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7日 星期二

策划 陈爱姝 编辑：陈慧 电话：87138753 Email：295905436@qq.com 05

据介绍，这棵樟树已有 300 多年

历史，其树高约 18 米，平均冠幅达

17.5 米，胸围约 5 米，要五六个孩子双

臂相连方能合围。记者仔细观察发

现，古樟主干皆呈倒立的 5 个“人”字

形分布，枝繁叶茂，浓荫匝地。2009

年，这棵古樟被列为了浙江省二级古

树名木。

民主小学校长应永清介绍，这棵

古樟据传种植于明朝晚期，当时坐落

在河头村祠堂门前的池塘边。当地及

十里八乡村民都把它当作风水树，以

佑村里年年丰收，村民平安无事。村

里还流行认树娘的做法，希望树娘能

够像神明一样庇护他们的孩子健康成

长。这两种做法从何而来已经无从考

证，不过这些做法能够流行，就足以显

示古樟在村里的地位。

二十一世纪初，民主小学扩建时，

古樟被划分到校园内。为了更好地保

护古樟，学校将原先的池塘进行填埋，

安排人员给古樟培土，并用砖头围起

一米多高的保护墙。不料，2009 年的

一场大雪将古樟的一根枝桠折断了。

学校立即邀请农林专家现场指导，清

理了折断的枝桠。此后，树形也变得

更加对称，长势良好。

到了 2015 年，随着美丽校园文化

的开展，学校为古樟更换了围墙，采用

防腐木做了一个中空的圆形看台。这

样一来，学生们课外活动时间可以在

樟树下做游戏，放学后还可以坐在这

等家人来接。古樟的落叶落入中空的

看台内，还能当作古樟生长所需的肥

料。就这样，在大家的细心照料下，古

樟呈现一派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景

象。为了凸显古樟的苍翠遒劲，学校

靠近古樟一侧的围墙还设计成半通透

的栅栏。

如今，民主小学在古樟树的陪伴

下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百年岁月，百

年守望，民主小学的生生息息都已经

与古樟树融为了一体，丰富多彩的选

修课程文化、“民主 仁爱”的核心办学

理念、清正朴实的教师素养、活泼可爱

的校园吉祥物——樟树宝宝⋯⋯“樟

树娘娘”如擎天大伞，默默地庇佑着一

代又一代“民主人”茁壮成长、成才。

民主小学古樟堪称主城区“最美”
主干呈倒“人”字形对称分布 另有圆形中空看台
□记者 陈爱姝 章芳敏 通讯员 徐瞾臻

在桐塘村上大塘，阳光洒满池塘，

蓝天映衬古樟，池塘边那一棵棵姿态

迥异的古樟，连同那缀满枝头的串串

红灯笼，倒映在水中，怎一个“美”字了

得！

桐塘村有两口人工浅水池塘，分

别叫上大塘和下大塘。其中上大塘边

保留了六棵樟树，从树牌上可以看到，

其中一棵已经有 660 岁，还有三棵有

460 岁，还有两棵虽然年龄不详，但看

上去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几棵树姿

态各异。其中两棵数枝交叉，看上去

好像手臂交缠在一起，紧紧相依。住

在旁边的村妇说这两棵树年龄相仿，

枝桠相连，是“夫妻树”呢！其中的一

棵底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断掉了一根

枝丫，折断处都已包围了树皮，不见裸

露的伤疤了。55 岁的村民吕岩进说：

“这根枝丫本来是我们的‘跳水板’，长

长枝干刚好伸进水塘十几米，我们小

时候经常沿着枝干爬向枝头，弹进水

里游泳、戏水，然后又拉住枝头爬上岸

来。”说着吕岩进憨笑起来，仿佛回到

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上大塘水口处最古老的那棵樟

树，长着粗壮的枝干，底下的树根和老

人的手一样有着皱纹和棕黄的颜色，

该村老年会会长吕振朝说：“我们小时

候没什么好玩的，就喜欢钻树洞，从底

下树洞钻到上面树洞，树洞都被磨得

光光的。现在孩子能玩的项目多了，

渐渐地没人再爬树洞，古樟得到了保

护。随着樟树生长，树洞渐渐闭合，

瞧，这树洞都变得小小的了，外面已被

树皮包好了。”

事实上，在桐塘村的后山龙背，本

来还有十几棵与上大塘一般年纪的樟

树。后山龙背被视为村内命脉，一直

严禁取土种地，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初，村里重新排屋基，把其中六七棵古

樟树也排了进去。吕振朝说，当时樟

树林边没有建筑，只有树和草皮。厚

厚的草皮和毛毯一样舒服，村里的小

孩就喜欢在上面打滚、玩耍，摔了也不

疼。只可惜，屋基排出后，这边就建起

了一间间农房。走过后山龙背，也可

以看到剩下的六棵古樟树，树龄全在

460岁以上，就长在一户户人家门前屋

后，其中有一棵正好擦过一户人家的

三楼，那户人家在弄墙壁时就凿出一

个缺口供樟树生长。“论现在，再怎么

样的情况都舍不得砍掉古树啊！被砍

的七八棵樟树，大多比留下的这些要

大，做八仙桌不要拼凑桌面呢！”

古樟见证桐塘发展，历史上的桐

塘村也曾繁华一时。关于上下大塘的

由来，村里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古代，

附近的村民只要路过该村，不论职位

高低，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跳下水塘

做义务工，用扁担挑三担泥土上来，官

员也不得请人代替，就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水塘渐渐成型。古时候，上

大塘旁边还有一条塘游街，就是建在

塘沿的吊脚楼，古街坊一家挨一家，和

集市一样繁华热闹，只可惜有一回沿

着水塘的建筑失火了，塘游街渐渐消

失，只在池塘一角还留存着一两间建

在池塘边的吊脚老屋。

桐塘村是一个拥有866户2200多

人口的大村，商贸经济繁荣，外来人口

甚至超过本村人口。上世纪九十年

代，迎龙灯民俗恢复以来，该村多则

400 多桥灯，少则 200 多桥灯，长长的

龙灯围着上大塘转，流光溢彩，场面壮

观。今年春节，上大塘的每一樟棵树

上都挂满了灯笼，更是红红火火，喜气

洋洋。围绕着几棵古樟，村里在池塘

边建起休闲长廊，老人们坐在樟树旁

的椅子上聊天晒太阳，看水中飞鸟，观

塘中喷泉，好不惬意！

□记者 陈爱姝 陈慧 章芳敏

上大塘沿古樟娘，大红灯笼挂树梢；相依相偎夫妻树，枝桠重叠结连理

12棵古樟留存村中成桐塘最美风景
在西溪镇桐塘村，有

十几棵上了年纪的樟树。
论树龄，它们在永康也许
已经排到十名以外，但难
能可贵的是，这十几棵樟
树就散生在同一个村中，
而且几百年来早已植入村
民 心 中 ，融 入 村 民 的 生
活。可不，就在前几天记
者路过桐塘村，闪入眼帘
的就是暖暖一幕：一棵历
尽沧桑、枝头挂满串串红
灯笼的古樟树下，三五成
群的村民或坐在休闲椅上
休憩，或站在一旁有说有
笑晒太阳，和乐融融。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记者走进民主小学，就看到校园内那棵
樟树下，学生们三五成群地在做游戏、聊天等，樟树周围充满了欢声
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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