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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有生命的文物”讲述美丽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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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棵位于西藏察隅县的云南黄果冷杉，被测出了 83.4 米

的高度、380 多岁的树龄，成为目前的“中国第一高树”。在陕西省

黄陵县轩辕庙前有一株古柏，相传是黄帝亲手栽植，是我国现存的 5

棵树龄在 5000 年以上的古树之一，至今仍苍翠挺拔，枝叶茂盛。这

“一老一高”两棵树，都属古树名木，是有生命的文物，它们不仅记

录历史、寄托乡愁，也在讲述美丽中国的故事。

古树一般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树，而那些树种稀有、名贵或具

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则称为名木，它们都是大自然和前人留

下的珍贵遗产。今年 9 月，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公布，共计

508.19 万株，分布在城市、乡村的分别是 24.66 万株、483.53 万株；

资源最丰富的省份是云南省，超过 100 万株，陕西、河南、河北超过

50万株；数量较多的树种有樟树、柏树、银杏、国槐等。

http://www.forestry.gov.cn/2022-04-28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人心，人们保护古树

名木的意识和行动也在进一步加强。2019 年修订的《森林法》还列

了专门条款，禁止破坏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及其生存的自然环境。近

些年，利用数字化手段，多地为古树名木建了专属的“电子户口”、

智能化的检测保护平台，通过“线上认养”等方式让更多社会力量参

与到古树名木的保护中来。

保护古树名木，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独特的基因种质资源。关

于这一点，塞罕坝的一棵树颇具说服力。1957 年，为解决北京的沙

尘问题，要在塞罕坝建设林场，当时那里一片荒原、飞沙走石，最初

种下的树木成活率几乎为零，直至考察人员发现了硕果仅存的一棵粗

壮挺拔的华北落叶松，才有了信心：既然这棵树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

下生存，那这个品种就一定能够推广。60 年间，一代代塞罕坝人接

续奋斗，种下了 5 亿多棵树，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而这其

中大部分都是华北落叶松。

古树名木的保护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历经千百年，它们是自然

和文化的共同遗存，是有生命的文物，对研究当地气候变迁、植被分

布和生态变化有重要作用。其实它们就在我们身边，或许是守护在村

头的大榕树，寄托着游子一份乡愁；或许是上班路边的一棵唐槐，为

你投下一片阴凉……它们既是绝美的生态奇观，又沉淀了深厚的文化

底蕴，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现。进入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已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也从一个侧面体

现了这一目标的深入人心。它一头连着历史，折射出中国人关爱自然

的传统美德，一头牵着未来，表达着建设美丽中国的共同心愿。

目前，相关部门已指导各地将树龄在 50年以上、100 年以下的树

木，作为古树后备资源重点保护。联想到中国已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

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可以预见，下次普查的时候，古树

名木的数量一定会增加，我们身边的绿色会更多更美。前人栽树后人

乘凉，保护古树名木，走绿色发展之路，不仅要把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的美丽中国留给后人，更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传承下去。（文｜郦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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