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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棵古槐树的年轮里藏着菜王村
的全部历史。据郑州市相关部门 2018
年认定，这棵国槐树龄已达 408 年，与
菜王村同龄。时任菜王社区主任董枝
春讲述的村庄起源如同一张泛黄的老
照片：明朝洪武年间，王姓两兄弟从山
西洪洞县迁徙至此，以种菜为生，尤其
以种植冬瓜、大白菜闻名于当时的郑
县，因此得名“菜园王”。清朝末年，村
庄改称“菜王村”，而这两兄弟在村前种
下的 3棵槐树中，唯有这一棵顽强地存
活至今。

82岁的王北定老先生记忆中的 20
世纪50年代菜王村，是一幅典型的北方
乡村水墨画：村子分南街和北街，百十户
人家清一色的青砖小瓦房，金水河绕村

西而过，河水清澈见底，岸边柳枝轻拂，
村姑们在河边洗衣嬉笑，老人们在槐树
下谈古论今，讲述着金水河上游黄龙岗
和后河芦村的奇闻轶事。那时的古槐正
值壮年，是村庄生活的中心舞台，也是村
民集体记忆的储存库。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2007年菜王
村完成了拆迁改造，大部分区域变成了
现代化的酒店和写字楼。2015年 2月，
五里堡街道办事处将菜王社区与康复路
社区合并为“馨康社区”，连承载着 400
年历史的村名也消失在行政版图上。唯
有这棵古槐树被完整保留下来，成为村
民与故土最后的物理连接点。

正如董枝春所说：“在菜王村民心目
中，看到了这棵古树，也就回到了故乡。”

400年古槐守望城市乡愁：

一棵树与一个村庄的世纪

在郑州繁华的中原路与大学路交叉口东南角，
金水河在此优雅地转弯向北流去。河岸边，一棵树
龄超过400年的古槐树静静矗立，它斑驳的树干上
镌刻着岁月的痕迹，茂密的树冠投下层层叠叠的绿
荫。这棵被列为郑州市二级古树名木保护的老槐
树，不仅是郑州市中心罕见的绿色活化石，更是原
菜王村村民心中无法割舍的乡愁象征。它如同一
部活的历史书，见证了郑州的沧桑巨变，也记录了
一个村庄从兴盛到消逝的完整轨迹。

站在金水河畔仰望这棵 400
年的古槐，不禁让人思考城市发
展 与 传 统 保 护 之 间 的 辩 证 关
系。古槐所在的位置极具象征
意义——金水河得名于 2500 年
前春秋时期郑国丞相子产的典
故，反映了中原文化的深厚积淀；
而距古槐 800米处曾有的子产祠
以及河岸上的古鼎新翳雕塑群，
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历史记
忆。如今，这些文化元素与现代
都市景观并置，形成了一种时空
交错的美学体验。

菜王村的变迁是中国城市化
进程的微观缩影。统计数据显
示，2000 年至 2020 年间，中国城
镇化率从 36.2%升至 63.9%，数以
万计的传统村落消失在城市化浪
潮中。在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中，如何保留乡村记忆、延续文
化根脉成为重要课题。古槐树的
保护经验表明，具有高度象征意
义的物质载体可以成为平衡发展

与保护的支点。
有城市学家指出，真正的城

市现代化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和
基础设施上，更体现在对历史文
化的尊重与传承上。保留一棵古
树，看似微不足道，实则为城市居
民提供了情感依托和历史纵深
感，使快速变化的环境保持某种
连续性和可识别性。当古槐的新
叶在春风中摇曳，它不仅在诉说
着菜王村的往事，也在提醒着我
们：城市发展不应是对过去的彻
底抛弃，而应是与传统的创造性
对话。

400年古槐静立于金水河畔，
它将继续守望在这里，见证更多
变迁，储存更多记忆，成为一代又
一代人寻找乡愁的精神地标。在
城市化不可阻挡的今天，我们或
许需要更多这样的“乡愁载体”，
让人们在奔向未来的路上，始终
记得自己从何处来。
记者 徐富盈/文 徐宗福/图

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古槐树已经
超越了单纯的植物存在，成为菜王村村
民共同的精神图腾。

记者观察到，尽管原来的村庄已不
复存在，但每逢初一或十五，仍有老人专
程来到古槐树下祈福；村民聚会或活动
的集合地点仍习惯性地定在“大槐树
下”；远行归来的游子第一站永远是在这
棵古槐树前驻足凝望。这些仪式化的行
为背后，是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根脉的
执着寻找。

古槐树作为乡愁载体的文化意义在
当代中国具有普遍性。社会学家指出，
在剧烈社会变迁中，人们需要寻找稳定
的精神坐标，而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古树
恰好满足了这一心理需求。菜王村的古

槐不仅是个体记忆的触发器，更是集体
记忆的物质载体。它见证了村民祖辈的
辛勤劳作、孩童的嬉戏玩耍、节庆的欢聚
团圆，以及村庄的重大决策——所有这
些记忆都储存在那粗糙的树皮和婆娑的
枝叶间。

古槐树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树
木崇拜”的深层心理。在中国乡土社会，
古树常被视为具有灵性的存在，能够庇佑
一方水土和人民。村民们自发保护古槐
的行为，既是对生态环境的珍视，也是对
文化传统的坚守。当村民将写有“保护古
树功在当代，庇佑世人利在千秋”的锦旗
送给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时，表达的不
仅是对管理部门工作的感谢，更是对一种
生态伦理和文化价值观的肯定。

这棵 400岁古槐的健康存活，离不
开科学专业的养护体系和多方协作的保
护机制。

2005年起，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
主动承担起古槐的养护责任，包括定期
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基础工作。随
着树龄增长，古槐出现了空树洞及多处
树枝断裂的情况，管理部门迅速采取专
业措施：对大枝进行加固、改良土质、实
施综合救治。这些措施历时33天，投入
资金 3.38万元，最终实现了“枯木逢春”
的奇迹。

古槐保护的成功案例体现了三个关
键要素：首先是村民自下而上的保护意
识。在村庄拆迁过程中，正是由于村民
的强烈要求，古树才得以保留并被列入
郑州市名古树保护名录。其次是政府部
门的专业管理。河道管理处不仅完成日
常养护，还针对古树老龄化问题采取科
学干预。最后是制度保障。古树被正式
列为二级保护对象，使其获得了法律层

面的认可和保护。
这种“社区诉求+专业管理+制度保

障”的三维模式，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古树
名木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工作没有停留在单
纯的生物养护层面，而是充分尊重了古
树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让一棵树成
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乡村与城市的特殊
纽带。

参与对百余棵郑州古树保护的古树
救护专家靳红军，6月25日察看了菜王古
槐后，提出了进一步保护它的三点意见：
第一步，树池太高，把树池下落，尽可能不
高于原地坪30厘米，并放置根系透气呼吸
装置；第二步，树池外围设置透气孔直径
约50厘米，深度约80厘米；第三步，树下
小房子放在树池外侧南侧，青石标识标牌
放在树池北侧。总之树池内空间尽可能
留大。他说，这棵古树目前能有这么好的
长势得益于附近金水河道可供古树部分
根系透气呼吸、汲取水分和养分。

古槐记忆：从“菜园王”到现代社区的见证者

精神图腾：古槐作为乡愁载体的文化意义

保护之路：古树养护中的多方协作模式

古今对话：古槐映照下的城市发展思考

古槐树静静矗立

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