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消逝的“它们”
古树名木也是生命体，不可能永世长存。因为生

态条件变化、基础设施建造等因素影响，有些新陈代
谢、自然老去是正常的；有些因台风、洪水、病虫害等
自然灾害的侵袭而不幸死去，亦属不可抗拒。

2019年8月10日，台
风利奇马袭来，映山湖南
边编号68的一棵山合欢
被截断，一击毙命

天心台编号119、横
云山庄编号198的乌桕，
因天牛虫害相继枯死

万方楼编号180、忍
草庵编号56的红籽冬青
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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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守护城市的“绿色宝库”

站在先月榭欣赏锦汇漪的四季
景色，你会发现寄畅园大多数的美景
是树木带来的。不管是近远层次的烘
托，还是上下色彩的变化，树木的枯荣
代谢为园林演绎了生命动感，使所有
的景物栩栩如生、流光溢彩。树木，不
仅记载着园林生命，也赋予了园林灵
魂。没有了树木，园子空具形骸。园
林如此，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
我们的城市没有了树木，它会变成什
么样子？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江南名
城，它又应该有着怎样的树木文化？

无锡历史上古树名木以惠山、马山
为多，许多寺庙、庵院、村庄都有古树的
记载。然而，清代后期开始的战乱动荡
带来了无尽灾难，尤以太平军兵燹、日
寇侵华为甚，城市几至倾圯，山野面目
疮痍。经过浩劫，得以幸存下来的古树
名木可谓凤毛麟角。而且很长一段时
间，对古树名木缺少系统认识和有效管
护，树木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无锡才开始对古
树名木进行系统调查和保护。

据《无锡园林志》记载：1981年 4
月，无锡园林管理部门代为起草《江苏
省古树名木鉴定标准》，经江苏省有关
部门颁布后在全省实施。1982年，市
园林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关
于加强城市和风景名胜区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的意见》，结合我市具体情况，
制定古树名木标准和管理规定，并在
市区进行实地调查。1982 年、1984

年，先后两次确定无锡市第一、二批次
古树名木保护名单，并挂牌保护。其
中，第一批计67棵，第二批计114棵。
1994年组织复查，对复查时留存古树
名木152棵进行有效复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旧城区改造如
火如荼，古树名木保护进退失踞。到
1998年，调查发现第一、二批次古树名
木实际存活126棵。1999年《无锡市古
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出台，对古树名木
定义、论定标准、主管部门和管护单位
（人）责任、市民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要
求，并确定第三批次的80棵古树名木保
护名单，连同存活的前两批次树木统一
编号，共计206棵。此后，2001年10月
确定的第四批古树名木保护名单194
棵，2007年11月确定的第五批古树名
木保护名单131棵，五批合计531棵。

2012年11月14日，无锡市政府公
布《无锡市古树名木保护办法》，自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2013年8月，
公布新的古树名木目录，其中无锡市区
列入古树名木目录予以保护的树木有
500棵。

应当细化保护措施

保护保护，要保要护。对于列
保树木科学制订养护规划和日常
计划，建立监管台账，加强树体保
护、日常养护与病虫害防治，对病
弱树木施行复壮处理。对于珍贵
名木，应当一树一策，划定保护范
围，维护其良好生存环境。提倡原
地保护，应落实刚性约束，切实减
少直至杜绝城市更新改造、地块开
发中对古树名木及大树老树的随
意迁移、人为破坏。对位于风景名
胜区的古树名木尤其应予妥加保
护，整理周边环境，确保光照条件，
保障正常生长，合理加以利用，形
成园林新景。

应当实现动态管理

加强普查、筛选、建档、跟踪等
工作，及时将新发现的古树名木纳
入保护目录，实施动态管理，同时
建立后备目录，延伸保护手段，并
在每年植树节向社会公布城市古
树名木的最新保有情况。完善铭
牌标识，改变目前仅用铁丝围挂树
茎的损害树木健康的不良方式，尽
快修改古树名木铭牌标识的设计
款式、公示内容和设置方式，做到
既美观醒目，又利于保护、不损害
树木，让标识牌与树木一起成为锡
城的美丽名片。

应当切实依法管理

目前对于古树名木保护，中
央、省、市都有相应的政府规章，制
度体系较为完备。相关行政部门
应切实履行职责，加大执法管理力
度，敦促法规明确的古树名木责任
单位、责任人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并严肃查处人为故意损害古树名
木的行为。对于列保树木死亡的，
应依规查清原因、认定责任、作出
处理，并问社会公开。应加强专门
人才培养，有效利用科学技术手
段，提升古树名木保护专业能力，
做到长有队伍、代有专才。

应当加强宣传引导

利用多种渠道和方式，宣讲古
树名木的生态学价值和历史文化
价值，增强全社会的责任意识，适
时开展“志愿守护”等公益活动，发
动全体市民共同爱护古树、珍惜名
木，切实减少人为破坏，善尽保护
之责。

古树名木是城市的“绿色宝
库”。探访还将继续，我们真诚希
望这个城市有源源不断、生生不
息，永远讲不完的古树名木故事。

根存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和祖先赋
予我们的财富，它既有生物学价
值，又有历史文化价值。在城乡绿
化大力拓展增量的同时，尤应把古
树名木、特色乡土林木的存量保护
好，敬畏自然，敬重先人。我们呼
吁全社会行动起来，完善积极管理
与有效保护的具体措施，珍惜这份
不可复得的宝贵遗产。

七年只是历史一
瞬，城乡面貌却经历巨
大变迁。500位历史见
证者是否依然安好？

今年初，我们开启
了探访之旅。虽因疫情
影响，寻访工作比计划
有所滞缓，但七个月的
时间，我们在市区范围
内兜兜转转、寻寻觅觅，
踏勘了330多棵古树名
木的生境状况，并书写
了23棵有代表性的树
木的真实模样和它身旁
的故事。我们为见证古
意苍苍、欣荣蓬勃而欣
慰，也为目睹衰败羸弱、
奄奄一息而感伤，更为
无从查证、失踪泯灭而
痛心。

古访

此外，海桐、桂花、构
骨、黄杨等一些特色名木
也屡现不祥。个别散布在
城乡角落的国槐、石栎、柘
树、桑树、丝绵木、广玉兰
等健康状况堪忧，甚至苟
延残喘，或已失踪。

石
栎

录记

超过500年树龄
有银杏、苦赭等

超过200年树龄
有白玉兰、榉树、腊梅、香
樟、朴树、黄连木、麻栎、
桂花、雀梅藤等

*古树名木存量，园
林四大景区近半，尤以惠
山古镇为最多

大部分
处于100—200年树龄

不足百年树龄
有杜鹃、雪松、五角枫、茶
梅、紫薇、榧、厚皮香、檫、
红豆树、皂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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