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名树鉴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名树鉴赏>>

13位ISBN编号：9787112107506

10位ISBN编号：7112107504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时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者：陈裕，罗小飞　编著

页数：368

字数：6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名树鉴赏>>

内容概要

中国名木古树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早闻名于世。
本书选编其中世界瞩目的50种观赏树木，包括“国宝”一级保护植物、珍贵特有佳木、名城名园丽树
名花、名人手植秀木、古刹村寨“千岁爷”、旅游胜地华木及珍稀古木。
分别就其来源、形态特征、生长发育习性与培育要点作了详细的论述，并且精当品评和欣赏了作为名
木古树的优美特点、文化内涵，以及它们所寄托的人类情感。
每种树木均配以彩色照片多帧。
全书图文并茂，生动直观，通俗实用。
本书适合广大读者阅读，亦可供园林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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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裕男，1936年出生，福建省厦门市人。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
从事热带亚热带植物引种驯化，园林、中药植物栽培及资源开发利用研究近半个世纪，取得了巨大的
社会经济效益。
主持多项科研项目，多次获得福建省科技进步奖。
专著有《南方西洋参栽培技术》、《厦门百草》、《常用中草药实用图典》、《中国市花培育与欣赏
》等。
发表科技论文近50篇，中药科普知识文章百余篇，有多篇论文获部省级优秀论文奖。
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罗小飞，女，1979年出生，四川省成都市人。
2002年毕业于华南热带农业大学，进入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工作，现为助理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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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江西井冈山大井有两棵名树演绎了一曲枯荣奇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大自然万木有情的
奇树佳木。
在井冈山大井的田垄，有一幢土坯砌成的“白屋”，后墙有两株约150年的南方红豆杉和椤木石楠。
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和朱德常在两株大树下观看红军官兵操练。
1929年1月，红军撤离井冈山，敌人窜进大井村，多次洗劫，整个村被焚，两株大树也只剩下枯枝焦叶
。
时隔20年，1949年，竞奇迹般地抽枝长叶，重见生机，与山上的红杜鹃相映成趣。
不久，井冈山喜获解放。
1965年，毛泽东重游井冈山，这两株树破天荒地开花结果。
1976年，两株树莫名其妙地再次枯萎。
不久毛泽东同志便与世长辞。
1978年后，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两株树恰似枯木逢春，又复枝壮叶翠，以崭新的姿容迎接远道
而来的观光者。
经国务院批准，这两棵树已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武庙一株白玉兰，1852年太平军领袖洪秀全在这株树下分封诸王、建立农民政
权，定国号为“太平天国”，并审判叛徒，颁布永安突围诏令，将那场令成丰皇帝坐卧不安的农民运
动推向全国。
400多年的历史过去了，如今古玉兰依然枝繁叶茂，花香四溢，成为太平天国这场轰轰烈烈农民运动的
历史见证。
名树还与宗教、民俗、传说有着密切关系。
从禅家悟道或美化环境，树木花草都是寺庙绿化中不可缺少的，尤以佛家相关的树木令信徒们顶礼膜
拜。
相传2500多年前，佛祖释迦牟尼年轻时为了摆脱生老病死轮回之苦，解救受苦受难的众生，毅然放弃
继承王位和舒适的王族生活，出家修行，寻求人生的真谛。
最终在一株菩提树下静修，战胜各种邪恶的诱惑，猛然觉悟，领悟了真谛而成佛。
所以佛教的经书都把菩提树当作佛树，此后，菩提树被佛家视为圣树，与娑罗树、阎浮树为佛门三宝
树。
然而菩提树在中国北方气候条件下不能生长，僧侣们常选银杏等树种来代替。
长寿的银杏被誉为“公孙树”，且树体高大雄伟、叶片洁净素雅，有不受几尘干扰的佛家气质，其叶
秋色金黄也为寺庙渲染出特有意境，并有“中国菩提树”之称。
此外如松柏类、七叶树、梅花、山茶等也多见栽于寺庙。
它们或树龄长寿、姿态挺拔，或花开烂漫、叶茂荫浓，无不体现宗教的肃穆幽玄、佛事兴盛香火不断
，也为寺庙建筑增添了无限光彩。
云南德宏傣族和西双版纳傣族十分敬重菩提树，几乎每个村寨和寺庙都有它的足迹，最大的三四个成
人都合围不过来。
人们把栽种“佛树”当成重要善举，认为能获得佛的庇护，来生将获得幸福或进入仙境。
每逢佛节，善男信女们就在大菩提树树干上拴线，献贡品，顶礼膜拜。
傣家人还禁忌砍伐菩提树，认为这是罪过。
在傣族文化、艺术品中已将菩提树提升为神圣、吉祥和高尚的象征，还代表着一种温存浪漫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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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名树鉴赏》编辑推荐：为了满足民众认知和保育中国名木古树之需，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高级农艺师陈裕先生，在长期致力于园林植物的引种驯化及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基础上，主持编撰了
《中国名树鉴赏》一书。
该书系作者此前出版的《中国名花》一书的姐妹著作。
《中国名树鉴赏》一书，选编了我国珍贵的观赏名木古树50种，分别阐述各树种的来源、形态特征、
生长发育习性与培育要点，并就欣赏价值、文化内涵作了评析。
全书内容丰富、文笔流畅、图文并茂、通俗实用，系读者认识和保育名木古树的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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