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2 日，植树节。或许你不知道，今年，它来到了第

40个年头。

1979 年 2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正式

将每年3月12日定为全国植树节。从此，义务植树成为我国

法定的全民植树活动。

还有多少人记得，杭州人在那年，种了哪些树，它们还好吗？

明天是第40个全国植树节

但杭州人植树的历史已不止千年

对这一城春树，我们常怀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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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年前
袁仁敬开启的“九里云松”

翻开 1979 年 3 月 12 日的《浙江日报》，

头版头条《全省各地掀起春季造林高潮》，最

后一段，是这样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

的关于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的决议颁布

后，全省人民坚决响应，积极行动⋯⋯一个更

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已经兴起。”

再看那年 3 月 13 日的《杭州日报》头版，

时间地点有了清楚记载：植树节一大早，人们

来到万松岭，“经过半天劳动，种了近千株湿

地松、黑松。”

如今的万松岭，松岭密布，而杭州西湖风

景名胜区（杭州市园文局）凤凰山管理处的工

作人员说，玉皇山山头有太多树，400多棵湿

地松恐怕早已淹没其中，很难找到。

不过，种植松树，早已成为西湖山林的重

要一脉，从古到今，人们都没想改变它。

作为中国最早给西湖写诗点赞的诗人白

居易，他所记载的植物种类，创下了多项“为杭

州最早文史记载”，比如，“万株松树青山上”，他

在《湖上夜归》中写的，就是万松岭上的松林。

杭州有写《苔》的袁枚，还有种松的袁仁

敬——唐代在杭州当刺史的他，如果知道

1293 年后，当年和老百姓一起种的松树，形

成“九里云松”的景观，风景依旧，多少会感到

欣慰。这是杭州植树史上的一个重要起点。

由洪春桥达下天竺，共九里，左右各三

行,每行相距八九尺。这不仅是西湖园林史

上大规模人工植树造林之始，也是西湖最早

的行道树，为历代西湖很多记载所称颂。那

时的杭州，已经成为“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

松树一千株”的风景城市。

湖边一株桃
被一个杭州人记挂五年

《浙江日报》1989年3月12日头版新闻，

标题《我省七年义务植树一亿多株》，其中有

一句话：“去年(1988年)那场很难统计人数的

杭州市民自发‘抗台救树’的活动中，五万株

吹倒的树木被扶起了 4.6 万多株。”下面一则

配稿，标题是《台风吹不尽，春风吹又生》，在

去年台风中，西湖风景区近 4000 株有 30 多

年树龄的柳树和法国梧桐倒伏，成千上万人

自发为西湖“扶树整容”，如今将发新枝。

前不久，为了建设杭州地铁3号线松木场

站，曙光路上的行道树法国梧桐被迁走。70

后杭州人宋乐天说，不知道过段时间会怎样。

宋乐天拍过一棵树的往日与今朝，相聚

与别离。其中，有一棵碧桃，曾经靠近白堤孤

山路起点。它的位置，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从逸云寄庐墙角第一棵碧桃数起，2008

年初它是第六棵。此后前头时有新的同伴插

队进来，或者搬迁出去；排序在五六七八之间

变化。2012年3月23日，它的位置是第八。”

2012年末，她发现它断了一条主臂。大

概因病变而截枝。四个月后再去，残存的枝

条上细枝黝黑，找不到丝毫花芽的迹象。”

2013年4月，它的位置空了。

白居易不知会不会想到，这个老地方，当

年他亲手种下的碧桃，在一千多年之后，被新

一代杭州人如此贴心的记录着。唐长庆二年

(公元 822 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修筑钱

塘门至武林门的长堤，堤上植柳树和碧桃，把

西湖分成上湖和下湖(今少年宫以北地区，湖

已废)，形成“桃红柳绿”的景致。

一代又一代，总有人在关心留意一棵树

的生与死，在或不在，也总会在同一个地方，

重新长出新的枝叶。

“不管历史如何变，如何毁坏与重建，不

同时期，总是有人补植相应的树种，以恢复历

史上的植物景观，这些都是西湖植物景观历

史延续性良好的见证。”韩丹萍说。

300岁以上的香樟
杭州有83株

植物节 40 年里，还有一个时间点，很多

人恐怕也不太记得。

1981年，中央公布《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

树运动的决议》，规定每个年满18岁的公民，

除老、弱、病、残者外，每年义务植树3-5株。

《杭州市志》（第一卷）中写道，杭州市区

的义务植树是围绕风景点的美化、绿化任务

进行的。

1982年植树节，人们在杭州市园文局花

圃植物园及西湖各公园风景点参加义务植树，

共植树20多万株，种植地被物7000公斤。

1983 年，杭州六个城区共发动 62 万人

次，植树300多万株，新建花坛5000只。

1985 年植物节，人们在朝晖二小区、长

桥公园、三潭印月、浣沙路等地，栽下香樟、紫

薇、银杏等近千株。

这些树，很多都是“老杭州”了，也就是专

业说法里的乡土树种。

杭州园文局老局长施奠东先生在《西湖钩

沉》一文中，整理统计过一个数据:西湖历史文

献记载加上现存的古树共近80种，其中马尾

松、垂柳、荷花、梅花、桃花、桂花、木芙蓉、杏

花、枫香、牡丹、山茶、杨梅、石榴、海棠和紫薇

15种植物，为历史上西湖最主要的植物种类。

“很多地方在模仿西湖美景，亭台楼阁石

泉，以及一般的花木都是可以人工仿制营造

的，但是，唯独这批数量巨大的古树名木群落，

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景观，这是西湖园林中

特有的植物景观。”浙江农林大学硕士、如今主

创植物设计师、工程师的韩丹萍这样说。

杭州市园文局曾经组织了4次对西湖古

树名木的调查，数量排名前三位的古树名木

树种，是香樟、枫香、银杏。香樟树龄 300 岁

以上的就有 83 株。其中，法相寺有千年古

樟，吴山有树龄800岁的宋樟8棵。

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高菲 王平 马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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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堤一株桃的七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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