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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泉 

谚语：千年松， 万年柏。不敌老槐树拐

一拐。 

古槐是活文物， 是悠久历史的见证。在

我区两千多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无论在城

镇和乡村，也无论 在平原、丘陵和山区都

生长着国槐，它们 大多矗立在古寺庙前，

也有的屹立在村口 或农家院子里，还有的

生长在古井旁，成 为所在村落的标志。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曾对部分地区的古槐做过一些粗浅的调研，我发

现每棵古槐都像一位古稀老人，经历过许多历史事件，都与那里的古建筑（古

寺、古庙、古井、古墓……），与周围的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每棵古槐都有神

奇故事和美丽的传说…… 

随着城市和乡村建设的迅速发展，许多古槐日渐减少，据有关部门的不完

全统计，我区百年以上的古槐已不足百株，而二三百年乃至千年以上的古槐就

更加少了。自从 1986 年在评选北京市树市花中，国槐与侧柏一同被评选为市树

之后，古槐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和保护，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热爱。它们的风韵

也越加浓厚。 

良乡城门外的古槐故事 

在良乡古城南北，有 4 棵古槐都在五百年以上，其中有两棵古槐在良乡第

二小学院内大门两侧。这里曾是关帝庙，三层殿宇，供奉过送子娘娘，释迦摩

尼和关公。庙宇拆毁后院落便成为从良乡东北通往西南端的大马路。大车小辆，

人来人往从两树中间穿流，古树面临冲撞的危险。幸亏良乡二小在此兴建，把

两棵古槐圈进校园才使古木得以安生，此两树飘逸潇洒，如骚客临风。1947 年

夏季，伪良乡县保安队曾驻扎这里，在树下吊打过八路军地下工作者，此树也

见证了革命先烈为了民族解放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良乡城的东南、纸房村东北侧，也曾有两株古槐。一株在北面的城脚下

面，古槐的直径约有 2 米，树身腐朽成洞，洞内能同时蹲下四、五个儿童。1938

年腊月，几个孩子拿着蜡烛到树洞里放炮杖。引着了树心，浓烟大火从树尖上

往出窜。在城墙站岗的日本鬼子，以为有人来烧城，一个劲地放枪鸣警，烟雾

图 1：原耸立在路边的古槐 



在城角上空缭绕，后来得知是小孩子燃着了古树。纸坊的百姓发现古槐着火了，

连忙到护城河里提水往树洞灌，才得以扑灭，次年初春古槐照样发芽。 

此树有两大枝：一枝伸向东北细而长的枝杈直伸天穹，另一枝伸向西南，

直径米余，倾向护城河上，每逢盛夏村里的孩子们到河里洗澡，经常爬上此干

枝跳水玩，洗累了就躺在老树根上休息，此槐的老根，盘根错节，疙疙瘩瘩，

象无数个驼峰齐立，似蛟龙潜海、苍鹰入云、气宇轩昂盘踞四周。可惜，这个

活文物，已于 20 年前修公路时被毁。 

距离此树 60 余米之外南边还有一颗与该树同龄的古槐，他的身躯已分成了

两瓣，差开南北。分列的干上各有一枝，风姿独特。此树长在一家姓徐的院子

里，这家 73 岁的主人说，他幼年时父亲要砍掉此树，被奶奶拒绝了，如今儿媳

又要砍掉它，被儿子拒绝了……这才保留了它雍容、苍劲的风姿。可见它曾身

经多次劫难都已幸免，终于在 10 多年前因扩路被毁。 

知情人说，此两树的原址是一座喇嘛庙，有三进院，四周全是平房，南来

北往穷困潦倒的人常到此借宿，化斋充饥。这里的喇嘛是从口外一寺庙来的。

在口外的寺庙里也有两棵与这儿相同的古槐。寺庙前面有一口水缸，缸里能映

出远在良乡城下喇嘛们的活动情况。 

敬德下马观古槐 

位于良乡南端的窦店村北，曾有座创建于唐贞观年间的东狱庙，庙前曾有

古槐一颗。一提到此古槐，当地老人曾流传着：“尉迟恭敬德下马观古槐”的传说。

尉迟恭敬德为唐初领兵大将，他每次路过此处都要下马观古槐，可见该槐的古

老。 

何以见得?有碑刻为证。 

早在 70 年代，窦店乡在古庙的遗址上建乡卫生院时，曾出土过一块专门为

古槐立的碑刻。名曰：“神槐记”，是明万历十六年（1588 年）六月，一位称文林

郎者立的，距今已六百多年。碑高 7 尺、宽 4 尺、厚 0．4 尺，汉白玉石质。字

迹大部清晰可认。文中曰：“……庙前有古槐一株，可合三人之抱。磐踞得地，挺

挺孤高，留云待月，凋谢莺花，奚止百岁?至夏盛暑，森然茂盛，其枝花覆荫盈

满院宇，远视之俨然一槐亭也，乡人以神槐呼之……。”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当

时古槐的特征。随后记述该树的所谓“神灵”诸如门前一枝长灵芝，紫气如云如

画……以及庙中道人晨昏香火，供奉三十余载，和爱树如命等等。 

“文革”初期，该庙遗址前曾从古槐老根中蹿出幼嫩的枝条。后因盖房清理地

基时，彻底铲除余根。从此千年以上的古槐没有了一点踪迹。而至今仅流传着“敬

德下马观古槐”的传说。连“神槐记”的明碑也不知下落。有幸的是笔者从一位曾

在当地工作过、年逾七旬的老书法家那里看到此碑的拓片，才撰成此文。 

 

 



 

宽阔包容的胸怀 

我发现有些古槐不仅苍老遒劲，嵯峨挺拔，而且胸

怀博大，能包容其它树种在自己的怀中生根发芽，甚至

长成参天大树。有的或依附自己生长与自己共生共荣。

这其中有槐抱榆（又叫怀抱余吉祥槐），槐抱柳、紫藤寄

槐等。 

槐抱榆：在良乡西南十余里的南梨园村。街心原有

座古庙，庙后有棵年逾五百年左右的古槐，远近闻名。

树围四米，树高 15 米，树干挺拔苍劲。树杈舒展，树

冠遮阴避日。 

奇怪的是在主干中生出一颗榆树，长得郁郁葱葱，

与槐树浑然一体，榆树树围 2．1 米，高与槐树等同，几枝主杈从一侧伸向蓝天，

非常壮观。 

该树被当地百姓视为“吉祥树”。相传该村庙里曾香火繁盛，佛事频繁，朝廷

供给丰盛。后来遇到连年灾荒、虫害，当地百姓生活极端困难。朝廷供给中断，

庙内香火渐少。就在这年仲春，庙内主持忽然发现寺旁的老槐树身上长出一棵

小榆树，叶片大而长圆，呈鹅黄色。第二年又结出串串榆钱。老僧大喜，把它

视为吉祥之树，意寓庙要兴旺，如遇灾年，榆钱又可充饥度日。于是他让众僧

注意培植。就这样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槐抱榆成为参天大树，生机盎然，

成为当地一大奇观，后来榆树遭雷击已干枯。 

槐抱柳：地处良乡南端忙牛河畔的东南章村，村西一古坟旁，原有一棵近

四百年的古槐，根部内侧已腐烂开裂，主干内部空洞，十多枝干向外伸展，伞

状树冠。不知在何年，树心内长出一柳树。柳干挺直，枝叶茂密，几年的功夫

就与槐树的枝叶交融在一起，形成槐抱柳。每逢初春时节。柳枝泛绿，槐枝泛

青。到了春末夏初，此树柳絮飞舞，槐花绽开，随着柳絮的飘盈，带出了槐花

的清香四溢。每逢遇此佳境，行人不禁驻足欣赏，可惜“文革”初期被砍伐。 

紫藤寄槐：地处良乡南 部京保公路东侧的古刹

——弘恩寺，正殿前左侧有 一株明代古槐，距今已

有 600 多年，主干高 10 多 米，径围 4 米余，顶端

有三条支干向东、西、南伸 展，像一把翠玉的大扇

撑开。奇特的是根部有三条 像成人腿粗的紫藤互相

缠连弯曲到一米半高处开始 缠绕古槐主干盘旋而上，

活像一条巨龙爬到顶端，然 后分出多岔，以古槐枝

条当支架铺满树冠，十分壮 观。 

每到春夏之交，淡紫色 的花开满树顶，不等紫

图 2：矗立在路旁的古槐 

图 3：紫藤奇槐 



藤花开败，淡黄的槐花也绽放了，两花争奇斗艳，吐露芬芳。满院芳香扑鼻，

招来蜂飞蝶舞，引得路人树下驻足观景、乘凉、赏花。 

令人仰望血泪槐 

在阎村镇开古庄村的村东，原有一棵树龄达四百年的古槐，主干的正面，

有一片永不封口的伤疤。树皮早已脱落。树干里留有六、七十棵子弹孔。每到

雨季，都从伤口向外流出粉红的汁液，似流血，人们叫它血液树，它像一位饱

经风霜的老人，向后人诉说着苦难的岁月，日本鬼子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 

那是 1938 年 8 月的一天凌晨，一队日本鬼子突然闯进村内。挨门挨户抓捕

男性青壮年农民，把抓到的 47 名手无寸铁的百姓捆到大槐树上，架起机关枪扫

射，全部枪杀在这棵古槐下。血迹斑斑，染红半截树干，它是日本军国主义屠

杀中国人民的见证。因此，该村村民极为珍视它。当地一些小学曾把它做为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槐树王：上方山国家级森林公园里有棵槐树王，是众多名木古树中最著名

的“四大天王”之一（松树王、银杏王、柏树王和槐树王）它苍劲奇古，气宇非凡，

树龄在 800 年以上。槐树王直径 1．35 米、高 27 米。站在树下仰望，树冠遮

天蔽日，景象尉为壮观。相传清朝初年，槐王曾遭斧头砍过，但一斧头下去便

流下殷红的“血液”，吓得窃树贼跪地求饶后连忙逃跑。 

1947 年 7 月，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曾在槐树王下乘凉、吟诗，抒发豪情壮志、

写下过气吞山河的打油诗。 

救命树：张坊镇南白岱村村东有棵约 600 年的古槐，树围 4 米有余，多半

边腐烂，树心空洞，能藏五六个人。1947 年早春一天，我一名地下党员被驻在

南白岱村岗楼里的白箍发现从村南追到村东，那名地下

工作者，无路可逃，钻进那棵槐树洞里得以逃生，因此

人称救命树。该树独立在一个平川上，身边无依无靠，

坚守着独立的精神。据说解放后那位老战士走出山村特

意绕行来村东看望保护过他的老槐树。 

我区深山古村南窖乡的水峪村，建于明代初年。漫

长的历史给村里留下了许多古宅，村中心石板路旁那座

娘娘庙前，有棵早已外强中空的古槐，也至少有七八百

年，它耸立在街头，像一位久经风霜的老人给游客讲述

本村古老的故事，诉说着当年的繁荣…… 

在周口店镇瓦井村街心刘家门楼前，有棵据说是元代的古槐，根围六米，

树高十五米，树干已多半枯腐，仅有半片树干在空中又长出三个枝条，郁郁葱

葱，将刘家院和半条街道遮得严严实实。盛夏时常有人围坐树下玩耍。近年因

街道改宽，古槐被砍掉。 

今韩村河镇小次洛村委会院是唐代古刹云盖寺遗址，院内尚有一棵唐槐已

图 4：南白岱的救命树 



成单片，但枝叶依然茂密。是贾岛出家的地方，相传他经常在树下诵经、吟诗。 

大石窝古槐来历 

大石窝有古槐不下一二十棵，多数是明槐，据当地一些八九十岁老人讲，

这些槐大部分是明永乐年间朱棣建都北京采石料时栽种的，（无史料可查）唯有

个别的是唐宋时期栽的，如半壁店村东原菩萨庙内两棵古槐，相传此庙为宋代

该村大财主高千顷的家庙，树是高的宗祖种的。它历经磨难，人锯、火烧、雷

劈，依然不死，巍然矗立，且越发苍劲。 

大石窝村街头多达有五六棵明槐，都有七八百年的树龄，它们老态龙钟，据

说都是永乐初年北京建都时 采石工人们种植的。在

村东南的关公庙内正殿前左 侧有两棵古槐一大一小，

俗称母子槐。大者高 20余米， 树围 2．5 米，顶上有四

大枝杈，向四面伸展，葱郁 的树冠覆盖了整个寺院，

苍老挺拔。它的左侧还有一 棵“幼”树。高约 10 余米。

树围 3 米，修长的身子向前 倾斜，从肤色看它显得

年轻，但也有 6百年的树龄。 在该村西原村委会门口

一侧井，旁立有一通《大石 窝西店新建井碑》，碑中

记载了清顺治十五年（公元 1658 年）2 月，有个叫

王适福的出资六千文将井旁 的古槐买下。古槐的树

心开裂两半，窜出新枝，郁郁葱葱，树围约 5 米，高约 18 米。因该碑保护，曾

多次避免了刀斧之灾。1941 年，一队日伪军到村里催交木材，当时伪乡长欲砍

此树。附近村民出来制止，并主动担负木材款项，使古槐幸免于难。由此可见

当时普通百姓保护古木的意识是多么可贵啊。保护古木就是保护历史遗迹，留

着古树名木就留着了记忆。 

 

张玉泉：原区政协文教室主任 

 

图 5：六千文买下的古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