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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苍的树干，道劲的树枝，斑驳的树皮，默默显示着岁月的沧桑，传递着时间的密

码，诉说着无尽的故事 。

阜阳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水光资源较为充足，适于林木生长，树种资源较为丰

富 。 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着51科 160多种木本植物 。

自古以来，人们就酷爱树木，尤其对古树名木 ，更是钟爱有加，并赋予其深邃的文

化内涵 。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管仲十分重视林木保护，他认为 ，"为人君不

能谨守山林菠泽草菜 ， 不可以为天下王" ;他提倡奖励造林者 ，" 民之能树艺者 "和"能

树百果，使繁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 他还主张少建宫室，制止滥伐 ， 限制葬

地，少占山林。 南北朝时，大和县令成都以官方名义立《白果古树碑记} ， 成为安徽最

早的护林"禁碑" 。 清光绪八年 ( 1883年) ，大和武进士、花细侍卫部云雾，为保护肥河

洲中一株唐代古松专门捐资建庙重点守护 。 北宋知额州的文学大家晏殊在西湖"清

涟阁"亲手植双柳，倡导清正廉洁 ; 欧阳修至颖州西湖时亲植黄杨瑞莲，美化颖 9i'l 西

湖 ; 苏东坡实地考察颖州古树，称赞 "汝阴多老栓"。 颖州历史上曾有"爱木堂"名胜古

迹 。 据乾隆《旗井|府志》记载"爱木堂，明成化中 ， 州同知(知州副手)刘节作堂于州治

之东，以堂前故御史台古柏可爱，因名 。 "刘节因此作《爱木堂记}，记述了悉心爱护故

御史行台旧址中参天古柏的故事 ， 称誉颖州民风淳朴犹如松柏 ，"质而不华 ，直而不

绞" 。

水是生命之源 ，树是生命之本。 水滋养树 ，树涵养水，相辅相成 ，它们都是人类万

物生存的挚友和庇护神 。 就树而言它与人类相生、相伴、相存、相发展。 树为人类和

昆虫禽鸟、茸草庄禾等万物创造了生存环境提供了延续生命的资源 。 至于保持水

土，调节气候 ， 防止风沙 ， 净化空气 ， 则无有替代者 。 可以说树木对人类的贡献最大 。

一公顷的阔叶林一天就能放出 700多千克的氧气 ， 够 1 000人使用，是天然的 "氧气制

造厂 " 。 树木又是"天然的吸尘器" 大量的树木技叶能减低风速使工业粉尘下 降 。 树

木还是"气候调节器"，能够吸热、遮光，蒸发热量和水分，增加空气的温湿度，使人感

到舒服。 一些树木还能够吸收有害气体 ，分泌杀菌素 ， 吸收和隔挡噪音 。 因此 ， 树木又 , 
被人们誉为 "有毒气体净化所""自然界的防疫员""天然的隔音墙"。 诸多的古树名 菌

木，无论是不畏严寒的苍松翠柏，炯娜多姿的枫杨河柳，挺拔参天的朴榆国槐 ，还是一一

枝繁叶茂的银杏黄连 ，霜红胜花的乌柏械枫 ， 硕果累累的柿枣桑拓 ; 无论是平民百姓

所种，还是名人善士所植，它们都历尽沧桑、愈老弥坚 ，可 谓老树常发新芽 ，生 生不

息，福及人类，滋润万物 。

古树名木，是指人类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年代久远或具有重要科研、历史、文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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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志 值的树木 。 古树是指树龄在 100年以上的树木，分为三级 。 国家一级古树是指树龄在
500年以上的树木 ， 二级古树是指树龄在 300-499年的树木，三级古树是指树龄在

100-299年的树木 。 名木是指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中外名人、领袖人物所植或者

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以及珍稀树木 。 名木不受树龄限制，不

分级，均按照一级古树保护 。

11 

古树名木是林木资源中的瑰宝，是自然界的璀碟明珠。 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古树

名木被称为"活文物""活化石"，蕴藏着丰富的政治、历史、人文资源，是一座城市一

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标志;从经济角度看，古树名木是我国森林和旅游的重要资源，对

发展旅游经济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价值;从植物生态角度看，古树名木为珍贵树

木、珍稀和濒危植物在维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

古树名木是古气候、古地质等环境变化与人类历史活动的见证者 。 它们从亘古走

来，根植大地，枝展蓝天，传承了珍贵优良的物种基因，展现了形态各异的自然景观

和独特的风景线。认识、研究和养护古树名木，在科研、生态、人文、旅游、经济、政治

历史以及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古树名木还代表着难以忘怀的乡愁 。 纵观历史阜阳市实际上是个移民城市 。 历

史上不断的兵乱烽火、连年的自然灾荒使阜阳人口锐减 。 明代官方组织了多次大规

模的移民行动，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移民迁居阜阳较多，同时栽植下了许多颇有寓

意的树苗，有追念先人，不忘根本之意，因而许多古树也承载了特定的历史记忆和绵

远的乡愁 。 如大和县官集镇刘营村有一株树龄600余年的古拓树为刘氏祖先于明洪

武年间从山东移民当地时所植 。 清道光《刘氏族谱》记载"祖先墓在二郎庙前百步

许，有柜树为记 。 "这株古拓树是刘氏家族在皖北土地上扎根、成长和壮大的历史见

证，被誉为"山东移民"纪念树。再如报上县润河镇陶徐村徐铺庄生长着一株500余岁

的古柿树，为明代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安家颖上后划分地界所栽，实际上是一株"山

西移民 "纪念树。由此可见，古树名木既是一抹乡愁的化身，又是一片鲜活怡人的"精

神家园"，它记录、蕴藏着人们对过去岁月的情感，成为人们寄托乡愁的一个载体。 尤

其是古树背后的文化价值能够凝聚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 正如生态记录片

《中国古树》片 首语所言"聆听一棵树，接收来自远古的生命密码;阅读一棵树，追寻

难忘的绿色记忆 ;抚摸一棵树，感受年轮记录下的悠久历史文化 。 "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 0 2013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指

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

水的命脉在山 ， 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将生态文明建

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纳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



古树是林中长者、树中元老，是悠久历史文化的体现。 建设美好阜阳、生态阜阳，

不能没有古树，没有古树就很难支撑和展现阜阳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 。 保护好古树

名木，营造天蓝、地绿、水净的生态环境，是促进阜阳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历史责任 ;

保护好古树名木，是建设美好阜阳、和谐阜阳、文化阜阳和生态阜阳的客观需要 ; 保

护好古树名木，以树为师为鉴，学习其坚忍不拔的品格和顽强奋发的生命传奇，是传

承文明、继往开来的应有之义 。

由于阜阳市传统的农耕历史悠久，人口密度较大，人们不断拓荒造田 ， 挤压了树

木的生存空间 ， 古树名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 古树名木资源相对稀缺 ， 总体数量

呈下降趋势，现状令人堪忧 。 如临泉县古城子唐代古银杏树、颖泉区伍明镇明代古银

杏树、阜南县五岳庙明代古栓柏等，千百年来历经风雨剥蚀、雷电袭击和香火熏烤，

使得它们枯荣参半而全市有相当数量的古树现状与此类似亟待全社会共同关注

和竭力保护，使其颐养天年，健康长寿，继续见证阜阳城乡的发展变迁。

1985年，阜阳市林业部门对古树名木资源总量、种类、分布、生长状况等进行数轮

普查，采取登记挂牌、加筑围栏、架设避雷针等措施加以保护，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传

承生态文明，进一步推动古树名木的宣传和保护工作，展示阜阳古树名木保护成

果、展现阜阳丰厚的文化底蕴全面反映阜阳古树名木风貌阜阳市林业局在2002

年出版的《阜阳古树名木》基础上，决定正式编篡出版《阜阳古树名木志》。

在编篡此书过程中阜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领导给予了极大关注 ， 听取本书和

编辑情况汇报，并欣然为本书题词，这是对阜阳市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鼓励和鞭策 。

本书共收录古树名木 252株(包括 12个古树群) ，隶属 22科30属 37种 ; 古树名木等

图片 240余幅 。 这是一部融科学性、知识性、史料性和趣味性于一体 ，全面反映阜阳古

树名木历史和风貌的科普读物苍萃了阜阳市古树名木之精华展现了古树名木之

神前，不但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旅游经济价值和社会

文化价值 。 该书的出版，能让广大读者深入了解阜阳古树的历史 ， 珍爱古树名木，从

而为保护古树名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阜阳市林业局局长 李文化

'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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