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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不妨选市树
——洛阳市树刍议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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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才不遇 归家备受冷落

苏秦，字季子，东周洛阳轩里人，是与张仪齐名的
纵横家，政治主张为合纵，即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对付强
大起来的秦国。

纵横家在当时可谓“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
熄”，苏秦最为辉煌的是劝说六国国君联合抗秦，堪称
辞令之精彩者。

在得志前，苏秦却历经坎坷。
出身农家、素有大志的苏秦，随鬼谷子学习纵横捭

阖之术多年，后到秦国游说。在秦国，他先后给秦王上
书十次，秦王毫不理会。一段时间后，本不富裕的苏秦
衣服也破了，身上的盘缠也用完了，连吃饭都成为问题。

空有一身学识，无处可用，此时的苏秦，苦闷到了
极点。在人生最不如意的时候，落魄的苏秦想起了家，
想回到家得到一丝慰藉。于是，背上书籍、挑起行李，
回到洛阳。

看到苏秦失魂落魄的样子，他的妻子织着布，连手
都不停；向嫂子要口吃的，也不搭理他；父母更是连话也
不和他说。此时的苏秦，像被推到了冰窖里，浑身发冷。

富贵还乡 家人执礼甚恭

尽管遭受家人冷落，但苏秦没有就此消沉，而是更
加发奋地读书。他决心重新开始学习，打开书箱，找到
了专讲谋略战术的《太公阴符》，苦心研读。昏昏欲睡
时，他就拿锥子刺自己的大腿，为了保持清醒，有时候
腿上甚至鲜血直流。

像这样刻苦钻研了一年后，苏秦开始周游列国。
因为愤恨秦国，他便说服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合纵
抗秦，被封为“纵约长”，做了六国的丞相。在前往游说
楚国的时候，苏秦经过洛阳。这时他已身佩数国相印，
富贵非常。

曾经冷眼相待的家人，此时的态度来了个大转
弯。父母听说他途经洛阳，便把家门口的道路打扫得
干干净净，跑到郊外三十里地迎接；设置礼乐，安排了
筵席。他的妻子见了他，不敢正视，苏秦说句话，他的
妻子连忙侧耳倾听。

她的嫂子更是夸张，不顾长幼之礼，趴在地上行大
礼谢罪。苏秦调侃道：“嫂子，为啥以前对我那么傲慢
而现在对我这么恭敬？”他嫂子回答：“那是因为兄弟你
地位尊贵，有很多钱呀！”苏秦不由叹息：“唉，贫穷时遭
人嫌弃，富贵时遭人畏惧。人生在世，地位财富，真不
可忽视啊！”

前倨后恭：
落魄回家遭白眼
衣锦还乡享厚待

本报记者 武怡晗

成语词典

【成语】前倨后恭
【人物】苏秦
【释义】倨：傲慢；恭：恭敬。以前傲慢，后

来恭敬。形容对人的态度改变。
【出处】《战国策·秦策一》：“苏秦曰：‘嫂何

前倨而后卑也？’”在《史记·苏秦列传》亦有记
载：“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

近日，周口向广大市民发出征集令评选市树，
引起广泛关注。其实目前已有很多大中城市拥有
市树。市树不仅代表城市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文
化底蕴、精神风貌，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还对
带动城市绿色产业发展，优化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
市品位和知名度，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有深远意
义。洛阳的市花是牡丹，但市树尚未被评定，建议适
时开展此项活动，打造洛阳又一独特“名片”。

市树一般为乔木，有栽培容易、适应性强、寿命较长、
分布广泛、历史悠久、树形美观等特点。同时该树种体现
了城市绿化风貌和历史，彰显城市特色。我国很多大中
城市都拥有市树。

洛阳自古就有植树养花的习俗，这里花木多，但在城
市绿化中，种植最普遍的是桑、杨、柳、榆、槐、松、柏等7
种乔木。

贾谊在《胎教》中记载，“桑者，中央之本也”。天下的
“中央”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大地，桑树的人工栽培
史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桑树又被称为神树、吉祥树，是优
雅的观赏树种。因此，桑树是远古至汉唐时期洛阳重要
的园林绿化树。

杨、柳、榆、槐（国槐）曾长期是洛阳的绿化树种。《诗
经·小雅》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表明周代洛阳道路两
旁，多种植杨柳。那时，杨树和柳树不分，后世所称的杨
柳，仅指垂柳。

汉魏时期，洛阳夹道种植白杨和柳树，汉末《驱车上东
门》中载，洛阳上东门大街一带“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
路”。人们开河引水，植柳造景，“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成为洛城美景。

隋朝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在运河两岸，自洛
阳至江都两千余里广种榆树和柳树，树荫相交，风景如画。

1923年，吴佩孚下令在洛阳市内马路两旁，种植杨、柳、
榆、槐4万余株。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些树木仅剩8000余株。

松树和柏树在洛阳也有悠久的栽培史，公元前249
年，秦灭周，设三川郡，下令洛阳道路两旁“三丈而树，树
以青松”。汉魏以后，松柏除用于道路绿化外，还广泛种
植于园林、寺庙、陵墓中，北宋洛阳名园“松岛”，以松柏茂
盛而著名，今关林、汉光武帝陵仍有古柏数百株。

1954年，洛阳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
新规划和铺设了一批城市道路，法桐成为主要绿
化树种。

法桐，即悬铃木，原产东南欧、印度及美洲，
在晋代时传入我国，被称为祛汗树、净土树。虽
然较早传入，但未能长期发展。近代悬铃木大量
传入我国约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主要由法国
人种植于上海的法租界，故称为“法国梧桐”，简
称“法桐”，其实该树种并非法国原产。

法桐与中国梧桐的叶相似，其实二者不同
科，关于梧桐的描绘，最早可见于《诗经》，《大雅·

卷阿》有“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
朝阳”之句，成为梧桐引凤凰传说的最早来历。
梧桐在古时的洛阳被广泛种植，如北宋李格非

《洛阳名园记》载，“桐梓桧柏，皆就行列”，北宋洛
阳名园十九处，多植梧桐树，最著名的是丛春园。

洛阳的法桐是1956年从上海引进的，当年建
成的金谷园路、白马寺路等道路两侧以及之后建
成的凯旋路两侧都种植法桐。另外，1956年建成
的景华路、纬二路（今中州西路）以及中州路（今中
州中路）的多数行道树也先后换为法桐。目前，洛
阳是法桐种植最多的城市之一。

银杏树又名白果树，生长速度较慢，寿命极长，
自然条件下生长的银杏从栽种到结果要20多年，大
量结果要40多年，因此别名“公孙树”，有“公种而孙
得食”的含义，是树中的老寿星。

银杏树具有观赏性、经济性及药用价值。银
杏树是第四纪冰川运动后遗留下来的最古老的
裸子植物，是世界上十分珍贵的树种之一，因此
被当作植物界中的“活化石”。

洛阳银杏树的栽培从汉代开始，目前洛阳最古老
的银杏树位于洛宁县故县镇政府院内，树龄2000余

年，这里是古代的龙泉观遗址。这棵古树树北有一泉
眼，溪水从树间流过，成就了“木木林中水”奇观。

唐代时，洛阳的园林和寺庙大量栽植银杏树，
诗人元稹有“借骑银杏叶，横赐锦垂萄”的名句。汝
阳云梦山下的桃源宫有一株千年银杏树，为唐代所
植。嵩县白河镇云岩寺遗址上的唐代银杏树达67
棵，2007年这些古银杏树以“古寺庙内千年银杏树
最多”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其周边，树龄超过
500年的有数百棵。2012年，中国野生植物保护
协会正式授予嵩县“中国银杏之乡”称号。

目前，全国近百个大中城市已评出市树。一般
一个城市的市树是一种，有些城市以两种树为市树。

北京的市树是国槐与侧柏、天津是美国白
蜡树、重庆是黄葛树、上海是白玉兰树。

以香樟为市树的最多，分别是湖北鄂州、十
堰，湖南长沙、岳阳、湘潭、株洲、衡阳、娄底、常
德，江西南昌、吉安、新余，安徽安庆、芜湖、黄山、
马鞍山，浙江杭州、宁波、金华、义乌，福建龙岩、
永安，贵州贵阳等。

以国槐为市树的城市次之，有辽宁鞍山、辽
阳、盘锦，甘肃兰州，陕西西安，山西太原、长冶，

山东济宁。
以银杏为市树的，有四川成都，辽宁丹东，浙

江湖州，山东临沂，江苏邳州，江苏泰兴。
在其他评出市树的城市中，吉林延吉、广西

柳州、辽宁本溪和营口的市树是柳树，辽宁沈阳、
山西大同、内蒙古呼和浩特是油松，山东青岛、江
苏南京和淮阴是雪松，海南三亚和海口是椰树，湖
北武汉是水杉，湖北襄樊是女贞，辽宁抚顺是杏
树，福建厦门是凤凰木，辽宁锦州是桧柏，辽宁阜
新是樟子松，安徽合肥是广玉兰，安徽淮南是法
桐，福建福州是榕树，河南信阳是桂花树等。

七种乔木绿古都

法桐植遍新洛阳

千年银杏迎风雪

奇树名木说菩提

全国市树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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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忠（公元462年至公元518年），字
思贤，又字千年，北魏洛阳人；曾官至侍
中、领军将军，权倾一时。

于忠出身名门，是北魏名将于栗的
曾孙；初仕孝文帝，任武骑侍郎、太子翊
军校尉，被赐名登，以朴直见称；宣武帝
时渐被重用，以平元禧之功，封魏郡开

国公，宣武帝改其名曰忠；正始二年（公
元505年），为太府卿、使持节，兼侍中；
曾为西道大使，代表朝廷巡抚诸州县。
其间，他严厉执法，对政绩突出的官吏，
及时上报朝廷予以奖励，对贪赃枉法、
罪大恶极者，刺史、镇将押送京城由中
央处理，守令以下，就地正法。

于忠后为卫尉卿、河南邑中正，与
吏部尚书元晖等论定代方族姓。外戚
高肇专权，忌其为人，屡谮（zèn）之于宣
武帝，于忠出为安北将军、定州刺史。

延昌初年（公元512年），迁侍中、领军将
军。宣武帝崩，于忠与侍中崔光拥立孝
明帝，遂秉朝政，权倾一时，朝野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以于忠权势
日盛，劝太傅、侍中元雍贬黜之，于忠遂
矫诏杀郭、裴两人，并欲杀高阳王元
雍。因崔光反对，元雍幸免。于是，朝
廷诏命生杀皆操于于忠一人之手。

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八月，胡太后
临朝称制，于忠为仪同三司、尚书令，余官
如故。后来，在众大臣的强烈要求下，胡

太后不得已才出于忠为使持节、都督冀定
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

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 516 年），御
史中尉元匡上奏明帝及胡太后，数说于
忠罪状，要求对其惩处。但因为于忠在
宣武帝崩后，保护胡太后免遭高太后杀
害有功，所以，胡太后竭力庇护他。熙
平二年（公元517 年），又拜于忠为尚书
右仆射、加侍中、领军将军。熙平三年

（公元518年），于忠卒，谥号敬武。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于忠：北魏初年之重臣 忠心护主受庇护

洛阳自古多奇树名木，它们已成为洛阳园林史
和城市绿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兹举数例。

西晋《晋宫阁名》记载，“华林园，君子树三
株，万年树十四株，白银八株”。华林园是魏晋皇
家园林，这里有君子树、万年树、白银树。君子树
形如柳、松，万年树是一种枝条优美的高大乔木，
白银树是一种常绿乔木，它们为洛阳独有树种。

魏晋《洛阳记》记载，“明光殿前，有长生木树
二株”。《邺中记》记载，“长生树，世谓之西王母长
生树”。这些是来自西域的树种，古代洛阳外来
树种很多，最著名的是菩提树。

菩提树，又名娑罗树、七叶树，是佛教“圣
树”，东汉以后随佛教引种到洛阳，广泛种植于园
林和寺庙中。洛阳现存最古老的菩提树位于栾

川县重渡沟一寺院遗址内，为唐代所植，树围3.5
米，高30余米，就此看来，洛阳的气候及环境适
合种植菩提树。

菩提树树干耸直，冠大荫浓，是优良的行道树
和园林观赏植物，可作人行步道、广场绿化树种。

同时，菩提树的叶芽可做茶，皮、根可制肥皂，
叶、花可做染料，种子可提取淀粉、榨油，入药有安
神、理气、杀虫等作用，可用来造纸、雕刻、制作家具
及工艺品等。

哪种树适合作为洛阳的市树？这需要广泛
评议，依个人之见，桑、杨、柳、榆、槐、松、柏、银
杏、法桐皆可为之。如果选择最能代表洛阳的，
非菩提树莫属，因为它与牡丹一样，是历史赐予
洛阳的又一张独特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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