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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间市沙洼

乡姚天宫村，有两株

树龄均超过千年的

古酸枣树，被有关部

门授予“河北树王”

“河北十佳最美古

树”的美誉。600 年

前，姚天宫建村立

户，古酸枣树荫庇村

庄数百年，成了乡亲

们心目中的“树神”，

并留下了一串串动

人的传说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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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初秋，在河间市沙洼乡姚

天宫村西头庙台处的古酸枣树下，

十多位老人正在闲聊。在这些老

人的记忆里，在古树下，他们从不

谙世事的青葱少年，到现在年逾古

稀的苍苍老者，古树留给他们无限

美好的回忆。

74岁的姚中勋指着庙台上的

三株大树以及一株株小树苗说，北

面那棵大树是“树爸爸”，挺拔魁

伟，遒劲有力，像铁骨铮铮的汉子；

南面那棵树，是“树妈妈”，枝叶婆

娑，姿态柔美，夏季树洞里还能藏

一个小孩，就像妈妈温暖的怀抱。

“树妈妈”旁边，还有一棵大树，也

有 154 岁了，大家都说这是“树女

儿”。那些散落在这三株大树旁的

大大小小的树苗，自然便是树子树

孙啦。老人虔诚的介绍让人动容：

一个人怀着怎样的情感，才会给这

些树赋予这样的称呼呢？

北京林业大学前来考察的专

家说，酸枣树作为灌木品种，长得

这么高直，还是第一次见。河北园

林专家鉴定，这两棵古树已有

1000年的树龄。据史料记载，姚天

宫村的历史有600年。1000多年前

正是唐宋时期，这两棵树是谁栽下

的，已无从考证。不过，在姚天宫

村，流传着很多关于古树的传说和

故事，其中很多带有神话色彩。

村民们说，姚天宫村建村确与

这两棵古树有关。明洪武年间，姚

姓兄弟四人跟随移民大军从外地

迁徙而来，其中一人重病，无药可

用，就摘了树上的酸枣吃，并用酸

枣叶煮水喝，没想到竟神奇好转。

于是他们在此定居，因此当时地有

座玉皇庙，大家觉得玉皇大帝的居

所为天宫，而他们姓姚，就取村名

为姚天宫村。从那以后，姚天宫村

村民把酸枣树奉为“神树”。

古树生长千年，
传说故事一串

两棵古酸枣树以及它们的子子

孙孙给姚天宫村营造了一个绿色的

世界，古树用粗壮的树干、浓郁的枝

叶屏蔽掉酷热和外界的纷扰喧嚣，让

这里分外安详、静谧。几百年来，姚

天宫村村民对古树满怀敬畏，如谁也

不许爬树，树上酸枣熟了要等枣落才

可捡着吃，等等。

如今，姚天宫村有个由6名村民

组成的护树小组，核心成员是 74 岁

的姚中勋。

“我们村世代守护着古树。我是

从 1976 年开始护树的。在我之前，

是号称‘大脚娘子’的王氏老太太。

再之前，是李三德。李三德如果活到

现在，该有120多岁了。李三德之前

是谁，我就不知道了。”姚中勋说，他

还记得，李三德临终前，把守护古树

的任务托付给王氏老太太。王氏的

丈夫和儿子都是抗日烈士，把护树的

事交给根红苗正的“双烈属”王氏后，

李三德才安心地“走了”。

姚中勋说，他是在 1976 年接过

护树的“接力棒”的。当时，古树因长

在地势低洼的大坑深处，根部被水浸

泡，根部的树洞越来越大。到了

1980年，他就送了一令纸和100个本

子，请沙洼乡中学的学生们帮着背

土，给古树培了个台子，算是把古树

保护起来了。“村里人都把这两棵古

树奉为树神，谁也不会毁坏它们。但

是，要护好树也不容易。”

当然，护树过程中，姚中勋也有

痛心的经历。姚中勋说，在“树爸爸”

旁，原本有一株“树儿子”，与“树妈

妈”身侧的“树女儿”同龄。有一年，

一名村民砍了“树儿子”做镐把了。

当时，他不在村中。得知此事后，他

心疼得几天吃不下饭。树没了，他心

里疼得慌。他说，现在说起这事儿，

他心里还痛。

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自发加入

到护树行列中，村里就再也没发生砍

树的事儿了。“这些年，我们每年给古

树培土、浇水，看着古树一大家子开

花结果；每天早晚过来转几圈儿，我

心里才踏实。”姚中勋说。

这些年，不管是离家在外的游

子，还是事业兴旺的村民，都惦记着

陪伴自己长大的古树。近几年来，村

民们集资复建了古树旁边的小庙，重

修、加固了庙台。“树是村庄的根。我

们有一种对树的‘信仰’。有了烦心

事儿，没法儿跟人说，就讲给‘树爸

爸’‘树妈妈’听。每每讲完了，心情

也舒畅了。”姚中勋说，“树爸爸”“树

妈妈”和村民之间有很多秘密，古树

也就这样默默地“庇佑”着姚天宫村

的乡亲们。

村民满怀敬畏，
世世代代守护

今年年初，姚天宫村的古酸枣树因为其高龄、

罕见、茂盛，被评为“河北树王”。当地一些企业家

找到村里想高价买树，被村民们一口回绝后，就想

买碗口粗的小树，还说“价格好商量”。

“树神，我们当然不能卖；树的子子孙孙，我们

也绝不卖！”村民姚平分说，“这事没商量！”

但是，当河间市瀛州公园瀛海园需要两株酸枣

树幼苗的消息传来时，姚天宫村的乡亲们犹豫了。

一千多年，古树守护着这方百姓，一代代姚天宫村

民们也守护着古树。他们舍不得呀！河间市公园

管理公司总经理姚中青说：“这次我们申请移栽酸

枣树，也是为了把散落在民间的文化传说集中起

来，增加河间文化旅游元素和亮点，让更多人了解

姚天宫村的古树，保护古树，传承古树文化。”

最后，姚天宫村两委班子和村民代表专门就此

事进行商议表决。

姚平分说，“这是古树子孙第一次移栽，就跟挖

咱们眼珠子一样。不过，酸枣树能有一个更美丽的

家，让更多人欣赏、了解我们村的古树，咱们心里再

舍不得，也得理解、同意。”

就这样，今年3月19日，两株小酸枣树运往瀛

海园。这天一早，姚天宫村的村民们早早来到庙台

边，为他们世世代代守护的酸枣树送行。

当时，姚中勋亲手给小树系上红布条，披上红

绸。随着一声令下，村民们拿起铁锹，小心翼翼地

挖土起根。当小树被吊车吊到货车上后，货车开动

的一刹那，姚中勋老泪纵横。在他眼里，“树爸爸”

是枣树家族的长辈，小树就是它的儿孙。小树移栽

到城里，就像古树嫁出去了女儿。目送着小酸枣树

离开，很多乡亲眼圈儿都红了。

村民们说，小酸枣树离开后，“树爸爸”一度出

现枯萎。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有什么效果。姚

平分只好把“树爸爸”的情况进行上报，上级鉴定为

濒危树种。孰料春去秋来，“树爸爸”神奇地慢慢康

复了，枝叶也渐渐繁茂起来，近旁还长出了冒着绿

芽的新枝。目前，庙台下20来棵小酸枣树苗长势

良好，用浓浓绿意显示着古酸枣树家族的兴旺。

如今，村民们如果去河间市区，都会到瀛海园

去看看移栽过去的小酸枣树。他们说，“那里有‘出

嫁的女儿’，我们惦记呀！”

小树“嫁”进城里，
村民常去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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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世世代代守护着古树村民们世世代代守护着古树。（。（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古酸枣树挺拔魁伟枝繁叶茂古酸枣树挺拔魁伟枝繁叶茂。。

按照“美丽河北·十佳最美古树”活动
实施方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省委宣
传部组织了十佳最美古树微信投票评选活
动。活动自今年6月10日开始，7月10日结
束，根据公众推选及有关部门研究，最终评
选出十佳最美古树：

邯郸市涉县固新镇古槐树、石家庄市

灵寿县车谷坨山茶树、唐山市滦县青龙山

银杏、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九龙松、承德

市平泉县九龙蟠杨、保定市阜平周家河古

柏、秦皇岛市海港区石门寨银杏、邢台市邢

台县前南峪板栗王、沧州市河间姚天宫村
枣树、衡水市枣强县一棵松。

河北十佳最美古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