寻找白

子，但没有找到。李泌有

些困倦便在树下小憩睡

着了，醒来后看到树下遍

地白色银杏果子，此后三

天李泌捡拾白色果子食

用，病情竟痊愈了。这个

故事虽带有夸张和传说

色彩，但可以看出当地人

对这对千年银杏树的感

情是颇为深厚的。

李军介绍，在 2013

年春季，银杏树树根暴

露在外面，有腐蚀危险，

村上围绕这两棵树修建

了观景平台，用围栏把

大树保护起来。由于树

龄大，许多蚂蚁、昆虫到

老银杏树上钻洞搭窝，

每年需要定期防治病虫

害，一些村民主动承担

投放防虫药物、拔草等

工作。这对“夫妻树”在

大家的共同保护下枝繁

叶茂，每年秋天能看到

黄叶满树的美丽景致。

“尤其到了十月份左右，

许多人慕名前来看这两

棵树，拍照片、写美文、

发抖音，这两棵千岁银

杏树成了村上的‘明星

树’。”李军说。

凤县人“麦子”这样

写喇嘛泉村的千岁银杏

树 ：“你看这千年银杏，

春天小鸟来搭窝，夏天

乡亲来乘凉，秋天外地

人来看景，冬天游子归

乡过年看到它，就知道

是到家了……” 喇嘛泉村两株千年银杏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