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江周刊
投稿邮箱：zjrbxjd@163.com西津渡西津渡责编 花蕾 美编 花蕾 校对 邱舒10 2023年3月10日 星期五

早春时节，宝华玉兰率先报春，满树
芳华竞相绽放，花硕如莲香气袭人，这是
宝华玉兰一年中最艳丽的高光时刻，只见
山下车水马龙，踏春的人们呼朋唤友、三
五成群来到这里欣赏被誉为“植物大熊
猫”的珍稀树种，寻找春天的气息。

宝华玉兰是郑万钧先生于 1932年在
宝华山北坡的天然次生林里发现的。那
时他才28岁，在中国科学社生物学研究所
任植物学研究员。为摸清江苏的树种资
源，受研究所派遣，他不辞劳苦常年跋涉
于荒山野岭，采集树木标本。他在宝华山
锅底洼谷地山坡发现并首先采集到一种
玉兰属新品种，它树干直立，呈灰色或淡
灰色，手感平滑，仅存 18株。成年植株超
过 10米，与毛竹、紫楠、野核桃、枫香等伴
生，但林下岩石裸露，未见其幼苗。每当
春季，未叶先花、花大如莲，匙形的花瓣由
基部沿中线向上呈紫红色由深渐浅，长约
15公分，宽约 4公分，它不同于花期相近
的紫玉兰，更不同于白玉兰，它是介于玉
兰和木莲之间的一个自然特有物种。

郑万钧把采集到的标本，送给林学界
学术泰斗陈嵘教授鉴定，确认是玉兰科植
物中新发现的品种，其稀有程度堪比大熊
猫，遂以宝华山名给新品种命名为宝华玉
兰。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宝华玉兰和许
多亚热带植物，远在 300万年的新生代曾
繁荣地生活在东亚大陆。后来因气候变
化，历经冰河期严寒的侵袭，全球气候变
冷，多数物种灭绝，部分物种南移。而宝
华山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山
峦起伏地形复杂，雨水充沛，土壤肥沃，小
气候温和，在沟谷坡地保存了宝华玉兰、
南五味子、南京椴和紫楠等渊源古老的树
种，是研究古气候、古植物的活化石。经
专家呼吁，现在宝华山已经被列为国家级
森林保护区，宝华玉兰被列为《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极危种，
是全球绝无仅有的瑰宝，是镇江的骄傲，它
和虎凤蝶一起成为江苏仅有的两张生物名
片。发现宝华玉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南
京林业大学郑万钧教授，人称“宝华玉兰之
父”，他虽已作古，但是他的贡献却在科学
界永驻。

郑万钧教授1904年生于徐州，1923年
以优异成绩从江苏省第一农校毕业，次年
调入东南大学，破格提升为树木学助教。
1929-1938年任植物学研究员，1939年获
法国图卢兹大学森林研究所博士学位。回
国后先后在云南大学、云南植物研究所、中
央大学、中山陵园植物园、南京林学院、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任职。1953年评为一
级教授，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
部委员。历任中国林学会第一届理事，第
二、三届副理事长，第四届理事长和全国政
协第四、五届委员。

郑教授治学严谨，重视调查研究，曾
在华东、西南等地从事森林植物的调查研
究，调查各地区的树种组成、分布和生长
过程，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1945年
郑万钧和胡先骕教授，共同对四川万县的
标本进行研究，发现它与日本第三纪地层
中的化石十分相似，遂联名日本古植物学
家代三木茂教授正式建立水杉新属和命名
水杉新种，论文于 1948年发表，立即成
为轰动植物学界的珍闻，被誉为二十世纪
植物学上最重要的发现，是中国科学家作
出的伟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水杉被列
为国家一级保护树种。1973年建立水杉
母树管理站，如今，已在国内广泛栽培成
功，并成功引种至亚非、欧美等 50多个
国家和地区。

郑教授一生先后命名了100余个树木
新种和三个新属。“文革”期间，他为编写

《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组织了全国两

百多个单位、五百多位科技人员，历时三年
完成，于 1978年出版，同年被评为林业部
科技成果一等奖。郑万钧晚年主编的《中
国植物志》第七卷准确地鉴定了我国已发
现的全部裸子植物种系，建立了一个新的
分类系统，阐明了各种系的地理分布区，好
评如潮，1981 年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
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遗憾
的是，他有生之年未能见到他主编的这一
巨著问世。

可以告慰郑教授的是，为了保护宝华
玉兰，1984年建立了面积为 34平方千米
的江苏省句容宝华山自然保护区，1996
年又升级改建为国家级森林公园。他们从
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对宝华玉兰进行了采
种育苗和人工栽培，目前年产宝华玉兰良
种优质苗5万余株，各种规格苗木达10万
余株。对宝华玉兰成年植株进行了筛查，
对遗传性状优良及变异单株进行了扩繁，

积极选育。2021年完成对母树挂牌认证
工作，通过留优去劣、配方施肥等一系列
的措施，减轻了宝华玉兰结实大小年的现
象，还发现了 22株天然种群野生成年个
体，落叶阔叶林下也发现有宝华玉兰幼
树，丰富其遗传多样性。与此同时，还实
施了“异地迁移保护”策略，上海植物园
2017年引种的5株宝华玉兰，已经盛开在
木兰园。目前宝华玉兰在南京中山陵、雨
花台等地城乡园林绿化与生态景观建设中
均有较好的应用，未来将有序扩大栽植范
围，提升林木数量基数，为资源保存打好
基础。更让人惊喜的是去年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植物专家在湖南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
发现了宝华玉兰，这是 90年来在镇江宝
华山之外的首次发现，拓展了该极危物种
的自然分布区，对保护这个野生资源有着
重要意义。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作者提供）

镇江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具有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水上客货运输由来
已久。鸦片战争后作为长江干流上第一批
开放的通商口岸，英、美随即就有五艘轮船
专驶镇江-九江-汉口一线。港口码头由原
来自然港湾驻泊木帆船，逐渐向靠泊轮船
的近代港口发展。1873年招商分局开始自
营了长江航运。港口最繁忙时有 60多家
小轮公司，年吞吐量 120万吨以上，日客运
万人次以上。

上世纪 70年代初我因上班离家远急
需买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凭票供应，没
票有钱也只好干瞪眼。好不容易上海亲戚
帮忙弄到一张票，我便去沪提车。哪知铁
路不给托运，一筹莫展中表弟说乘船可带
自行车，于是便排了两个小时队买了船票
乘船回镇江。带着崭新的自行车早早到十
六铺码头候船，夜幕下的黄浦江畔，汽笛声
声，马达轰鸣，灯光璀璨，万国建筑博览群
一览无余。晚上十点汽笛一声长鸣，我乘
坐的长江大轮到了，我只记得是东方红号，
但记不清是几号了。

我是首次乘大轮船，远望江中即将停
泊的大轮，我觉得那简直就是一幢大厦。
船身有百米长，水上有四层，听说水下还有
两层，高大雄伟，威风凛凛；船尾飘扬着五
星红旗，鲜艳夺目。

我推着自行车手持船票，排队检票进
入大轮。我买的是四等舱，乘务员将船票

换成某层某号的卧室牌。四等舱是面对面
的两排铁架子床，共有十六个床铺。两边
是门，门外是走道。我好奇地摸摸墙壁，那
是白磁漆刷的，光滑滑的。躺在标有“东方
红某号”红字的白床单上，还有盖的毛毯，
非常惬意——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在不考虑
时间的前提下乘船无疑是最舒服的！

票价低廉的轮船是多数平民百姓长途
旅行的首选。我在船上乱逛，看到几个农
民模样的人也在船上到处看，正当他们抚
摸着墙和门感慨时，突然一个女同志从门
里面走出来。等他们看清门上写着“女厕
所”字样时惊讶不已，说轮船上的厕所真干
净！后来我出差到南通、汉口坐大轮大多
买四等舱。有时买不到票则选择坐五等
舱，那是大房间，床铺一排排每排有三层。
我也买过三等舱，价格要高一点（出差高出
四等舱的费用要自贴），室内环境宽松一
些。大轮上还设有一、二等舱，条件就更好
了。客轮上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开水间、洗
漱间、厕所、浴室、医务室、餐厅、小卖部、邮
电所……在小卖部可买到市面上紧俏的

“飞马”“大前门”等香烟。五等舱之外还有
大轮水下最底层的散席票，大空间，不甚明
亮，通风不畅，价格十分便宜，又是另外一
番景象。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各自随意在铁
地板铺一张席子、有的只垫个硬纸板。随
身带的各式物品，有大箩小筐，盛鸡鸭的是
用竹编的扁圆形镂空篓子，上面有盖，竹篓

虽浅平但是特别大，根据小鸡小鸭的实际
情况设计得很实用。每个竹篓能盛小鸡小
鸭数百只。竹篓下兜着绳索，可用扁担挑
起。还有硬木包装箱（装有机械配件或螺
丝等）等大包裹，甚至还有带八仙桌等大件
家具的。

我逐渐了解到长江客运的航线有汉申
线、汉宁线、汉渝线等。汉申线是汉口至
上海，停靠汉口、九江、安庆、芜湖、南
京、镇江、南通、上海。汉宁线是汉口至
南京，汉渝线是汉口至重庆。上世纪 70
年代长江客轮大多是以国产新轮船东方红
ⅹⅹ号命名，全国劳模杨怀远就在东方红
客轮上工作。

轮船起航后在远光灯的照射下，展现
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长江航道。客
船的汽笛声划破了江面的夜空，两岸的景
色变得朦朦胧胧，犹如雾里看花。螺旋桨
在船尾搅动起白色的浪花，不停翻滚。等
天逐渐亮了，坐在床上也能看到两岸风
光。我站在走道倚扶船舷，江风扑面，海
鸥就在不远处飞舞，颇有情趣。长江下游

宽阔的江面，给人留下海面般的感受。溯
江而上不同的江面不同的景色，岸上的村
庄、树林、山峦、河道、农民、牧童，以
及渔船下网、鱼鹰捕鱼，大帆船鼓满风帆
摇桨前行，让我眼花缭乱。江面上大小船
只穿梭来往都离得远远的，避开大轮过后
那很深的一道水槽漩涡。有次我突然看见
江中一排黑影穿梭于浪中，一拱一拱的，
有七八条，只能看到它跃出水面的一点背
脊。有人大声叫：江猪(江豚)、江猪！一
会儿便不见了。

轮船每层都设有餐厅。餐厅是玻璃门
窗，小桌子、木凳子摆放整齐。饭菜物美价
廉，早餐是粥、馒头、包子、菜汤面，还有榨
菜、腌萝卜条；中午、晚上是米饭、盖浇饭
等，配有多种菜肴供应，比火车餐车的更可
口实惠。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航行，中午抵
达镇江港。

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长
江上建成多座大桥，高铁、高速公路不断延
伸，人们不再选择乘轮船出行，长江客轮离
我们已远去。

在我国古代浩瀚的诗海中，与“植树”有关的诗颇多。它们有的
强调植树造林绿化美化环境的深远意义；有的借“植树”喻人，生动
传神；有的嬉笑怒骂，抒发内心的情感……这些“植树”诗耐人寻味，
不仅以其独特的形式增添了魅力，更以其朴实的语言、深沉的情感、
丰富多彩的内涵，令人拍案叫绝。现采撷几首，与大家分享。

东晋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道：“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
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陶渊明
爱植树，住宅前面是果园，住宅后面的空地种了榆树和柳树。陶渊
明对易生易长的柳树情有独钟，他种了五棵，自称“五柳先生”。

“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
楼齐，我行尚未旋。”是唐代诗人李白《寄东鲁二稚子》中的诗句。李
白种的桃树由于忙碌无暇顾及，三年之后，桃树竟与房子一样高了。

唐代诗人杜甫也喜爱植树。他在《诣徐卿觅果栽》中云：“草堂
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
来。”可见杜甫植树不易，由于穷愁潦倒，他只好向石笋街果农索取
树苗。“幽荫成颇杂，恶木剪还多”，杜甫草堂的树又多又杂。

“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
折是何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忆江柳》中的诗句。白居易写有多
首植树诗。他被贬忠州刺史时，赋了《东坡种树》一诗：“持钱买花
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白居易大面积种植果
树，除了桃树、李树、梅子外，凡是能买到的果树他都种。此外，白居
易还种风景树。他在《春葺新居》诗中说：“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
时。栽松遍后院，种柳荫前墀。”

唐代的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柳宗元写有植树诗《种
柳戏题》：“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
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柳宗元任柳州
刺史时，带领下属与老百姓一道在柳江边植树造林，他离任时柳江
岸上已绿树成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宋代苏东坡作有《戏作种松》一诗：“我昔少年时，种松满东冈，
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苏东坡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植树。“东风
二月苏堤路，树树桃花间柳花”，说的是杭州西湖的景点——苏堤。
苏东坡在杭州当官时尤其重视植树造林，筑起了长堤，种上了桃树、
柳树……

“人能百岁自古稀，松得千年未为老。我移两松苦不早，岂望见
渠身合抱。但怜众木总漂摇，颜色青青终自保。”出自宋代的王安石

《松》诗。王安石也是喜爱植树之人。他晚年隐居于南京紫金山麓，
屋前屋后种满了树，松、梀比比皆是，他的诗句“扶疏三百株，莳梀最
高茂”，是说种了三百棵树木，梀是长得最高大的一种树。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带领官兵在河西走廊沿路六
百多里种上了柳树二十六万棵，人们把这些柳树称作“左公柳”，至
今传为佳话。清人杨昌溪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
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惊蛰，又名启蛰，是仲春时节的开始。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
为雷，故曰惊蛰。意即因冬眠而蛰伏于泥土中的昆虫被春雷惊醒。
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极具特色的一个节气。

农忙正当时。唐诗有云：“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
闲，耕种从此起”。农谚也道：“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九尽杨
花开，农活一起来”。我国劳动人民历来重视惊蛰这个节气，并将它
视为春耕开始的日子。在华北，人们有“惊蛰不耙地，好比蒸馍走了
气”的防旱保墒经验谈。在江南，人们要适时追肥，浇水灌溉，防止
湿害。在华南，人们也需做好早稻播种和秧田防寒工作。待气温回
升，还要对茶树进行修剪和施肥，对各类果树也要施好花前肥。每
逢惊蛰到，恰是农忙正当时。

祭祀敬雷神。《周礼》中记载：“惊蛰，孟春之中也，蛰虫始闻雷声
而动”，可见“惊蛰”一词源于雷声。古人认为雷神是鸟嘴人身、背生
双翅、持锤擂鼓的神灵，故在每年惊蛰之时都会祭祀雷神，祈求一年
的风调雨顺。惊蛰虽不及立春的唯美和春分的暖煦，是一个寻常的
过渡节气，人们的祭神行为也多是出于自发和自愿，但在我国的很
多地区，每到惊蛰，家家户户都会贴上雷神的招贴画，然后摆上贡
品，以祭神灵，或是去雷神庙燃香祭拜，虔诚祈愿。惊蛰节气看似平
凡，实则响亮。

养生好食俗。在我国民间，素有“惊蛰吃梨”的食俗，人们将“惊
蛰吃梨”寓意“害虫分离”，“梨”谐音“离”，意在让疾病远离身体。从
养生的角度来看，惊蛰时节，乍暖还寒，气候比较干燥，极易口干舌
燥，感冒咳嗽。而梨性寒味甘，有润肺止咳、滋阴清热、祛火怡神之
功效。梨可生食或榨汁饮用，阳虚胃寒的人也可将梨制成羹汤或小
吃，如蒸梨、梨汤等。惊蛰吃梨还可助益脾气，令五脏和平，增强体
质，远离病菌侵扰。在苏北和山西一带，还流传有“惊蛰吃了梨，一
年都精神”的民谚。

民间古习俗。在广东民间，因有“祭白虎化解是非”的说法，所
以惊蛰这一天有“祭白虎”的习俗。在古人看来，老虎既可怕又可
敬。白虎星君是战伐、杀戮之神，也是口舌、是非之神。如果“犯白
虎”，一年之内必有小人横行，前程诸般不顺。现在，人们“祭白虎”
通常是祭拜黄色黑斑纹的纸老虎。祭拜时，以猪血喂之，令其吃饱
后不再出口伤人。并以生猪肉抹在纸老虎嘴上，使之充满油水，不
能说人是非。同时，在香港等地还有惊蛰“打小人”的习俗，常与“祭
白虎”同时进行。

如今，虽然农耕时代已经远去，但很多与惊蛰节气相关的传统
生产、生活方式并未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人们在数千年岁月中应
天顺时流传下来的一些民俗，依然绽放着别样的光彩，让我们能在
繁杂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一条贴近自然的本真生活之路！

趣品植树诗
□ 刘广荣

古今趣俗话惊蛰
□ 汪小科

宝华玉兰之父郑万钧
□ 霍义平

关于长江客轮的记忆
□ 于锡强

宝华玉兰宝华玉兰 徐群徐群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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