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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环境为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

必需的资源和条件。

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中，所以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发

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如果没有地球这个广阔的自然环境，人类

是不可能生存和繁衍的。只有当自然环境处于一种生态平衡的和谐状况时，

人类的前景才是乐观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已经作为一个不

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提上了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保护环境，减轻环境污染，

遏制生态恶化趋势，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

随着人们对环境的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关注的焦点。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工业及

生活排放的废弃物不断地增多，从而使大气、水质、土壤污染日益严重;

自然生态平衡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和破坏，许多资源日益减少，并面临着耗

竭的危险; 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也日趋严重，粮食生产和人体健康受到严

重威胁。

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问题，它是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

紧密相关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发展 ( 尤其是那种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的发展) 的必然产物。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它们

已在偿还工业化起步阶段以来对环境欠下的债务。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正在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我们绝不能走西方

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应该提前把环境保护放到一个重要的

位置。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面临的必然选择，在环境危机日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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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下一种被动选择。因为环境问题已成为危害人们健康，制约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是关系到人

类生存、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环境保护就是研究和防止由于人类生活、生产建设活动使自然环境恶

化，进而寻求控制、治理和消除各类因素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并努力改

善环境、美化环境、保护环境，使它更好地适应人类生活和工作需要。换

句话说，环境保护就是运用环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更好地利用自然资

源的同时，深入认识污染和破坏环境的根源及危害，有计划地保护环境，

预防环境质量恶化，控制环境污染，促进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提高人类

生活质量，保护人类健康，造福子孙后代。

古往今来，以保护环境著称于世的典型，有过数不清的事例，如黄帝

亲手栽柏树、舜帝不鞭打耕牛、文王怒斥打猎之人、商汤爱鸟网开三面、

里革割渔网护资源、伯益的贡献、齐国制定环保法令、大禹治水、管仲讲

国土整治等。这些故事都深深震撼我们的心灵，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反思。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才能强。广大青少年要正确认识保护环境

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增强环境保护的责任感。本书收集了古今中外的名人

保护环境的故事，他们中有帝王将相也有平民百姓，不同的时代，不同的

人物，他们的故事都是围绕环境保护这一主题展开的。通过这些不得不读

的故事，希望广大青少年们从中感受前人的环保责任，继承前人的环保精

神，为保护环境而努力，一起去保护我们的家园，共建和谐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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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福人类

黄帝亲手栽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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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庄子

在我国古老的传说中，黄帝是一位英雄人物，他带领部落的人民与蚩

尤作战，打败了蚩尤。

战争刚刚结束，他就考虑要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那时候，

百姓还住在山洞里，饿了就到丛林中去打猎，爬到树上去采集野果，或者

到湖泊里去捕鱼，生活条件非常恶劣。黄帝便带着大家离开了山洞，迁往

今天陕北地区的桥山一带。

桥山一带地理环境十分理想。这里土地肥沃，适宜种植庄稼; 山林茂

密，可以猎取野兽。百姓都兴高采烈，称赞黄帝找到了一个好地方。黄帝

将手下的几员大将召集到一起，商议选址修造房子的事情，黄帝对大伙儿

说: “战乱结束了，我要让大家定居下来，我南征北战，到过许多地方，觉

得这儿是一块风水宝地。看，这里临水背山，土肥水美。如果造起了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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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就再也不会受到风吹雨淋了，再也不会担心野兽来侵袭了。”说完: 黄

帝就安排力牧、大鸿、共鼓去张罗修房子的事。

要造房子，就需要大量的木材。力牧等人就带领大家上山去砍伐树木。

一连几天，桥山上伐木叮叮，树木越堆越高。但桥山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

山梁，周围的其他山上，过去郁郁葱葱，现在也只是留下了几棵孤零零的

小树。又过了几天，山脚下新落成的房子非常漂亮，高高低低的，错落

有致。

老百姓欢喜极了，过去住在山洞里，现在住上了新木房，真有天壤之

别!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第二年夏天，桥山地区一连下起了好几天大雨。

大雨引发的特大山洪从桥山上滚滚而下，山洪冲毁了农田，卷走了牲畜，

新造的房子也在大水中轰然倒塌了。

黄帝看到此情此景，十分痛心，他专门召集了一个全体大会，沉重地

对大家说: “我对不起大家，没想到造了房子，大家还是要遭大罪。过去我

们只是没有房子，现在我们连树木也没有了! 没有树木，我们到哪里去打

野兽? 没有野兽，我们吃什么? 我们穿什么?”于是，黄帝号召大家上山植

树种草，再一次恢复环境的原貌，并且带头上山，亲手种下了第一棵柏树。

在黄帝的带动下，百姓人人动手，种植草木，很快桥山又变得一片葱绿了。

黄帝亲手种的这棵柏树越长越高，现在已经变成了参天巨木。后人

在黄帝种树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陵寝，名叫黄帝陵，以纪念这位最早绿化

环境的祖先。1982 年，英国林业专家罗友尔拜谒黄帝陵时，见到这棵

历尽风霜的古柏，不无感慨地说: “真了不起，黄帝可以被称为世界柏

树之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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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植树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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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马克思

路旁植树制度始于周代。

河南洛阳是最早施行这种制度的城市。周代，洛阳各干线车马大道

上都有绿化。当时规定凡有道路的地方都要植树，置庐舍并藏食粮，以

供守路者食宿。最初的道路植树，是作为道路的里程标志，尔后发展成

为绿化道路。春秋时期成书的 《诗经·小雅·采薇》载: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诗经》中颂扬召公的 《甘棠》中写道: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

召公所说! ”从 《甘棠》三章中，说明路旁草木盛茂，人人爱护道林，

也可以看出笔直的周代车马大道的两旁，植树很多，管理得很好，人民

也倍加爱惜道旁树木。《左传·襄公九年》有晋国军队曾 “斩行栗”的

记载，说明春秋时期的道路植树相当普遍。到了秦代，洛阳的东方、东

北方、西方车马大道，每隔三丈 ( 今 6. 9 米) 远植一棵松树，也就是西

汉贾山在 《至言》中所讲的 “三丈而树，树以青松。”汉代大道旁栽植

桐梓之类的树木。隋大业元年 ( 605 年 ) ，炀帝在开凿洛阳至扬州的大

运河同时，在运河两岸开大道，“种榆树、柳树，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

里，树荫相交”。至元代，河南府及所辖各县在道路旁植树造林，凡

“非理砍伐”路旁树木者，由 “各路达鲁花赤管民官依条治罪”。道路

植树制度就这样沿袭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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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周的植树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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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欲求安全，当有五要: 一要清洁空气; 二要澄清饮水;

三要流通沟渠; 四要扫洒房屋; 五要日光充足。

———南丁格尔

中国古代很早就懂得了树木的人工栽培。陕西黄陵县桥山有轩辕黄帝

的“衣冠冢”，现有古柏数万株，参天茂盛，形态各异。其中最大一株相传

为黄帝手植，距今 5000余年。

早在西周时期，国家就规定要在坟墓上植树，并且对天子、士和庶人

坟墓的高低和植什么树，分别作出了规定: “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 ……

士四尺，树以槐; 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在《诗经》中，记载黄河中下游一带人工栽培的树木就有枣、桃、李、

梅、梨、栗、榛、桑等果木，而且栽植得相当普遍。

管仲是我国最早提倡植树造林的一个高级官员。在 《管子》一书中，

他精辟地指出: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

人。”管仲主张山林川泽由国家垄断，禁止百姓在田地中或房前屋后种树，

但说“田中有木者，谓之谷贼”，造成“非山无所仰”的政府独占局面，似

乎有点过头，这是不足取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下令在全国修筑驰道，要求在驰道两旁，每隔

三丈，即“树以青松”，“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规模很大。这

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植树造林运动。

在公元前 2世纪的西汉初，已经懂得了适地植树的道理。刘安 《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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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说: “欲知地道，物其树。”意思是说，要想知道某地的环境条件，就

要观察当地的树木。这就等于指出了树木生长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具有生

态学观念。

西汉成帝时 ( 前 32～前 6) 农学家汜胜之著了一本 《汜胜之书》，是我

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农学著作，其中对植树的方法有详细说明。书中说，

种树要点是三条: 一是种树没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下了雨以后就栽; 二是

要多留树根上带着的旧土; 三是要记住树木原先朝阳的那一面，移栽后仍

使之朝南。汜胜之总结的这些经验，在当时已是非常普及的知识了。

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

书，书中讲了植树的意义和适地植树的原则。他的适地植树的原则是: 地

有好坏，山泽各有所宜，按照气候土壤条件植树，就能事半功倍，如果想

当然，违反客观规律，必然劳而无功。这些原则，无疑是古代无数实践经

验的结晶。

在晋代，植树技术又有新的进步，适地植树的原则也更加广泛地为人

们所应用。有一本叫做《南方草木状》的林学著作明确指出，柘、柞、楮、

柳、竹应分别种在山石、山阜、涧谷、下田、高平之地，因地制宜，各得

其所。这些记载，不仅具有实际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生态学意义。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 772 ～ 846) 十分热爱植树，他在 《春葺新居》一

诗中说: “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说他不

论被贬江州 ( 今九江) ，还是升调忠州 ( 今四川忠县) 时，都不忘植树。在

江州时曾移栽庐山桂树、石榴树。他把桂树移栽司马厅前，写了一首 《厅

前桂》说: “天台岭上凌霜树，司马厅前委地丛，一种不生明月里，山中犹

校胜尘中。”他移栽的石榴树迟迟不开花，于是又写了一首诙谐小诗 《戏问

山石榴》: “小树山榴近砌栽，半含红萼带花来，争知司马夫人妒，移到厅

前便不开。”他升调忠州时，还把石榴移了去，这回开了花。他又在窗前栽

植了庐山的杉树，在《种杉诗》中说: “移栽东窗前，爱尔寒不凋。”白居

易在杭州罚犯人植树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佳话。

白居易生活的时期，唐朝经济繁荣，重视植树。唐朝制度是按人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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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业田，并要求农民在永业田上栽上榆树、枣树、桑树及 “所宜之木”。从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写的 《种树郭橐驼传》看，当时长安一带的人，凡

是种树美化环境的或谋生而种果树的，都争着让种树能手郭橐驼去给他们

作技术指导。足见当时的植树蔚然成风。文中赞颂了一位驼背老人精于植

树技术，“视驼所种树、或迁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因为他掌

握了植树的规律，那就是: 苗木要舒展，坑要培平，土要旧土，还要踩密

实。柳文意在以讲植树而讽喻时弊，但也反应出当时植树技术的发展水平。

从历史上看，柳宗元确实是重视和提倡植树造林的。他在任柳州刺史的四

年中，积极倡导造林，亲手植柑二百株，写下了七律 《柳州城西北隅种柑

树》，又在柳江边种了不少柳树，写了五律《种柳喜题》。

杏林春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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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所有的生物而言，即使最强烈的内在本质，在很大程度上

出是由其所处的外部环境而造成的。

———乔治·艾略特

在中国，经常用“杏林春暖”、“杏林春满”、“誉满杏林”之类的词来

赞誉医生。杏林和医道有什么瓜葛呢? 原来，这些赞誉，全起自三国时的

董奉，这就是“杏林春暖”的故事。

董奉是三国时吴国人，不但精通医术，而且乐善好施，远近闻名。

董奉在庐山开了个私人诊所，来求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小小诊所门

庭若市。

一个病得很重的人被抬进诊室。董奉立即给他号脉，扎针，又给病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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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下一付汤药。病人好一些了，董奉又给他包了几包草药，嘱咐他回家按

时煎服。

“多少钱?”

“现在不收钱，”董奉擦擦额上的汗说，“等他的病好了再说。”

病人和家属千恩万谢，作揖告别。

其他的人来看病，不论轻重，都不收钱。

过了几天，那位重病人全好了，他背了一口袋铜钱，来面谢董医生，

同时补交上应交的医药费。进了诊室，只见董奉正在和另一个病愈的人谈

话，前面说了些什么，他当然没法知道，只听见董奉最后一句话是说:

“……那你就去栽三棵杏树吧。”

那位走了，这一位上前来说: “董先生，您真是个神医，我的病经您看

过以后，当天就大有好转，没出五天，就全好了，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

您。今天，我把医药费全带来了。”

董奉面露笑容，问: “你真要感谢我吗?”

“是呀，是呀，”这一位提起了装满铜钱的口袋， “您要嫌我带的钱不

够，我立马回家去取，只要先生您说个数。”

“好，好，”董奉哈哈大笑，“钱你还是带回去，咱们按老规矩办! ”

“什么规矩?”

“在我这儿看病，不收钱，只要你的病好了，给我栽几棵杏树就成，大

病看好的栽五棵，小病看好的栽三棵。”

这位病人连连作揖，当天就栽下五棵杏树。

由于患者都抱着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想法，所以他们栽

树格外认真，树的成活率也特别高，没几年功夫，董奉的房前屋后就栽满

了杏树，蔚然成林，总数有上万棵。春天，杏花烂漫，环境优美; 夏天，

黄杏满枝，丰收在望。董奉卖杏得钱甚多，除买粮买药及日用外，其余多

用于周济穷人，因此才有了以杏林赞誉医家的种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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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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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的大海产生蛟龙和鲸鲵，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供鼎俎

美味的鱼虾。

———莎士比亚

三国时代，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叫李衡，家居蜀国武陵郡的龙阳，

就是现在湖南省汉寿县。李衡为人忠厚，勤劳肯干，但因为家居山村，直

至中年，也没置下什么产业。虽然如此，李衡并不着急，只是注意在农活

的间隙，就在房前屋后栽种几株柑桔。他的这些劳作，也并没有引起乡邻

们的注意。

不知不觉，李衡年事已高，终于因劳累过度，一病就卧床不起。李衡

自知自己已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但他并没有悲哀叹息。这一天，他把他的

儿子们叫到床前，对他们说: “我这病恐怕是治不好了，你们也不必悲伤，

人总是逃不脱生老病死这个劫数的。”

儿子们都说: “爹，您不要这么说，安心静养调治，总能治好您的

病的。”

李衡并没有接他们的话茬，接着自己的话说: “我一生劳作，没攒下什

么家产，只有木奴千头，留给你们，也算是我的一点遗产吧。”

“什么，木奴?”儿子们的眼睛都亮了起来，一个个又喜又惊。

“对，是木奴，”李衡老人不紧不慢地说，“它们不向你要吃，不向你要

穿，可是能给你们挣钱，只要你每年缴上一匹绢的税，好好地伺候它们，

它们向你们贡献的东西，就足够你们吃穿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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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伺候木奴?”

“是呀，”老人依旧慢条斯理地说，“你不给它们锄草、施肥、浇水、捉

虫，它怎么为你们结果呢?”

“哦，您说的木奴就是柑桔树?”一个儿子问。

“可不是吗，好好伺候这一千多棵柑桔树，温饱不愁，就是奔小康也有

可能哩! ”

说完这句话，老人便与世长辞了。

没几年，李衡老汉栽植的柑桔树都长大了，到了秋天，果实累累，挂

满枝头，等柑桔成熟了，摘去卖钱，一年就有几千匹绢的收益，照现在的

话说，李衡的儿子们都成了万元户。邻里乡亲们谁看了都羡慕地翘起大拇

指，大家对李衡这种造林致富的实践佩服得五体投地，纷纷称赞说: “李老

汉真有眼光呀! ”

古代最早的植树造林，就是营造经济林木。这里所说的经济林木，是

指为人们提供干鲜果品、油类、糖类、纤维、木材及薪柴等产品的林木，

这实际上已包括了现在所说的用材林和薪炭林。

古代“人君教民”，“以时种树”，特别规定要选那些“丘陵阪险不生五

谷者，以种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

资”，使百姓“生无乏用，死无转尸”。这里说的，都是经济林木。古人说

得好，“果木材植等物，可以自用有余，又可以易换诸物。若能多广栽种，

不惟无凶年之患，抑亦有久远之利焉”。

古人造林致富的成效和意义可以从 《史记》记载看出: “山居千章之

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

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济、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这样的

人与千户侯一样富。如果说秦始皇令植行道树、建榆溪塞是为美化环境，

那么，司马迁的这段话则主要讲的是植树造林的经济意义，很有见地。

古人对于植树的经济效益进行过具体的总结，认为植杨树能获得良好

的经济效益，“三年，中为蚕樀。五年，任为屋椽。十年，堪为栋梁。以蚕

樀为率: 一根五钱，一亩岁收二万一千六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九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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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卖三十亩，得钱六十四万八千文。周而复始，永世无穷。比之农夫，

劳逸万倍。去山远者，实宜多种，千根以上，所求必倍”。

古人认为种榆树也是一本万利，既可作屋材，又可作多种器具，“岁岁

科简剥治”，获薪炭之利，又可收榆钱代食，赈救灾荒。榆树有 “斫后复

生，不劳更种，所谓一劳永逸”的特点，所以种榆树 “既无牛、犁、种子、

人工之费，不虑水、旱、风、虫之灾。比之谷田，劳逸万倍”。如果 “男女

初生，各与小树二十株，比至嫁娶”，则“聘财资遣，粗得充事”。

樊重植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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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

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

古时靠植树致富的人很多。前面说的李衡是，董奉是，还有一个樊重

也是例子。

相传樊重想要做器物，先种梓漆。当时人们都嗤笑他。但过了几年，

樊重种的树用上了。过去嗤笑过他的人，再也不敢嗤笑他了。因为樊重用

植树造林的成绩教育了那些嘲笑他的人们。

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北燕王冯跋重视发展林业，曾下诏说: “桑柘之益，

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

根。”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太和九年 ( 485 年) 曾下诏说， “男夫一人给田二

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限三年种毕。”家中原

种了桑树的私田不动，可是要用来抵消应受桑田的份额。原有桑田超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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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亩的，其超过部分可以出卖; 不足二十亩的，可买至二十亩; 不宜种桑

的地方，每人给田一亩，按规定种植枣树和榆树。限定三年种完，种不完

的，没收其未种完的部分。在桑田内种植果树或多种桑榆的不禁。

北魏的这些政令，是根据汉人李安世的建议颁布的。颁布后，起到了

繁荣社会经济的作用。北齐、北周和隋、唐也都沿袭过这些政令。

古代关于经济林木嫁接技术的记载，在北魏贾思勰的 《齐民要术》已

相当多。书中详细记载了梨树的嫁接方法、原理，提到可供用作梨树砧木

的有棠、杜、桑、枣、石榴等五种树木，其中寒梨最好。还介绍了一砧一

穗或一砧多穗的枝接法及 “取枝币软枣根上插之”的劈接法。此外，宋代

吴怿《种艺必用》、张邦基 《墨庄漫录》，分别谈到枫杨嫁接核桃，桑上接

杨梅、接梨和上接葡萄等嫁接技术。

元代《王祯农书》系统总结了嫁接的 6 种方法。明代徐光启 《农政全

书》提出接树三秘诀，俞宗本《种树书》提出 “柿树接桃枝，则为金桃”。

清代陈昊子 《花镜》则对嫁接的植物生理进行了探索。所有这些，既是对

经济林木嫁接技术的总结，也确实对经济林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古代对薪炭林和用材林的种植亦有所重视。宋代与欧阳修同修 《唐书》

的宋祁 ( 998～1061) ，平生热爱树木，尤喜柏树。他曾经当过龙图阁学士和

工部尚书。他在四川益州 ( 今成都) 做官时，对当地速生树种桤木和珍贵

用材树种楠木的生物特性作了一些研究，认为它们可作薪炭林树种和美化

环境。他在《益部方物略记》中说: “楠木易栽易活，不到几年就可以成

林，老百姓可以依赖它，烧柴不愁。”又说: 楠木 “在土所宜，亭擢而上，

枝枝相避，叶叶相让，繁阴可庇，美干斯仰。右楠 ( 蜀地最宜者，生童童

若幢葢，然枝叶不相碍。茂叶美荫，人多植之。树甚端伟，叶经岁不凋，

至春，新陈相换，有花实似母丁香云。) ”，在这里，宋祁也指出了楠木的

美学价值、环境价值。

古人营造经济林木虽然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但经济林木增多，

客观上对美化环境、改善环境和保护环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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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清及近代的植树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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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

———甘地

宋太祖重视植树造林，他根据造林多少，把居民分为五等。第一等是

每年种树 50棵，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棵，并分等级奖励积极植树的人。宋代

大文豪苏轼喜爱种树，写下过许多记录他自己或他人种植松、柳、枣、桑

等树的诗篇。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曾下诏说: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

农桑为本。”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规定每人每年种桑、枣二十株。土

性不宜者，可改种榆、柳。元朝司农司编纂的 《农桑辑要》记述了元代扦

插桧、杨、柳、桑、番石榴、杉等的技术，比前更有进步。

明太宜朱元璋即位后，下诏要百姓广植桑、枣、柿树，栗、胡桃，歉

年可度荒，丰年可卖钱。这些树木是经济林木，但对环境亦有一定的好处。

朱元璋认为农桑为国之本业，他曾亲自命令南京钟山植树 50 余万棵。公元

1394年，又下令广植桑枣，每户初年 200株，次年 400株，三年 600株，违

者发配云南充军。这些命令，使全国的栽植经济林木的事业得到很大的

发展。

在广东南澳岛天后宫，有一块石碑，碑高 2. 7米，宽 1. 3米，碑刻题为

《南澳山种树记》，共 755 字。碑文先说海岛形胜，风光旖旎，接着说海岛

缺乏绿化之憾，不禁喟然叹息。碑文的作者是明代万历年间 ( 1573～1620)

第九任南澳岛副总兵陈磷。他到任后目睹南澳山光秃秃的，觉得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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