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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千岁“国槐爷” 扎根北京

北京人自古就有植树的传统， 几
乎 每 条 胡 同 、 每 个 院 落 都 植 有 树
木 。 树木不仅给人们提供木材， 带来
果实 ， 还寄予着人们美好的愿望 ：
枣树寓意早富， 石榴寓意多子多孙 ，
桃树代表长寿， 桂花树代表富贵荣华
……不过 ， 这些树大多种在院子里 ，
所以， 树与北京城可谓密不可分。 北
京的树与北京的胡同相依相伴共同繁
衍， 而且有很多胡同因树得名。

据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统计， 北
京城以树木命名的胡同共计200多条。
与槐树、 柏树相依的， 分别为36条和
27条。

槐柏树街、双槐树胡同、龙爪槐胡
同、东槐里胡同、西槐里胡同 、中槐胡
同，柏树胡同、柏林胡同、海柏胡同。

与松树、 椿树、 桃树、 柳树相伴
的各有20多条。

春松胡同 、 五棵松路 、 松林街 、
松鹤胡同 、 劲松南路 、 东松树胡同 、
西松树胡同， 东椿树胡同、 小椿树胡
同、 椿树巷 、 香椿胡同 、 椿树馆街 ，
桃杨路、 桃条胡同、 东桃园胡同、 桃
柳园胡同 ， 柳树胡同 、 双柳树胡同 、
北柳巷 、 南柳巷 、 柳芳南里 、 柳荫
街、 三川柳胡同、 垂杨柳中街。

与榆树相关的胡同。
榆树馆胡同、 北榆钱胡同、 南榆

钱胡同。
因枣树得名的胡同。
枣林胡同、 枣儿店胡同、 枣子胡

同、 枣林前街、 枣林斜街。
因核桃树得名的街、 胡同。
核桃园东街、 核桃园西街。
因樱桃树得名的胡同。
樱桃胡同 、 南樱桃园 、 北樱桃

园、 樱桃斜街等。

树与北京胡同相依相伴

国槐与侧柏被老百姓选为北京市
市树， 不无道理。 因为国槐在北京的
众多树木年龄最长。 1000年以上的千
岁 “国槐爷” 最少四棵。 而国槐还充
满着传奇的故事。

在怀柔雁栖湖畔的一株古槐， 传
说植于汉， 虬枝盘曲， 树干上有巨大
的空洞， 老态龙钟， 有些人认为它是
北京国槐中的老寿星， 树龄当在两千
年以上， 超过陕西潼关县城内三国时
所栽的 “中华第一槐”。

北海公园古柯庭的唐槐、 房山紫
草坞张庄村古槐和昌平的共3株古槐 ，
树龄都在千年以上 。 昌平的旧县村 ，
晚唐时叫做 “白浮图城”， 城南有一座
建于唐代的菩萨庙， 庙前的那株槐树
树龄已1300年， 可是， 专家们根据树
高和胸径等判断， 疑为后人补栽。

崇祯皇帝上吊的古槐
被称“罪槐”

古槐叙说着古都的千年沧桑， 时
代的吉光片羽， 深深烙印在古槐的年
轮中。 它是无字的北京史书， 传递着
丰富的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信息。

游览过景山的人， 谁不想看看那
棵吊死崇祯皇帝的古槐呢 ？ 1644年
（农历甲申年） 春， 李自成率领农民起
义军， 攻克了北京， 崇祯慌忙逃到煤
山 （即今景山）， 相传就在那古槐树上
自缢而死。 清兵入关后， 清王朝统治
者把吊死过先朝皇上的那株槐树定名
为 “罪槐”， 还用铁链锁着。 槐树何罪
之有？ 明明是明王朝自己的罪过， 官
逼民反， 才落得如此下场。 清代统治
者为了适应部分遗民心态， 嫁罪于树，
使它蒙受了不白之 “冤”。 书法家沈鹏
曾写过一首游景山诗 ： “古树何辜恶
谥名， 游人指点说崇祯。 时来天地英
才助， 运去王朝大厦倾。 八国联军欺
铁索， 十年浩劫拔根茎。 甲申事散园
花盛， 兴揽春光上五亭。” 诗人从古树

有罪切入， 由眼前情景而感慨朝代的
更替兴亡。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 古
树蒙难 。 十年 “文化大革命 ” 中 ，
“罪槐” 被当做 “四旧” 连根拔除。 现
在的这棵古槐是 “文化大革命” 后补
栽的。

“国难槐” “英烈槐”
记载抗日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 冀东抗日根据地
的密云、 怀柔、 平谷、 顺义等地， 出
现过不少与古槐相关、 足以让人刻骨
铭心的故事。 平谷韩庄上宅村的 “国
难槐” 下， 日寇和汉奸惨无人道地枪
杀了七名无辜同胞。 怀柔柏崖厂 “英
烈槐” 是日寇制造东坡惨案之地。 顺
义龙湾屯辛庄村的两株古槐， 是村民
成功伏击日寇的 “消息树”。 这些古
树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历史的罪
证 。 一株古槐往往承载多个历史信
息。

移民纪念槐
记录着家族的历史

人们常说的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
因为它是明洪武、 永乐年间大规模移
民的标志， 是海内外数以亿计炎黄后
裔寻根祭祖的圣地。 已知这样的移民
纪念树在北京共有三株， 分别位于密
云燕落寨和怀柔区桥梓镇口头村、 汤
河口大榆树村。 有的古槐还联系着一
个家族的兴衰。 顺义临河村的郑家槐，
为郑氏祖先所栽， 至今已伴随这个家
族十五六代， 大概300余年了， 是否也
是一株移民纪念树呢？

“槐抱榆”“槐柏合抱”
相偎相依手足相亲

我国自汉代开始， 就有 “槐榆与
橘柚， 合而为兄弟” 的传说。 槐树老
朽后树洞巨大， 其它树木的种子飘落
其中， 生根发芽， 易形成树上树奇观，
如密云燕落寨、 房山南梨园村的 “槐

抱榆”。 槐上生榆， 既有 “怀中有余”
这一吉祥含义， 还寓意手足相亲。 北
京中山公园的 “槐柏合抱”， 今天看来
是两株市树合长在一起， 槐树从侧柏
树干的裂缝处钻了出来 ， 相偎相依 ，
姿态色彩各异， 共同投向蓝天的怀抱，
又有红墙衬托， 作为市树的形象代表
倒有几分 “前生注定” 的浪漫。 怀柔
西茶坞娘娘庙广恩寺遗址有 “槐抱
楸”。

变化多端的国槐
增添美丽的景观

国槐与其他植物一样， 在漫长的
生物进化过程中， 由于环境变化等多
种复杂的原因而产生了变异， 表现在
叶形变异的有五叶槐、 七叶槐、 花色
有变的如紫花槐， 枝条有变的如龙爪

槐等。
五叶槐别名蝴蝶槐， 栽于北京师

范大学、 东直门小学校园、 西山鹫峰
公园、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等处， 为数
很少。 七叶槐仅栽于东城区东北角的
柏林寺和景山公园， 属于古槐， 更难
能可贵。 它们与国槐的区别是， 国槐
的叶呈羽毛状排列， 植物学上名羽状
复叶， 而它们的叶分别为3至5片、 7片
簇生， 如蝴蝶状。 紫花槐又名堇花槐
， 动物园有栽培。 龙爪槐 （盘槐 ） 作
为观赏树种， 目前栽培范围极广。 枝
条屈曲下垂， 婀娜多姿。 平谷区黄松
峪有一株， 高5米， 树龄约300年 。 故
宫御花园内的一株， 高5米， 胸径0.99
米 ， 枝干向四方延伸 ， 以木架支撑 ，
形成了一个近20平方米的绿色荫 棚，
十分壮观。

怀柔雁栖湖 北海公园
房山张庄村 昌平旧县村各一棵

怀柔雁栖湖畔的古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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