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种上树的狮子山广场。
学校资料图

如今狮子山广场上的树已亭亭如
盖。

曾经的华中师范大学桂中路。
学校资料图

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桂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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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915年，美国地质工
作者马栋臣为珞珈山拍下第一张照
片，颇显荒凉。 学校资料图

如今的武汉大学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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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初期的喻家山。 学校资料图

1956年华中工学院师生在喻家
山种树。 学校资料图

如今的1037号森林大学。 学校资料图

华中科技大学玉兰花盛放。
学校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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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锹土到万亩林

“武汉森林大学”这样种出来
又是一年植树节。要论谁是植树

能手，武汉高校师生当仁不让。
江城多山，多所大学依山而建。

珞珈山、桂子山、喻家山、南望山、狮子
山绵延分布，山水之间，大学之城的

“文脉”和“绿脉”徐徐展开。
一校一山，四季常青，仿佛自然而

然，理所当然。然而这些我们习以为
常的校园地标，实则见证了一部跨越
半个多世纪的生态史诗：一代代师生
用锄头和青春，硬是将“荒山”“坟山”
种成了“青山”“花山”。

育人和种树同等重要，已成为大
学共识。

1952年的喻家山还是荒山秃岭

如果71年前的于细良同学能看
到今天的喻家山，他一定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

1954年3月，在华中师范学院（华
中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读书的他向
《长江日报》写信，记录下他和同学们
到喻家山种树的情景：“二月八日早
上，我们中文系的同学到喻家山植树，
这里将是我们的新校舍……我们在这
里挖开了土，栽下了第一棵树，这该是
多么富有意义的一件事啊！”

那时的喻家山还是荒山秃岭。
1952年，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
身）在此建校，建设之初即开启一场

“喻家山十年造林计划”。
时任院长朱九思“爱树如命”的

故事广为流传。他亲自带领大家上
山种树，一起挖坑、种树、捉虫。在老
校友的记忆里，种树是当年的一门劳
动实践必修课，不种树不能毕业。而
学校每砍一棵树，都必须校长亲自签
字。

师生们沉浸在热火朝天的种树氛
围中。正如于细良所写：“为了完成这
一令人兴奋的植树任务，每个同学自
始至终都是精神饱满地工作着。当休
息哨音响起的时候，不少同学还不肯
歇手，躲在一边挖土……”

“喻家山造林行动”哪止十年。据
校史记载，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
学校师生在校园里种下了120余种20
多万株树木，棋盘式的林荫大道交错，
校园淹没在万绿丛中。

从华中科技大学园林科退休的鄂
师傅曾和朱九思一起种树。他们自己
育苗、自己种，见不得哪里露出一点儿
土，总要找点儿花花草草将它填上。
培育的广玉兰树苗不仅成就了华科大
的春日盛景，还被送到广州、重庆、北
京等地的多所高校，成为友谊的象征。

爱树、护树，就此写进华科大的基
因。当年的荒地，如今是1037号森林
大学。

“鬼子山”硬被种成了桂子山

不只是华科大，回望武汉高校发
展史，多所学校都经历了迁址到荒山
的“天崩开局”。而它们不约而同地将

“种树”作为破局第一步。
1953年，华中师范学院落户“鬼子

山”，漫山遍野300多座坟冢，学生们
“散个步都能遇到坟堆，晚上不敢出
门”。

党委书记刘介愚灵机一动，把“鬼
子山”改名为“桂子山”，并经详细评估
后，决定在山上大种桂花树。他与师

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日夜挖山奋战。
在华中师大工作40多年的绿化

师傅付东从小在桂子山长大，“修一栋
楼，就多一片树”，他看着这座山越来

越绿。他记得，学校多次集中种树，尤
其是 2003 年前后，从四川引进了
14000多株共20多种桂花树，栽种在
校园的各个角落。

现在的桂子山，桂花树数量和种
类在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章开沅老校
长“大学既要有大师，也要有大树”的
愿景成为现实。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吕作舟在狮子
山下工作生活了60多年，当年种树的
火热场面记忆犹新。

“我们那时候是半农半读，一半的
时间读书，一半的时间种树。”吕作舟
说，山上的土很硬，坑要挖得深，土要
埋得实，树种下去才好活。干不了一
会儿就浑身湿透，“我们边唱歌，边种
树，为自己鼓劲！”

他记得自己种了合欢树、樟树、玉
兰树，合欢花第一次开的时候，他还特
地留下一朵作为纪念。一晃多年，树
长大了，当年的小伙儿已白发苍苍。
吕老笑言，现在的华农是一座花园，当
年种的树，早就认不出是哪棵。

“肯定还在那长着，好好地长着就
行。”他说。

就像水滴融入大海，一代人的青
春也融入了山林。

我们也敢走最难的路

森林大学的故事仍在继续。生活
在葱葱郁郁的校园，学生们不再需要
大规模种树，但树影已印在他们心里。

这几天，华中科技大学的玉兰教
室在社交平台上火出了圈。窗外是绚
丽的玉兰花墙，风一吹花瓣就落在课
桌上，有学生发帖：“美得像一场梦。”

去年5月，华中农业大学学生苏施
予为母校写了一首歌：《我的校园是一
座大森林》，歌里唱着：“这里的每一棵
树一朵花，都值得被反复聆听，我怎能
不倾心？”

而华中师范大学的付东师傅，时
常在校园中遇到返校的毕业生特地到
桂花树下留影，“华师的孩子对树有感
情，走到哪儿都忘不了桂子山、桂花
树。”

育树，更是育人。树的精神内化
为人的精神，让武汉学子对母校深深
眷恋，也让他们具备挺拔的脊梁、高远
的视野、蓬勃的生机。

前辈轰轰烈烈开荒造林，后辈也
敢闯最险的关，走最难的路。

珞珈山下，“东方慧眼”从这里升
空，雷军的小米汽车正驶向世界；

喻家山下，科技报国的呼声从未
停息，创新主战场上，频频可见华科大
人的身影。

华中师大青年从桂子山走向大江
南北，走向西部边疆，在三尺讲台发挥
青春光热。

在狮子山中“勤耕力读”的他们肩
负起“端牢中国饭碗”的责任，致力于
让中国人“吃得饱、吃得好、吃得放
心”。

树与人共生共荣，山的灵气和人
的活力相互滋养，孕育出生机勃勃的
校园图景，延伸出丰盈深厚的精神谱
系。

春天又到了，新芽初生，樱花盛
放。师生们漫步山中，赏树看花，那歌
声和笑声，正如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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