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历 明朝县令植槐以志

!!!!!!

说起古槐的来历! 就得从秣陵镇的

历史说起" 秣陵镇!是项城的老县城" 原

来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经

济落后!因此项城县城于
!"#$

年迁至水

寨" 老县城先后称城关#老城!

%"&'

年始

定名秣陵镇"

今项城市古称项子国# 项县# 项城

县!先后历经周#秦#汉#晋#南北朝#隋#

唐#宋#元#明初!古县城一直在今河南沈

丘新县城槐店$古称槐坊店%!现今有石

碑为证" 明宣德三年
(!)*&

年
+

!一场特大

洪灾把槐店冲得房倒屋塌! 官府无处办

公!只好把县城迁到秣陵"当时秣陵叫殄

寇镇"殄者!灭绝也&寇者!盗贼也"原来!

元末红巾起义军经常在这里活动! 朱元

璋定群雄灭元稳定天下之后! 这里仍然

是盗贼四起!危害极大!朝廷多次派兵镇

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盗贼肃清"

为了彰显武力!在此建起了殄寇镇"项城

县城迁到殄寇镇后!改殄寇镇为项城"当

时县城规模很小!人不上千!无城无垣"

到了正统三年$

!)$&

年%!知县胡琏才开

始扩建"

当时古县城东西大街设计的形状为

龙形!意为我们是'龙的传人("东关为龙

头!西关为龙尾!东西大街稍微弯曲为龙

身! 南北走向的老十字街和现在的
!,-

国道相当于龙足" 东关外向东北东南延

伸出的两条小街为龙须街! 分别为左龙

须街和右龙须街! 左右龙须街均有一眼

井!意为龙眼&西关外向西南西北延伸的

街道为龙尾街! 分别为左龙尾街和右龙

尾街&龙须街和龙尾街现存"

现年
&$

岁的张春玉老人说! 听老

辈儿人讲 !前后历经
!

年多时间 !项城

新县城街道和城墙才初具规模" 为了纪

念项城老县城所在的槐坊店!胡县令于

新县城植槐以志!要人们不要忘记是那

场特大洪灾把槐坊店冲得房倒屋塌的"

再者!植槐的另一目的也是为了体现县

令体恤百姓!让槐树保佑一方百姓的平

安"

秣陵镇南关#北关#东关的门口及西

大街老县衙门口植槐! 这也正好符合民

间风俗习惯"

民间曾流传'门前一棵槐!财源滚滚

来(的民谣!所以植槐有祈望生财致富之

意"

民间俗谚也有'门前一棵槐!不是招

宝!就是进财(&又说'院中一颗槐!幸福

自然来("

古时还有一说!槐宜植于门旁!大臣

门旁植槐! 名为槐门者! 乃大臣怀柔百

姓#奉仕帝王之意也"

据)项城县志*记载!秣陵镇西大街

古槐为明代万历年间一县令所栽植!古

槐位置在原项城县衙门口"

究竟古槐是明正统年间还是明万历

年间所植! 暂没有更详实的资料进行考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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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 居民盼古槐成秣陵人的金字招牌

!!!!!!

在秣陵镇! 记者见到不少以古槐命

名的企业#商店#市场!居民王桂梅说!她

们家的商店原来就叫'古槐商店(" 在西

大街古槐西侧不远处! 记者看到一大型

商贸城被命名为'古槐商贸城(!该镇一

家鞋厂也被命名为'古槐鞋厂(++

'古槐作为秣陵镇的旅游资源!希望

能够被开发利用起来! 希望古槐成为我

们秣陵镇的金字招牌" (王桂梅介绍!每

年都有四面八方的客人来此参观古槐!

和古槐合影"

'古槐是我们秣陵镇人的精神标志!

一直为秣陵人膜拜敬仰!它是我们秣陵镇

人永远的骄傲" (该镇一张姓居民说!数百

年来沧桑巨变!在古槐树下不知演绎了多

少人世间的悲喜剧"

'

!"&"

年!秣陵镇被河南省政府首批

命名为 ,中州名镇-!

!"".

年被河南省政

府确定为 ,河南省改革发展建设综合试

点镇-!

*,,$

年
*

月被国务院批准为 ,全

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 (该镇政府相

关领导对记者说!'今后! 我们将以古槐

为品牌!在古槐的见证下!秣陵人还将取

得更大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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秣陵有棵!慈母"古槐

!!!!!!

项城市秣陵镇!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

北魏孝文帝曾在此设立殄蔻镇! 南宋时期侨置为秣陵县!

境内有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等多处文化遗址"

据史料记载#明宣德三年
(>)'&

年
+

!项城县旧县城从

槐坊店
(

今沈丘县槐店镇
+

迁于秣陵!距今已有
.&.

年"

>".,

年!此地被定为项城县人民政府驻地!亦称城关区"

>".?

年冬!项城县政府迁水寨后!这里俗称老城"

>"&'

年改为

县辖镇!定名秣陵镇"

为了纪念项城县城从槐坊店迁至秣陵的历史!明正

统三年$

>)?&

年%!当时的知县胡琏修建街道和城墙 !并

于南关&北关&东关的门口及西大街县衙门口各植一棵

槐树以志 ' 植槐的另一目的也是为了体现县令体恤百

姓!让槐树保佑一方百姓的平安"

如今!

)

棵古槐仅存两棵!特别是秣陵镇西大街现存的

那棵古槐!虽历经
.,,

多年风风雨雨!但每逢夏季!仍枝繁

叶茂&苍翠葱茏" 由于该古槐的老杈中积累了厚厚的尘土!

尘土中便又长出了石榴树&楮树等!形成(树上树)&(树中

树)的奇观*

秣陵镇西大街古槐! 被当地人誉为秣陵镇的 (迎客

松)*

奇观
秣陵镇古槐树上长树

!!!!!!>

月
>)

日上午!记者来到被誉为'中州名镇(的项城

市秣陵镇!在该镇西大街路南!看到了被秣陵人誉为秣陵

镇'迎客松(的古槐" 只见古槐四周被人用栅栏保护了起

来! 树干上部中空的大洞像在向人们诉说着秣陵镇的悠

久历史"

据秣陵镇文化站站长张红勋介绍! 古槐高约
.,

米!

树干直径约两米!冠盖约
'-,

平方米"

'每逢初一#十五!都会有不少人来此烧香#还愿!以

示对古槐的敬仰"(住在古槐附近现年
A>

岁的王桂梅对记

者说!这棵古树可神奇了!虽
.,,

多岁!仍春华秋实!并且

上面还长了几棵石榴树#楮树" '看!那两棵近两米高的小

树就是石榴树和楮树!上面还长有其他树!不过长得比较

小" (王桂梅说!可惜此时正值寒冬!树叶落尽!不能很清

楚地看到树上长树#树中长树的奇观" 如果在夏季!凭着

不同树种的树叶不同#开花结果不同!人们老远就能清楚

地看到古槐上生长的其他树!那时!才能真正领略到秣陵

镇'树上树(的奇观.

王桂梅介绍!有一年!秣陵镇搞规划!有人提议!古槐

长在路上!影响市容!影响秣陵的经济发展!要除掉古槐"

这个想法遭到了群众的强烈反对" 当时镇上反对最为强

烈的一凡姓居民说!谁敢刨老槐树!他就和谁拼命"

这样!古槐才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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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秣陵镇老城原有!棵古槐

!!!!!!

提起古槐! 该镇现年
&-

岁的徐秀

荣老人介绍 !在她儿时的记忆中 !秣陵

镇老城南关# 北关和东关门口各
>

棵!

西大街老县衙门口
>

棵" 这
)

棵古槐!

均三人合抱不拢!其中西大街老衙门口

的那棵最大! 虽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

雷击电打!依然是枝干虬劲#葱茏繁茂"

徐秀荣介绍!

)

棵古槐中!如今南关

和西大街的两棵现存! 其余两棵已于新

中国成立之初被伐掉"

在该镇老城北关! 记者看到几位老

人正在闲聊!就主动上前搭讪"据他们介

绍!北关门口原来确有一棵古槐!由于新

中国成立之初木料紧张! 该古槐于
>".-

年被伐!树干大部分被用作井盘了" '古

槐当年被伐太可惜了!如果还在!与南关

现存的那棵古槐正好遥相呼应" (几位老

人遗憾地说"

在该镇老城东关!居民徐秀荣告诉

记者 ! 东关古槐位于老城东关门口右

侧" 她清楚地记得!当年这棵古槐和附

近约
?

里外朱营村的一个土窑好像有

某种联系" '那边一烧窑!这棵树就耷拉

叶 !那边烧窑一停止 !这棵树就精神许

多" (记者采访中得知!附近有不少居民

和徐秀荣的说法一样" 至于什么原因造

成这种现象!我市林业高级工程师魏立

华解释说 ! 这可能是由于古树已到老

龄! 对有害气体的污染抵抗力很弱!烧

窑时产生的有害气体使古槐生长受到

很大影响"

遗憾的是! 这棵古槐也于新中国成

立之初被伐掉了"

在该镇老城南关门口! 记者看到一

棵古槐斜卧在那里! 树北侧有一根钢管

支撑!树干中空!有随时倒下之势" 据附

近的村民讲! 该古槐每年夏季都会倔强

地向人们展示它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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