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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
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宋代诗人朱熹的《春日》
诗，描绘了春天风和日丽、生气勃勃、百花竞艳、万物
更新的美好景象。

在泗水之阳的江苏泗阳县，有一座世界唯一以
杨树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杨树博物馆。

杨树博物馆为何落户泗阳

博物馆主馆北侧，矗立着一座三人花岗岩群
雕，他们分别是原国家林业部副部长梁昌武、“中国
黑杨之父”王明庥和泗阳林业科技人员代表王昌全
的形象。博物馆为他们塑像，是因为他们对发展我国
杨树产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72年，梁昌武一行代表国家林业部前往阿根
廷出席世界第七届林业会议，受周恩来总理嘱托，回
国时绕道意大利带回61株意杨种条，分别在北京、
南京、武汉三地试种，只有南京试种成功。后来，江苏
分点栽植意杨，泗阳林苗圃的意杨生长最好。1979
年，林业部在泗阳召开了黑杨派南方型杨树品种国
家级鉴定会，69杨、72杨、63杨以及214杨等4个优
良品系通过鉴定。

杨树在泗阳快速生长，得益于泗阳特殊的地理
气候环境。杨树的到来，改变了泗阳乃至黄淮
地区风沙肆虐的局面。如今，泗阳县成片杨
树林有60多万亩，四旁植树5000万株，
活立木蓄积量600万立方米，年可采伐
60万立方米，106万亩耕地均已实现
农田林网化，森林覆盖率达47.8%，
为全国平原地区之最。

中国杨树博物馆于2007年竣
工，总占地面积62亩，其中展览面
积1443平方米。博物馆主展览馆是
仿照杨树桩建造而成，馆内设有“杨
树起源、国际杨树、杨树生命、中国
杨树、杨树与泗阳、工艺与文化、栽培
利用、多媒体演示”等9个展厅。通过听
讲解、读资料、看实物，我们对杨树的前
世今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中国杨树种植面积世界最大

在杨树起源厅，解说员介绍，距今约6500万年
的第三纪，地球上出现杨树，后来分为黑杨派、白杨
派、青杨派、大叶杨派和胡杨派五大派系。古罗马时
期，欧洲各国的百姓经常在大片杨树下集会，商讨国
家大事，杨树因此就有了“人民之树”的美称。

博物馆中庭，矗立着一尊木化石，高约3米，
重约2吨，已呈玛瑙质地，这种高度和重量的木化
石在国内非常罕见。木化石是上亿年前的树木因
种种原因被埋入地下，在地层中，树干周围的化
学物质在地下水的作用下进入到树木内部，替换
了原来的木质成分，保留了树木的形态，经过石
化作用形成的植物化石。木化石保留了树木的原
有结构，树皮、树疤和年轮都清晰可见，断面上
发红、发白，说明它已经玉质化了，它与国际林
联组织赠予博物馆收藏的木化石相互映衬，具有
极高的研究价值。

194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唯一一个以树种命
名的学术组织国际杨树委员会成立，共有37个成
员国，中国于1980年加入该组织。2008年在中国
举办的第23届国际杨树大会，泗阳是全国仅有的
两个分会点之一。第四届国际杨树学术研讨会召
开期间，国际林联组织杨树柳树遗传和生理工作
组主席布莱恩·斯坦特博士在泗阳考察时说：“我要
告知世界，地球上长得最好的杨树在中国泗阳。”

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杨树人工林总面积约704
万公顷，占我国人工林总面积的13.2％，是目前世界
上杨树人工林面积最大的国家，超过了其他所有国

家杨树人工林面积的总和。

体验丰富多彩的杨树文化

杨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早在公元
前七世纪，中国就有了栽培杨树的文字记载。文
人墨客以杨树为题材创造了大量的诗词歌赋，反
映了我国栽植杨树的悠久历史。

《诗经》有言：“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
为期，明星煌煌；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
期，明星晢晢。”它描写了当黄昏将临，月儿尚未
朗照，夜空上开放灿烂如花的第一朵明星时，约
会的情人便要到来——这时的主人公，隐身在

“牂牂”“肺肺”的白杨树荫下，心中漾动着几多期
盼的喜悦。

在杨树文化厅入口处，有一幅杨树根书“泗
水长流，阳春永驻”，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家正
题写、泗阳民间艺人用传统工艺制作，体现了杨
树文化的丰富多彩。根书旁边是“凤求凰”“金鸡
报晓”“莺飞草长”等杨树根雕工艺品；另一侧则
是以杨树为题材的油画作品，仿印象派大师莫奈
的经典名作，莫奈对同一主题在不同时间的描绘，
创作了印象派的颠峰之作，也反映了欧洲人民对

杨树的喜爱。
博物馆南侧，被誉为“杨树活化

石”的四棵“中国杨树王”，挺拔参
天，当属“镇馆之宝”。“杨树王”均
为1976年栽植，但为不同品系，前
面两颗为 214 杨，中间是 72 杨，
最南边那棵是69杨。最大的是中
间这棵72杨。目前72杨的单株活
立木材积为17.5立方米，树高46
米，胸径 1.18米。经专家证实，
它的树龄和高大都是国内外罕见
的，见证了泗阳县和全国的杨树
种植史，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经

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游人因此纷纷
与“杨树王”亲密合影。

杨树成为富民之树、绿色产业

“引进意大利杨树，当初是为了解决农民烧火
做饭用柴的困难，没想到会产生如此巨大的产业效
应。”我们从接下来的展示资料中，验证了解说员所
言不虚。

在一个玻璃圆球里，放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
各地到泗阳引种调苗的记录本。泗阳的杨树引种成
功后，繁殖育苗工作一直领先全国，向全国28个省、
自治区、市提供优质种苗数亿株，先后有近200个
市、县组团到泗阳参观学习，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加拿大、英国等国的专家和学者也多次到泗阳考察。

从展出的图片上，我们看到泗阳在发展杨树产
业的过程中，还探索出“林-菜”“林-菌”“林-禽”

“林-畜”“林-药”等林间种养模式，提高复种指数，
亩均年增收2200多元。如今，杨树已成为泗阳的“生
态树”“摇钱树”，成为农民家门口的“绿色银行”。

“杨树作为一种重要的木材替代品，在国外家
居上被广泛应用，这些展品是杨树木制品在欧美
等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于建筑、装潢、家具等方面
的照片和模型。”解说员介绍。

在工艺与文化厅左侧，我们看到了人造板加
工的机械模型，见识了杨木加工的几道工序；还
有摆成扇形的杨木制成品的样品——这些展品见
证了杨树加工的轨迹。

如今在泗阳，杨树已不仅仅是一个馆、一片
林、一个产业，它的坚韧、顽强、充满生机和青
春活力已成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象征。

钟海徜徉 韵律悠长

大钟寺坐北朝南，推山门而入，碧瓦朱甍，四方院
内，参天古树掩映着阁楼宝殿。庙宇中的佛像已无处可
寻，而后收集的各色古钟则分置于各个展厅中，诉说着
不同的故事。

移步往前来到天王殿，展厅名曰“钟韵洪鸣”。殿内
并无古钟，仅有永乐大钟的钟声通过录制的音频播放出
来，绕梁回响，在空旷的大殿内显得格外悠扬。家住八
里庄的杨奶奶对此情有独钟，经常拉着老伴来这里转
悠，“听着钟声就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感觉时间都慢了
下来。”

在东路的“阅古钟林”展厅，合瓦形的乐钟和圆筒
形的梵钟对比鲜明，形状各异的钟铃按照时间发展的脉
络依次呈现，讲述古钟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展厅内，大
小各异的23口梵钟被一一悬挂，游客可以近距离欣赏。

走进“外国钟铃”展厅，一座体积庞大、造型别致
的“欧洲钟琴”格外惹眼。这套有 23 口钟的小型钟琴，
不仅可以手动弹奏，还能自动演奏。此外，仿制塔莱珠
女神大钟的尼泊尔友谊钟、埃菲尔铁塔造型钟架的中法
友谊钟、微缩的韩国青铜佛钟……一件件制作精良的外
国钟展品，为游客打开了钟王国的一扇新大门。

据工作人员王申介绍，馆内常年设有“古韵钟声”
展，十大主题展分东、中、西三路介绍古钟的来龙去
脉，三条展线分别对应钟铃历史、文化、铸造技术，共
陈列钟铃文物400余件，形成一部完整的古钟发展历史。

余晖尽览 历久弥新

大钟寺原名觉生寺，因寺内珍藏一口明代永乐年间
铸造的大钟，俗称“大钟寺”。在清代，大钟寺作为皇家
寺庙，凡遇国家庆典和释门大事，寺内的永乐大钟便会

被敲响。自上世纪80年代起，大钟寺得到了有效的修缮
和保护，依托寺内的古建筑群，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以全
新的面貌向全社会开放。

如今，穿过大钟寺的层层庭院，最后一进便是永乐
大钟栖身的大钟楼。楼檐下的“华严觉海”匾额，由乾
隆皇帝御笔题写。据了解，在北京保留下来的20吨以上
的永乐年间大钟有 3 个，大钟寺的永乐大钟有着“钟
王”的美誉。

永乐大钟造型古朴精美，钟体内外遍铸佛教经咒铭
文，有汉、梵两种文字，大约20多万字。大钟仅靠一根
长 1米、高 14厘米、宽 6.5厘米的铜穿钉悬于木梁之上，
体现了古代工匠的高深技艺。

古语云，“有寺必有钟，无钟即无寺”。随着历史的
变迁，很多寺庙宫观已无迹可寻，但其使用过的古钟却
保存下来。在藏经楼的“妙境梵音”展厅，就陈列了一
组有明确来源的寺观钟。

展厅的一角悬挂着一口通体涂满红油漆的古钟，它
是积水潭畔汇通祠的古物。新中国成立后，汇通祠被
拆，铁钟被移至西直门消防队作为火警报警钟，汇通祠
钟见证了那段特殊的历史。另外，西城区石灯胡同的石
灯庵，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唐代吉祥寺。寺庙如今早已荒
废，馆内收藏的石灯庵钟，则为人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
一手史料。

多项并举 传承文化

古钟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大钟寺古钟
博物馆自成立以来，通过各种方式，传承和弘扬着中国
的古钟文化。

“辞旧迎新，鸣钟祈福”活动是大钟寺的传统项目，
至今已连续举办 34 届。每年的 12 月 31 日，寺内的永乐
大钟都会被敲响 108 下。其含义，一说是象征一年轮
回，有天长地久之意，另一种说法是尽除人生 108 种烦
恼，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除常设展览外，博物馆还对外进行巡展、讲座等活
动。钟铃文化巡展依托编钟体验活动，配合资料宣传、
石膏钟的翻模制作和拓片制作等形式，在社区、学校里
推广钟铃文化。王申介绍：“过去5年间，我们相继完成
了50余次巡展，活动涵盖北京市8个区，接待观众20余
万人次。”

2016年伊始，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正式成为人大附中
的青年志愿者教育实践基地，依托学生社团“人大附中
古钟社”，进一步加深了与学校间的合作交流。王申指
出，中国古钟构成的绚丽多彩的世界，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宝库的一份珍藏，校馆合作是一次开创性的探索，
对于展示和宣传这份珍藏有着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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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13号线有一站名为大钟寺站，人们对此很熟悉。然而，
关于大钟寺地名的来源，您可能并不了解。事实上，在海淀区北三环，
确实有一座古刹——大钟寺，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就在这里。车水马龙的
路边，宁静的寺院掩映在高楼大厦当中，显得愈发幽静深远。

1985年10月5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成立并对外开放，成为一座以
古钟收藏、研究、展示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

中国杨树博物馆

泗阳之杨 其叶牂牂
张耀西

（文中图为博物馆北侧人物群雕：梁昌
武、王明庥、王昌全）

（（文中图为博物馆北侧人物群雕文中图为博物馆北侧人物群雕：：梁昌梁昌
武武、、王明庥王明庥、、王昌全王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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