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簕杜鹃直攀民宅9楼
花开景象似“瀑布”

■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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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油菜田里“闹”春耕
唤起游客乡愁记忆

哥斯达黎加员工带宠物上班
“督促”他们认真工作

山西“抱犊村”与世隔绝
农户年收入却过十万

在白云区云苑新村内， 有一棵树
龄约20年的簕杜鹃近年来沿着居民楼
不断向上生长， 花期一至便齐数绽放，
景象蔚为壮观。 如今花枝已攀爬至第
九层楼顶， 粉色的簕杜鹃 “瀑布” 倾
泻而下， 街坊们每每路过都要驻足欣
赏、 拍照留影。

近日， 哥斯达黎加一家企业允许
员工带宠物上班。 家有爱犬的员工纷
纷把 “小伙伴” 带到公司。 狗狗们在
主人身边或怀里， “督促” 他们认真
工作。

近日， 在湖北省恩施土家苗族自
治州宣恩县国家级湿地公园人行栈道
里 ， 栩栩如生的稻草人 、 功夫熊猫 、
十二生肖等非物质文化艺术展品吸引
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据悉， 当地园林
工人将贡水河国家湿地公园人行栈道
稻草人艺术展品中心的空地种上油菜，
独特的风景不仅增添了浓厚的春耕气
息， 也勾起了游客美好的乡愁记忆。

活的文物 国之瑰宝

御花园里的 “连理柏”
御花园里的古建精巧 ， 花木扶

疏， 奇石假山玲珑剔透， 犹如人间仙
境。 园内的古柏很多， 而且大多是桧
柏。 因桧柏成树后， 姿态古朴虬蟠 ，
为皇家园林所青睐。

御花园内最著名的一棵古柏是位
于天一门内久负盛名的 “连理柏 ”，
它为清乾隆年间种植 。 这棵 “连理
柏” 是由两棵古柏组成， 双柏的主干
跨在北京的中轴线上， 双干相对倾斜
生长， 上部相交缠绕在一起， 成为一
个巨冠。 而且树干相交的部位已融为
一体， 成为一棵树。 人们历来视树木
的连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 唐代大诗
人白居易有脍炙人口的佳句 “在天愿
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 因此
这棵树备受帝后们的喜欢， 末代皇帝
溥仪和皇后婉容曾在 “连理柏” 前照
过合影。 如今， 很多游览故宫的情侣
们， 都会在 “连理柏” 前留念。

在 “连理柏 ” 上还有一绝妙景
观： 从树的北边看， 树上西侧的一个
大枝， 其扭曲处很像一只猴头。 这棵
连理柏是乾隆皇帝受意所植， 其双柏
的连理也是经人工整形而致。 而有趣
的是， 在天一门正南的大铜鼎前， 也
有两棵古柏， 它们相对倾斜向上的两
个大枯枝远看仿佛相交， 不过近看其
实并未相交。 另外， 在故宫东部的景
福宫里， 南北两个月亮门前各有一棵
清乾隆年间的 “连理柏 ” ， 这两棵
“连理柏 ” 分别和月亮门融为一体 ，
成为独特的景观。

御花园内其他的古柏大都植于明
代， 距今四五百年。 其中名柏有摛藻
堂旁的 “遮荫侯柏”， 相传它也曾随
清乾隆皇帝下过江南， 并为其遮荫 。
乾隆在 《古柏行》 中诗云： “摛藻堂
边一株柏， 根盘大地枝擎天。 八千春
秋仅传说， 阙寿少言四百年”。 万春
亭北有古藤缠古柏的 “驼峰柏 ”， 这
棵驼峰柏也是一棵连理柏， 为明代所
植， 但双柏早已枯死。 在双柏的北侧

种植一棵古藤 ， 这棵古藤已三百多
年， 是北京最古老的古藤之一。

古华轩因古楸树而得名
乾隆花园里有百余棵古树， 有古

楸、 古柏、 古松、 古槐以及丁香等 。
这些古木中， 尤以古华轩前的 “古华
楸” 名气最大。 它在明朝嘉靖年间种
植， 距今已四百多年。

楸树因其花呈紫红色， 有 “紫气
东来” 之寓意， 一直被道教视为 “仙
木”， 并在道观中广泛种植楸树 。 而
嘉靖皇帝崇信道教， 因此， 他下旨在
宫内广植楸树。 乾隆花园的古华轩正
是乾隆皇帝下旨为宫内的古楸树 “古
华楸” 而修建， 乾隆还为 “古华楸 ”
写有楹联一副和题匾诗四首。 楹联为
“清风明月无尽藏 ， 长楸古柏是佳
朋 ”。 题匾诗之一云 “树植轩之前 ，
轩构树之后。 树古不记年， 少言百岁
久……” 对联和匾额诗至今悬挂在门
前和轩内。

古华楸高矗在古华轩的门西侧 ，
它的主干向东倾斜， 如今已用一根长
长的铁管支撑起来， 正好和古华轩融
成一景。 在古华轩的西侧假山石上 ，
也挺立着两棵古楸树， 它们比古华楸
还粗大。

英华殿种有菩提树
故宫的英华殿是宫内从事佛事活

动的主要地方， 所以这里植有两棵明

代的佛门圣树 “菩提树” （它们也是
北京的 “古菩提树之最”）。 这两棵树
相传为明万历皇帝生母慈圣李太后
（即京剧 《二进宫》 中的李艳妃李娘
娘） 所植， 其中碑亭东边的一棵， 因
在弯曲的横干上， 又向上生长着九个
大枝， 故名叫 “九莲菩提树”。

李太后在宫中好佛事是出名的 ，
她把自己比喻为 “九莲菩萨 ” 的化
身， 经常到 “九莲菩提树” 下祈福祷
告 。 据 《清宫述闻 》 载 “明代英华
殿 ， 有菩提树二 ， 慈圣李太后手植
也。 高二丈， 枝干婆娑， 下垂着地 ，
盛夏开花 ， 作金黄色 ， 子不于花羝
生， 而缀于背。 深秋叶下， 飘扬永巷
……” 在 《天启宫词》 中有句 “依殿
荫森奇双树， 明珠万颗映花黄。 九莲
菩萨仙游远， 玉带王公坐晚凉 ”。 乾
隆皇帝写有 《英华殿菩提树诗 》， 并
刻在碑上立于殿内， 今诗碑仍在。 后
来 ， 乾 隆 皇 帝 又 在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1761年） 写下 《英华殿菩提树歌》。

以上所述， 只是故宫内古树名木
的一部分 。 它们大多种植于明清两
代 ， 但 至 今 仍 枝 繁 叶 茂 ， 生 机 盎
然 。 尤 其 是宫内的古柏群和散株古
柏遍布各殿 ， 把故宫点缀得古香古
色。 又因它们是有生命的机体， 也给
故宫增加了神秘色彩。 这些 “活的文
物 ” 和故宫里的宫殿 、 珍宝文物一
样， 也是 “国之瑰宝”。

摘自 《北京晚报》

故宫是我国明清两代的皇
宫，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
存最完整的宫殿群。 它不但以巍
峨壮丽、 金碧辉煌的宫殿古建和
馆藏丰厚的珍宝文物享誉世界，
而且故宫内的“活文物”———古树
名木，也因树龄古老、姿态奇绝而
备受关注。

明清时期，故宫有四大花园：
御花园、建福宫花园、慈宁宫花园
以及乾隆花园， 民国时期建福宫
花园被大火焚毁。如今，故宫的古
树名木， 大多都集中在剩下的三
个花园里。 这些古树背后留下了
诸多传奇的故事。

故宫里的古树名木：

抱犊村 ， 一个只有9户人家的村
落， 是山西省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村
庄 。 要进入村庄需跋山涉水徒步4小
时， 而村民的生活所需均需依靠悬崖
边的一根钢索从山下吊运， 山路艰险
的抱犊村吸引了国内外广大户外运动
爱好者的青睐， 近年来生意爆棚的农
家乐也让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