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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晨报实地寻访文化遗存
精心打造文化名片

倾力助推文化产业
全面展示文化积淀

★

槐树又称国槐，是中

国一种重要的古老树种，历史

悠久。

★

人们对国槐总有一

种根的情结，这种印象好像是

与生俱来的，因此人们称它为

国槐。

★

黎阳的国槐是深沉

的，它斑驳的树身是岁月雕刻

在它身上的记忆，它浓黑的枝

干无不在向世人昭示着它阅

历的无穷。

★

浚县城内，几乎每一

棵古槐树都有它的故事。 或许

正是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人们对古槐总有一种亲切

的故土情结。

黎阳古槐大都生长在街

道旁，或在名刹古寺中，或在

平常人家的院落里。

“一棵古槐树，看似死了，

不知哪一年就又吐出了新芽，

发出了新枝。 ”浚县南山街一

位老人的话也是对俗语“千年

松，万年柏，搁不住老槐树一

眯瞪”的最好注解。 正是因为

老槐树顽强的生命力，人们对

古槐总有一种敬畏之情。 似乎

它苍劲延伸的根犹如纽带维

系着现代与远古，牵引我们追

根溯源的心寻根问祖；似乎它

苍老中空的干， 洞彻古今，穿

越时空隧道，吸引我们追寻亘

古的民族记忆。

●古槐迁来人

以“槐”思乡

元朝在中原对当地人实

行残酷统治。 圈占土地，烧杀

抢掠，百姓们难以生存纷纷揭

竿而起。 元军在镇压义军的同

时，对百姓大开杀戒，屠城灭

镇。 兵火之外，水灾、旱灾、蝗

灾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可谓

天灾人祸。 中原地区“百姓十

亡七八”，成了“百里无鸡鸣，

千里没人烟”的荒凉地带。 在

县志自然灾害一览表中，我们

可以看到，从元朝到明洪武年

间，短短一百年内，竟有大的

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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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之多。 到了明

洪武三年（

1370

），浚州人口已

不满五千， 于是改浚州为浚

县，编户

50

里。 明朝皇帝朱元

璋下令安抚流亡人口，从人口

稠密的地方迁徙无地农民到

荒区开荒落户。 据《浚县志》记

载，明洪武八年（

1375

），数次

迁山西太原、平阳、洪洞等地

民众来浚。 相传，从山西洪洞

大槐树移民的浚县人，当天夜

里都做了个奇怪的梦。 梦见大

槐树变成了自己的老妈妈，自

己变成小孩在槐树母亲怀抱

里撒娇。 槐树妈妈说：“孩子，

这一去不知要走多远，以后还

知道你是妈妈的孩子吗？ 让我

在你小脚趾上咬个记号吧。 ”

妈妈就咬了孩子的小脚趾甲

作了记号。 第二天人们醒来，

果然发现自己的小脚趾甲上

有个分开的记号。 人们便把大

槐树当做自己的母亲崇敬。 正

是这慈母宽广的胸怀养育了

无数的子孙。 时间长了，一代

一代传下去，人们都说是大槐

树下来的，并且还以脚小趾有

两个小脚趾甲为证。 浚县小脚

趾上有分开两瓣的人，都说是

山西洪洞迁来的。

“问我祖先来何处？ 山西

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

么？ 大槐树下老鹳窝。 谁是古

槐迁来人？脱履脚趾验甲状。 ”

民谣如此传唱。

●“老爷槐”为

董永说媒

“老爷槐” 扎根于浚城古

寺———天宁寺内。 大伾山天宁

寺始建于北魏，明代以前称大

伾山寺， 已经有

1400

多年历

史了，是大伾山现存最为古老

的寺庙，闻名遐迩的全国最早

北方最大的大石佛，就坐落在

这座古寺内。 在天宁寺北院三

佛殿前的这棵古槐， 苍翠挺

拔，树高

13

米，冠幅

12

米，有

两人合抱粗。 其树干虽已中空

腐朽，但仍枝叶繁茂，年年开

花结实，故被人们尊称为“老

爷槐”。 初夏正是万木葱茏的

季节， 古寺内古朴的殿宇、庄

重的龙纹石碑映衬着“老爷

槐”苍翠如盖的树冠，几枝苍

老的枝干，如从树冠里伸出的

手臂，直指云霄。 古树、古庙、

古碑，相得益彰，默契有加。 站

在古槐下， 透过中空的树干，

可以望见头顶碧蓝苍远的天

空，时光错落，不知今夕何夕。

天宁寺内古槐附近住着

一位白发苍苍的马老太。 她指

着“老爷槐”树枝上挂满的红

头绳说，这棵古槐是当年为董

永、七仙女说媒的槐树……如

今寺里的人， 不少人喜欢在

“老爷槐”上系根红头绳，以求

个好姻缘。 传说，七仙女下界

游玩时被善良孝顺的董永打

动，萌生爱慕之心，后经土地

爷说合，槐荫树做媒，与董永

结为夫妻。 可惜做媒人的大槐

树一时高兴，把“百年好合”说

成“百天好合”，害得董永七仙

女只有百日缘分。

●“龙槐”拦驾

李世民

大伾山天宁寺门前有棵

苍翠遒劲的古槐，有两人合抱

粗，不知高龄几何。 如云的枝

叶间，一条粗壮的树干向南横

逸斜出，如云龙破雾，直伸向

天宁寺山门。 古树、古寺、古道

相互辉映，别有一番韵致。 黄

河曾经从大伾山东麓流过，当

时大伾山下有著名的黎阳津

渡口。 古时，陆路交通不发达，

大都走水路。 淇水、卫水、黄河

三条主要水路同时穿越浚境，

浚县成为当时的交通要塞，也

是兵家必争之地。 过往的船

只，停靠在黎阳津渡口，驻足

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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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如一条云梯，由

黄河岸边、大伾山脚，直抵天

宁寺山门。 天宁寺的钟声不知

牵引了黄河之上多少怀古探

幽的步履，大伾胜迹、浚州八

大景不知留下了多少旅人的

足迹。 唐代李白、王维、骆宾

王、高适、杨巨源、岑参等大诗

人在黎阳渡口留下了诸多诗

篇，我们在《全唐诗》里如今还

能读到。“隔河见桑柘，蔼蔼黎

阳川。 望望行渐远，孤峰没云

烟”（王维）；“照日荣光净，惊

风瑞浪翻。 棹唱临风断，樵讴

人听喧”（骆宾王）这些流传至

今的诗句，记录了黄河岸边黎

阳渡口的壮丽风景。

在黄河惊涛骇浪间，也诉

说着征战的艰辛与人生的感

慨：“谁堪逝川上， 日暮不归

魂”（骆宾王）、“赖有政声远，

时闻行路难”（王维）。 据《新唐

书》与《资治通鉴》载，唐武德

五年夏四月，秦王李世民打败

了河北一带刘老黑的义军后，

带着兵马要乘胜追击山东曹

县一带的徐元朗。 皇帝李渊下

了一道圣旨，让李世民到黎阳

找徐茂功，召集人马，弄些粮

草，再过河东征。 徐茂功熟知

兵法用兵如神，当时人称诸葛

亮转世。 传说，当时李世民在

大伾山下，黄河岸边让徐茂功

召集人马，筹集粮饷后准备东

征，大军待发之际，李世民听

从徐茂功的建议，进天宁寺拜

大石佛，祈求东征胜利。 到天

宁寺门口，李世民的皇冠被天

宁寺门前向南横斜的槐枝挂

歪， 李世民赶忙用手扶正，俯

首弓腰走进了天宁寺。 后来李

世民登基做了皇帝， 这棵槐

树，就被人称为龙槐，龙槐拦

驾的趣闻从此就流传了下来。

●“槐抱榆”依

文庙泮池

文庙内泮池旁，生长着一

棵“槐抱榆”。 古槐粗达七八

米，

5

人环抱粗，树干虽衰老朽

空，仍生枝长叶。 许多人还记

得十几年前泮池旁“槐抱榆”

的奇特景观：老槐中空的巨大

身躯， 如母亲深厚宽阔的怀

抱，一棵较粗的榆树从老槐怀

里探出头。 如一位母亲张开双

臂怀抱着孩子。 上世纪

60

年

代，古槐树洞里就生出一棵榆

树，被人伐掉后，又长出一株。

如今，这棵斜倚池畔的榆树依

然苍翠，老槐树却倒下了。 古

槐根处残留的半圈树根，还在

诉说着那时那景。 它倒下的粗

大树干如今静静地躺在文庙

内大殿走廊上。 老槐树正如一

位慈祥的母亲， 孕育了孩子，

而自己却枯死了。 据说那棵倒

下的老槐树已有千年。

●“宋槐”拴太

宗爱马

县城顺河街赵家井旁，有

棵被载入《河南古树志》的“宋

槐”。 这棵“宋槐”曾被《中国青

年报》报道过。 一日，我们沿顺

河街一路打听着找去。 路边围

坐歇息的老人，听到我们说起

这棵槐树，都颇有兴致地说开

来。 说这宋槐是当年宋太宗赵

匡义拴马的槐树。 这棵宋太宗

拴马的槐树十几年前被雷击

倒了。 传说，附近有位老太太

在这棵“宋槐”倒下前做了个

梦， 梦见这棵槐树同她道别。

第二天她特意去那儿看了看，

发现这棵槐树果真倒下了。 顺

河街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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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名叫路祥的

老人带记者来到“宋槐”扎根

的地方。“宋槐”虽然倒下，十

几年了，它粗大的枝干依然安

静地躺在地上，没有人肯去挪

动它。 它曾扎根的地方，还残

留着小半圈根部的树皮。 如

今，在它中空的根部已长出一

棵碗口粗的小槐树来。 据《大

伾山志》记载，此处的宋槐，是

棵粗大的歪脖树，主干向东倾

斜，树枝插地。 树高

8

米，树干

中空，胸围

4.5

米，冠幅

8

米。

相传为唐末宋初所植，距今已

千余年。 路祥老人说，离赵家

井不远， 原本还有一棵明槐，

但在“文化大革命”时遭遇不

幸，只有宋槐，因赵匡义在此

拴过马，才得以保留下来。

●“明槐”被誉

为卫河“守护神”

桥西街卫水河畔，有座小

岛，因岛形似琵琶，人称琵琶

岛。 琵琶岛上有棵古拙苍劲的

“明槐”，两人合抱粗，树干中

空，但却郁郁葱葱，据说已有

400

多岁高龄（此槐被《河南古

树志》收录）。 这棵明槐东临卫

水，与南边百米远处的云溪桥

遥相呼应，古树、古桥、流水，

如诗如画，别有一番风味。 当

年卫河通漕运， 茫茫卫河水，

如从天边而来的烟云，苍茫缥

缈，来往的船舸在翻滚的白浪

间争渡。 古槐下的古渡口，停

泊着待起航的船只……“荫寒

烟雨重，影落溪潭深。 ”元代诗

人马德华在《卫溪烟雨》诗中

如此写道。

卫河边古槐下闲坐歇息

的老人回忆起卫河当年情景，

还记忆犹新： 卫河里的水，曾

是甜的，

40

年前还能吃， 卫河

里的鱼虾是鲜美的。 卫河边住

的人都会游泳。 夏天，时常可

以见到有人在卫河里一边游

泳，一边端着饭碗吃饭……

老槐不远处住着一位叫

张永录的老人，他说，原来古

槐朝东有棵树杈子，那枝树杈

子后来遭雷击， 被劈成了两

半。 以前，琵琶岛上有个疯子，

爱拾鸡粪，人称憨保和。 憨保

和睡觉就睡在那枝树杈上。 有

人说，解放初期，每逢正月，就

会看到树上挂满了“小灯笼”。

有人迷信，说这棵槐树上住着

神灵

300

之多。

西侧卫河边的拦河石坝

从云溪桥头一直延伸到这棵

老槐树旁。 老槐树分明已经成

了拦河石坝的一部分，是卫河

边居民的“守护神”，行使着坚

固堤岸的职责。 老槐庇佑了一

方天地， 庇佑了槐树下的人。

据说，老槐粗壮的根能伸到河

对面， 比拦河的石坝还坚固。

张永录老人说：“这棵古槐无

形中保护着堤岸，才使得多年

来卫河两岸不决堤也不决

口。 ”难怪树旁原有菩萨庙、大

王庙（奉水神），那其实应了百

姓对这棵“守护神”的感恩与

崇敬之情。

黎阳古槐道古今
□晨报记者 马珂 文 /图

古树是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古树木， 它从某方面也折射出一个地方的文化底

蕴，它是历史的见证者，堪称人类社会的“绿色文物”。 在浚县城内 400 多棵古树名木

里，古槐虽然只有十几棵，比起占 95℅的古柏来说可谓凤毛麟角，但它却是黎阳的一

道独特风景。 这些古槐大都是树龄超过 300年的一级文物，可谓老寿星了。 当地流传

着一句俗语，“千年松，万年柏，搁不住老槐树一眯瞪”。

（水灾、旱灾、雹灾、蝗灾）

①

②

③

④

⑤

图①虽倒犹存的“宋槐”根。

图②传说中的“龙槐”。

图③为董永说媒的“老爷槐”。

图④被誉称“保护神”的“明槐”。

图⑤文庙内残存的“槐抱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