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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陕西省鄠县罗什寺鸠摩罗什树，是法国梧桐即三球悬铃木(Platanus orientalis L.)的别称，属该种喜马拉

雅山南麓的一种旱生类型，有别于我国广泛栽植的速生型法国梧桐。它于晋朝末年即公元5世纪，伴随

着佛教的东传，由印度经陆路直接传入鄠县。原株于1940年末消亡，人们普遍认为此树在中国绝迹。其

实，此前有人从原株取根蘖苗移栽或无性繁殖。西安市鄠邑区草堂寺现在保留有它的无性系分株3株，

其传入时限1600年，经历了黄土高原干湿冷暖的沧桑巨变。它在这里能正常生长、开花结实和繁殖，可

作为绿化乔木，在较干旱的地方试种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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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umarajiva Tree of Roshi Temple in Hu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is another name for P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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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s orientalis L. and belongs to a xeric type of this species at the southern foothills of the Hima-
layas.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fast-growing plane-type widely cultured in China. At the end of Jin 
Dynasty, that is, in the 5th century A.D., accompanied by Buddhism spreading from India to the 
eastern, it was introduced from India into Hu county by land. In the late 1940s the original plants 
died out and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is tree is extinct in China. In fact, before their die some 
people dug out tiller seedlings from the original plants and transplanted them or propagated them 
asexually. Caotang Temple in Huyi District, Xian city now retains 3 clonal ramets of Kumarajiva 
tree. Its introduction time limit is nearly 1600 years and it has experienced great changes of dry, 
wet, warm and cold in the Loess Plateau. It can grow normally, blossom, bear fruit and reproduce 
here and can be used as a greening tree for trial planting and promotion in arid areas. 

 
Keywords 
Platanus orientalis, Kumarajiva Tree, Xeric Type, Clonal Ramet, Jin Dynasty,  
Normal Reproduction, Greening Tree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鸠摩罗什树，即陕西省鄠县 1 罗什堡南寺 2 净土树，当地人也叫脚汗树。它是法国梧桐或三球悬铃木

(Platanus orientalis L.)的别称，是传入我国最早的外域树种之一。 
鸠摩罗什树作为法国梧桐或三球悬铃木的别名，首次文字记载出现在 1933 年出版的陈嵘《造林学概

要》[1]。陈嵘 1925 年~1952 年任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生物学家段瑞生于 1924 年在《陕西实业杂志》

发表了“鄠县净土树考”，说 1923 年见到采自鄠县罗什寺的一种“奇名”曰净土树的标本，“后由英国

剑桥大学购来森林植物一书，披阅之后，始知其名之谬，特译出”：“名称筱悬木”。接着他以“名称

筱悬木”为标题，在其后说，筱悬木分二种，一种英名 plane，其学名 Platanus orientalis，俗称法国梧桐，

“近年以来，我国上海法租界植为行道树”；一种俗名美国梧桐，英名 Button Wood，其学名为 Platanus 
occidentulis。其后介绍的是 Platanus 属的特点[2]。既未译出各个种的特点，也未谈及净土树标本特点，

亦未指出净土树是两种筱悬木中的哪一种，而且将法国梧桐(Platanus orientalis)与原上海法租界行道树——

英国梧桐(P. × acerifolia) [3]混为一谈。所以，很清楚，段瑞生将净土树只鉴定到 Platanus 属。陈嵘在《造

林学概要》讲得很清楚，首先说“此类树木中国不产”。“此类”应当是指后面所说的法国梧桐、美国

梧桐和英国梧桐等。接着记述的是他由段瑞生那儿所知，“陕西鄠县有鸠摩罗什庙，旁有古木一株，直

径一丈以上，土名鸠摩罗什树”。陈嵘随后写到“熟察之即法国梧桐”，并在其后的法国梧桐名下附学

名 Platanus orientalis L.，介绍了该种的主要特点[1]。后来鸠摩罗什树见诸于陈嵘的《中国树木分类学》，

并以第一别名的位置将其列于法国梧桐(Platanus orientalis L.)名下[4]。现在鸠摩罗什树在中国的植物分类

学、林学和佛学等书籍和报刊中比比皆是，如中国的权威书刊《中国植物志》和《人民日报》等都采信

这个名称[5] [6]，说明它有自己的专指性，人们认同这个别名。 
鸠摩罗什树原株于 1940 年代末在南寺消亡，人们普遍认为该树已在中国绝迹，无不为之遗憾。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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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鄠县即现在西安市鄠邑区，1956 年曾改名为户县。 
2南寺原名罗什寺，1999 年其山门用赵朴初所题“鸠摩罗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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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有人曾从这里取苗移栽或繁殖，它的无性系分株现在应当在其它地方仍有存留。由于该树的传入与

去向与鸠摩罗什有关，2019 年笔者造访了鸠摩罗什过去在长安、姑臧和龟兹的住地——今陕西西安、甘

肃武威和新疆库车，以及与法国梧桐原产地印度接壤或邻近的和田、墨玉及喀什，还多次在西安市鄠邑

区及其南寺和草堂寺等地调查。本文讨论鸠摩罗什树的传入时间、寻踪和来源。 

2. 鸠摩罗什树传入中国与鸠摩罗什进入长安为同一时代 

鸠摩罗什树传入陕西鄠县的时间，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晋朝[1] [7] [8] [9] [10]，陈杰先生则推测应在

12~15 世纪初期的南宋至明初，并认为罗什寺也在这个时期建立[11]。笔者认为罗什寺的建立和鸠摩罗什

树的传入与鸠摩罗什进入长安在同一时代，大概率为晋朝末年。 
要讨论鸠摩罗什树的渊源不得不从鄠县罗什寺的建立谈起。 

2.1. 鄠县罗什寺于晋朝末年建立，鸠摩罗什曾进驻 

鸠摩罗什是其父——印度王室一厌政离家者与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公主所生的印裔混血儿。他天资

聪颖，崇尚佛教，7 岁出家，9 岁随母到罽宾(今克什米尔)学佛，12 岁返回龟兹。其后又陆续在疏勒、莎

车和温宿等地游学，完成小乘到大乘的改宗，名盖诸国[12]。约公元 370 年返回龟兹弘扬大乘，没过几年

他就“道流西域，名被东国”，成为世界顶尖佛教大师[13]。由于“东方圣人”道光大师屡屡推荐，他深

受前秦苻坚仰慕[14]。建元 13 年(377 年)苻坚遣使到龟兹求鸠摩罗什“入辅中国”，未能如愿[15]，他进

一步酝酿着更大的举动。建元 19 年(383 年)苻坚为得到他，派大将吕光兵出长安，次年灭龟兹国，385
年吕光带鸠摩罗什和“龟兹珍宝及奇技异戏”包括筚篥——相当现在的唢呐等乐器到凉州(今甘肃武威) 
[16] [17]。此前道安曾在鄠县北乡凿齿村居住[18]。正是在对鸠摩罗什“求迎”和“强取”的时期，在鄠

县筹建罗什寺并于后来建成[19]。淝水之战后苻坚败亡，后秦建立。弘始 3 年(401 年)国主姚兴又派兵攻

克凉州，鸠摩罗什到长安，龟玆佛教文化和音乐传入中原[12]。 
姚兴比苻坚更崇尚佛教，以国家之力大兴建寺之风，州郡也是这样[13]。如位于长安城北郊逍遥园的

澄玄堂旁僧房林立，建筑别致，其实是逍遥园的寺院，鸠摩罗什就住在澄玄堂，僧肇等德僧住僧房[20]。
从而，逍遥园被叫作官寺[13]。而同在长安的另一个号称大寺本名为草堂寺者，可容德僧 3000 人[21]，
建筑精美，殿堂巍峨，虽不比逍遥园宏伟，也相当可观。鸠摩罗什与姚兴及其大臣和僧团曾在这两处翻

译和解说佛经[20] [21] [22]。鄠县罗什寺也是这样，至东晋义熙之年又建成殿宇两座[23]，它在当时算作

当地相当宏伟的建筑。《大明一统志》指出“俗传西域鸠摩罗什憩此[24]”。“憩此”者，非仅到此，而

是居住于此之谓也。据《后秦传译佛经记录第七》，右晋安帝世(404 年)，罽宾三藏律师弗若多罗到长安，

姚兴“延请多罗憩于中寺”，即住在中寺[21]。可见，鸠摩罗什进驻过南寺。 
罗什寺在其所在村子的南方，故又名南寺。它位于涝河东岸，附近有风景秀丽的竹林、藕田和陈平

钓鱼台，与渭水之滨兼有藕池及台、观的逍遥园相比[20] [25]，就像一个小逍遥园。《佛学大辞典》收入

有鄠县“罗什寺”，并认为它“可能是一座古寺”，与鸠摩罗什当年的活动有关[26]。1999 年罗什堡南

寺新建牌楼式山门采用中国佛教学会原会长赵朴初所题“鸠摩罗什寺”是有道理的。鸠摩罗什在这里小

住应当是惬意的，联系到后面所述鸠摩罗什树的传入这里，可见他与南寺和罗什堡有着不解之缘，而且

有些文献载体还有他第二次破戒的宫女和儿子在这儿生活的记述[26] [27]。 
鸠摩罗什初到长安，姚兴敕令关尉，让四方僧人沙门在长安任其出入。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

似水流汇集于此，以致很快长安僧人激增。后来姚兴一方面特设僧制，严加管理；一方面认为“长安城

内胡僧已多，非义学卓绝者官家不再供养[20]”。另外，正统僧人的生活是通过募化乞食的化缘来解决，

这样有利于僧人的修行，鸠摩罗什早年与其母离开龟兹王室外出学佛就有这样的考虑[15] [20]。因此，他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0.94019


张廷桢 等 
 

 

DOI: 10.12677/wjf.2020.94019 134 林业世界 
 

们有些人对官方丰盛的供养谢辞不受，如佛陀耶舍等；有的甚至“持钵分卫”，外出乞食，如，佛陀跋

多罗等[15] [20]。鸠摩罗什熟悉南寺的情况，在与他的知心知己佛陀耶舍等众僧的交谈中不会不谈到它。

在这种情况下，有胡僧进驻南寺。再则，姚兴与鸠摩罗什的关系，已超出君臣或主仆，会面时往往“晤

语相对，研微造尽，淹留终日”，二人成莫逆之交[20]。对鸠摩罗什的一些隐私性安排，二人应当心知肚

明。姚兴对鸠摩罗什在中土的传宗接种又特别重视[15]，授予鸠摩罗什的宫女和所生儿子住在罗什堡，应

当由姚兴亲自过问安排。姚兴对僧人的利用是以维持统治为原则，曾知人善任地安排一些僧人“还俗为

官”，从事国家机关工作[28]，他也会安排合适的龟兹沙门在廨舍侍奉鸠摩罗什他们[26]。这样，筚篥等

乐器及其它奇技异戏经长安传到了罗什堡。 
筚篥是西域吹奏乐器之冠，出于龟兹国。它包括用不同材料制成的管身和用芦苇制作的发音簧片-哨

子(咪咪) [29] [30]。后者在鄠县罗什堡等地进一步发展，被单独用来吹唱咪咪戏(也叫哑巴戏)。至今，在

鄠邑区流行一种民俗，老人去世后的祭拜和送葬，用以唢呐等管乐器为主的乐队伴奏。晚上守灵时，用

哨子吹唱咪咪戏。咪咪戏像自乐班一样，没有形体表演，由文武场音乐伴奏，但不是用口唱，而是用哨

子吹出节目中生、丑、浄、旦等角色的拟声。可演唱秦腔和眉户等剧目，如“二进宫”、“辕门斩子”

等。熟悉的人可会意出节目的角色及其唱词，是一种粗犷的民间艺术。当地人将唢呐演奏称吹龟兹，将

表演这些艺术的乐队及成员叫龟兹家。这个称龟兹家的乐队在鄠县属罗什堡著名，其技艺堪与乾县丌母

乐队媲美，它们曾一度是陕西这种音乐方面的二雄。另外，“由于佛教戏剧源于印度”，印度佛教东传

的前缘阵地是龟兹，龟兹戏剧对中原文化有深刻影响[31]。该村的民间戏曲表演在鄠县一直属一流，过去

的戏楼紧与罗什寺毗邻，而且还有狮子舞、大头傀儡和跑竹马等表演。这是鸠摩罗什故乡龟兹和祖籍印

度音乐戏剧的延续。 
按我国传统，以人名命名地方名，此人必在该地居住过，或于当时在该地做出过非凡业绩，抑或为

国为民作出过贡献。家人引以为荣，子嗣受人恩宠。如，吴忠之于宁夏吴忠市，潘茂名和孙中山之于广

东茂名市和中山市。鸠摩罗什是一个不负如来不负卿的破戒赠人，他有姚兴赐予的宫女和子嗣[15] [32]，
对鸠摩罗什来说也是如此。鄠县有文字记载以来，县南约 3 公里处有罗什寺、罗什堡，村所在地的行政

区在不同时期为罗什里、罗什乡等[24] [26] [33]。这说明鸠摩罗什在这里居住过，宣传过佛经，而且时间

只能在后秦。或其后居住在这里的鸠摩罗什子嗣，于太和二十一年(497 年)元魏孝文帝下诏在陕西等地

“推訪”、“叙接”他们时，离开此地，步入官场[34]。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结果这里留下了罗什寺、

罗什堡及其佛教仪式和民俗。 
鸠摩罗什 413 年在长安草堂寺圆寂，由国主姚兴主持在长安逍遥园火化[12]，后来移葬于沣河西岸的

鄠县圭峰山脚下。鸠摩罗什圆寂距南宋至明初 700~1000 年[35]，在这样漫长的时期后在鄠县为一个破戒

僧人修庙建寺是难以置信的。何况，两晋属佛教传入到日趋兴盛阶段，而宋元明则是佛教由盛而衰的时

期[36]。退一步说，即使南寺及所在村由元魏孝文帝下诏寻访迎接罗什子嗣后才以罗什寺和罗什堡扬名，

也应在公元 5 世纪[34]，不会再迟。陈杰的南宋明初建寺说值得商榷。 

2.2. 鸠摩罗什树于 5 世纪传入中国 

佛教与树有着无比殊胜的因缘，僧人本来就有栽树的义举[37]。印度和西亚一带是法国梧桐种(P. 
orientalis L.)原产地之一[9] [38]。后秦将鸠摩罗什尊为国师，引来印度和西域其它国家许多佛教大师和仰

慕者的朝奉，如，鸠摩罗什的师傅佛陀耶舍以及三藏律师佛若多罗等从罽宾不远万里来到长安[15]。这时

中国和印度以及西域国家的陆路商业往来也络绎不绝。在这种情况下，经僧人或商人向鸠摩罗什曾住地

南寺传入他学佛故地罽宾(克什米尔)所产法国梧桐作为纪念就不足为奇了。 
鄠县与印度相距万里之遥。罗什堡南寺鸠摩罗什树在不同时期为1本2~7株，还萌生有小苗[1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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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很可能是先由 1~2 个果序球的种子生成“异木二株”[19]，然后再根蘖萌生发展而来。未批量引种，

传入属个人行为。当时不论僧制再严，带入几个果序球，在国家层面未登记，也是说得去的。 
法国梧桐属(Platanus)树木是外域树种，过去常被我国一些人叫作洋梧桐[11]、梧桐[3]，目前新疆仍

有人将这一属的树木称为其那树(维吾尔语)即梧桐树[39]。鸠摩罗什在新疆和邻近地区生活 41 年，在甘

肃生活 17 年，到长安时已成为中国通[12] [13]，他将这种树当作梧桐也是可信的。而且，古代文学作品

常将梧桐以“孤桐”称之[40]。鸠摩罗什到晚年认为自己在东土翻译佛经和传教成绩裴然，心潮澎湃。他

在赠弟子沙门法和偈语表露心声：“心山于明德，流董万由延。哀鵉孤桐上，清音彻九天”。“哀鵉孤

桐上”，即佛法之音在琴瑟上鸣响。哀鵉是指佛教的“好声音”，与崇高的“梵声”相同。孤桐在古代

是琴的代称，它是峄阳特产之桐所造之琴[41]。鸠摩罗什在这里将传入的罽宾法国梧桐比作峄阳梧桐，鸠

摩罗什树应于晋代末年即 5 世纪初传入鄠县。 
当前我国共有这一属的树木 3 种，别名鸠摩罗什树的法国梧桐(P. orientalis L.)在晋朝传入中国时(5

世纪)，哥伦布尚未发现新大陆(1492 年)，英国梧桐还未杂交(1640 年)产生。它传入中国的时间比美国梧

桐(一球悬铃木——P. occidentalis L.)和英国梧桐(二球悬铃木——P. × acerifolia)的问世早 1000 多年。 
从对鄠县和墨玉两地古法国梧桐年龄的分析来看，陈杰将法国梧桐的寿命定格为 500~800 年，这太

委屈和小看这个树种了。法国梧桐树体高大，高度可达 50 米，胸径可达 12 米[42]。其寿命，在土耳其长

达 4000 年[43]。另有一株生长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被称作格弗雷代布永的古法国梧桐，据说，1096 年，第

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武士们就是在这棵树下扎营的，今天仍健在，其树龄应在 1000 年左右。在希腊还有

一株叫希波克拉里的法国梧桐，算起来树龄约 2500 年[44]。罗什堡南寺的鸠摩罗什树原株，从公元 5 世

纪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消亡，树龄 1500 多年，也在其生存范围之内。 
另外，于 1461 年问世的《大明一统志》记载，这种树“俗传西域鸠摩罗什憩此，覆其履，土中生”

[24]。说此树由鸠摩罗什本人亲自传入，未必；但在他作为国师的鼎盛时期由罽宾等国的仰慕者和商人带

入果序球，繁殖成植株，植于他曾进驻地南寺，而记于他的大名之下，不是没有道理的。既然 15 世纪的

国家级史料说此树东晋就有，而且 1484 年所立“重修罗什寺记”碑记载已“荫七株”[19]，可见已有相

当年份，又怎么能是 15 世纪初期才传入呢？如果是那时传入，植树者尚且健在，或植树事件记忆犹新，

国家级史料能那样记述吗？ 
到目前造访该寺和追寻鸠摩罗什树者仍络绎不绝，对该树原株的消亡无不表示遗憾[45] [46]，寻找其

现存植株是必要的。 

3. 鸠摩罗什树寻踪 

笔者先前对脚汗树耳熟能详，学习林学专业以来，断断续续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几十年。学生时期，

从陈嵘的《造林学概要》、《中国树木分类学》等书籍了解到法国梧桐又名鸠摩罗什树和净土树[1] [4]，
并查阅了与该树有关的一些资料。它首先出现在《大明一统志》：“净土树在鄠县南八里，俗传西域鸠

摩罗什憩此，覆其履，土中生”[24]。其后在(明)《广博物志》有基本同样的描述[47]。在(明)《重修罗什

寺记》碑则记述，“鸠摩罗什倾履中土，生异木二株”，“名为净土树”，“今荫七株”[19]。清代傅龙

标、王宽和康弘祥在咏净土树诗中也有类似的记述[48]。清乾隆《鄠县新志》则说净土树“一本六株”[49]，
到 1933 年《鄠县志》则记载，“唯存四株，一大三小，然树旁萌生者颇多”[48]。40 年代的情况，在调

查时当地人记忆犹新。 
第一次调查在 1981 年。笔者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仰渠教授之约，和邱明光教授等到鄠县对其实地

参观考察，首先到达罗什堡南寺。这时，这种树在该寺已经消亡。他们组织知情群众座谈，得出 3 个结

论：(1) 这种树与鄠县余下现在的法国梧桐(实际为英国梧桐——P. × acerifolia——笔者注)相似，但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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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 最后一株于 1940 年代末死亡；(3) 寻找现存者得找该县涝峪口村刘东堂。 
随后他们驱车到涝峪口村走访，可惜，刘先生已经仙世。接待他们的是刘先生的老伴闫老夫人。他

们说明来意后，问她：“那里还有这种树？”闫老夫人不假思索地说：“这种树草堂寺还有”。他们又

驱车到草堂寺，那里确实有法国梧桐属(Platanus)树木 3 株。由于时间关系，加之树木比较高大，他们并

未采集标本，作细致鉴定。只粗枝大叶地浏览了一下，留下了草堂寺存留有鸠摩罗什树的深刻记忆。是

否确实是罗什寺那样的鸠摩罗什树？与广泛栽培的法国梧桐(P. orientalis L.)有无不同？未作进一步研究，

亦未公布这个参观式的调查结果。其后同校牛春山教授在编写《陕西树木志》时，又派遣王明昌同志到

罗什堡采集鸠摩罗什树标本未果。考虑到 1933 年陈嵘将鸠摩罗什树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英国梧桐的混淆

[1] [3]，特别是在《中国树木分类学》对法国梧桐(P. orientalis L.)的描述和所用标本未涉及鸠摩罗什树叶

子的突出特点[4]，笔者认为陈嵘的“熟察之即法国梧桐”，仅是以历史事件结合地缘关系作出的的判断，

他并未见到南寺鸠摩罗什树的标本。但毕竟是他，第一个将鸠摩罗什树判定为法国梧桐种(P. orientalis L.)。 
为了弄清这一历史遗留事实真相，2019 年 5 月笔者再次到罗什堡和涝峪口村作进一步调查。罗什堡

群众说，上世纪 40 年代，当大树枯损时，人们已看到这种树有濒临灭绝的危险，由县政府出资，一温姓

人负责，在树的周围砌了一圈砖墙，对其加以保护。涝峪口村刘东堂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原户县支会副

会长，他参与了这项工作。另外，刘东堂曾从这儿挖走过这种树的根蘖苗。涝峪口村群众说，过去在该

村小学栽植有一株像余下那样的法国梧桐，他们曾在树下捡拾过刺乎乎的球形果实(果序球——笔者注)。
1953 年这株树 20 多公分，应该是解放前栽植，长至 50 公分左右时伐掉。过去刘东堂任该校董事长，他

还在该校栽植有一株观音栁，即柽柳(Tamarix sp.)，一直保留至今。这样，作者基本认定涝峪口村和草堂

寺的法国梧桐是刘东堂移植罗什寺鸠摩罗什树的根蘖苗或无性繁殖苗。因为法国梧桐用种子繁殖比较复

杂，非专业人员通常“播种是长不出来的”[46]。遂后于 9 月 7 日，在草堂寺采集法国梧桐标本，并于

10 月 11 日持果叶标本到罗什堡和涝峪口村，分别组织知情群众确认和复核上述事实。 
草堂寺现有法国梧桐树 3 株，生长于鸠摩罗什舍利塔与鸠摩罗什纪念堂之间人造石广场两侧(广场于

植树后修建)。其西一株根颈两面与 90˚硬地面相切，高 30 多米，胸径 71 厘米，树干通直，枯顶。其东

两株，一株南、西两边为 90˚硬地面，距离分别为 1.3 米和 1.4 米。树体较小，高 30 米，胸径 53 厘米。

另一株距硬地面 2 米以上。高近 40 米，胸径 92 厘米。树干通直挺拔，生长健壮(图 1，标本存西北农林

大学标本室)。3 株主干树皮均灰褐色，小片状分裂，上部枝条树皮大片状脱落，内皮绿白色；而广泛栽

植的速生型同龄法国梧桐主干和枝条外皮脱落，内皮光滑，呈绿白色。经标本鉴定，这 3 株确系法国梧

桐(Platanus orientalis L.)，所不同的是： 
叶片较小；叶裂片较少，常 5 深裂，裂片在近叶掌处为内截式长椭圆形，全缘或具少而较小齿牙。

有别于广泛栽培的速生型法国梧桐，是另一种类型。 
关于这几株树木的年龄，根据“西安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规定，不得在树上打钉，故不能用生长

锥直接测定，只能调查分析。刘东堂自 1941 年起任中国佛教协会原户县支会副会长[23]，罗什寺鸠摩罗

什树于 40 年代末消亡。在这 10 年中他有资格从罗什寺取根蘖苗直接移栽，或繁殖成无性苗木，在草堂

寺定植。其后鄠县解放，刘先生难以主动出面再作这些事。这样，草堂寺法国梧桐的年龄应在 70~80 年。

退一步说，即使在 1954 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草堂寺全面整修时，定植由刘东堂经手繁殖的 3~4 年生大

苗，到现在树龄也应约 70 年。 
后来笔者就鄠邑区、西安、杨凌的法国梧桐属树木作了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地区广泛栽培的是英国

梧桐(P. × acerifolia)。西安的英国梧桐是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原南京市副市长徐步调入西安后，由南京

引入栽植的，鄠县栽培得更迟。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北校区行道树为英国梧桐，但叶片较西安和

鄠邑区的变异较大。这是由于种子繁殖引起遗传性多样变异及 F1 自交和近交后代疯狂分离的缘故，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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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曾在该校教学生产劳动中参与过这个树种的种子繁殖。 
 

 
Figure 1. Plane tree (clonal ramet of Kumarajiva 
tree) in Caotang temple 
图 1. 草堂寺法国梧桐(鸠摩罗什树无性系分

株) 
 
关于鸠摩罗什树，在《重修罗什寺记》碑对叶子的描述是“叶类手掌”[19]。龚敏迪和星叶草对鸠摩

罗什树比较关心，后者曾远赴土耳其拍摄法国梧桐(Platanus orientalis L.)照片研究，前者为此收集不少资

料。1992 年龚敏迪专趟去鄠县罗什寺调查研究，可惜此树在该寺已经消亡。他不无遗憾地离开这里，再

到草堂寺。其后在他的旅游记“鸠摩罗什与草堂寺”中对罗什寺“这棵离奇的净土树”的描述是，“有

记载说它曾经分成六株树身，每株斜斜地伸向天空，而那阔大稠密的叶片，又颇似无数佛门子弟的无数

手掌，五指都齐刷刷地伸展开来，好像是为了领受佛的已说法和未说之法[46]”。草堂寺法国梧桐叶多为

5 深裂，裂片窄长，少齿牙而近全缘，二者完全一致。这是从形态上的分析。再则，刘东堂是鄠县知名

人士、留日学者。早先为鄠县劝学所所长和教育局局长，自 1941 年起任中国佛教协会原户县支会副会长，

上世纪 40 年代后期辞职归家，专事园林栽培[23]。是他，一个具有这样三重身份的人，当时有资格也有

能力，并有人指认，从南寺取苗，在涝峪口村小学和草堂寺栽植鸠摩罗什树的根蘖苗或无性繁殖苗。无

疑，草堂寺现存法国梧桐是南寺鸠摩罗什树的亲传无性系分株，与原株基因型应该一致。 
鸠摩罗什树像广泛栽培的速生型法国梧桐(P. orientalis L.)一样“对于气候最善适应[1]”，在关中渡

过了 1600 个冬夏，经历了黄土高原干湿冷暖的沧桑巨变，在这里能正常生长、开花结实和繁殖，可作为

一种优良绿化乔木类型使用。 

4. 鸠摩罗什树的来源 

鸠摩罗什到长安后，中国和印度以及西域国家的陆路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频繁，鸠摩罗什树应由陆

路自其自然发布区东界印度及西域有关国家经新疆、甘肃传入陕西鄠县。据调查，鸠摩罗什在新疆佛教

活动的中心龟兹，即今天库车 2000 年才由内地引进法国梧桐。他在甘肃姑臧，即今天武威时是人生的低

谷期，对外佛教活动全部中断，与其它国家几乎没有往来。而且今天的武威鸠摩罗什寺一株法国梧桐都

没有，武威市也没有记载和栽培有超大的法国梧桐树。所以，鸠摩罗什树是鸠摩罗什到长安后经新疆、

甘肃由外域直接传入鄠县，并非经由他长期居住过的库车、武威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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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疆法国梧桐(P. orientalis L.)除天山西部的伊宁市外，集中栽培在南疆，包括库尔勒、阿克

苏、喀什和和田。而且越向西南，即越接近原产地印度，如喀什和和田，栽培法国梧桐越多，古树越多

越大。被誉为中国的法国梧桐王就位于墨玉县阿克萨拉依乡古勒巴格农村，属 1 级古树。它单株木材材

积 100 m3 以上，今天仍生机旺盛，在直径 3 米、主干 3.7 米范围内，由不定芽生出许多生机勃勃的新枝

(图 2，标本存西北农林大学标本室)。已有资料报道，法国梧桐高度可达 50 米，胸径可达 12 米[42]。相

比之下，这株树远未达到该树种的极限生长量。而喀什街道的 3 株 3 级古法国梧桐，由于地面硬化，全

部枯梢，即将枯死。从实地调查、标本鉴定，这两地的法国梧桐古树和我国广泛栽植的法国梧桐(c)是同

一类型。 
 

 
Figure 2. Plane tree in Moyu county, Xinjiang 
图 2. 新疆墨玉法国梧桐 

 

叶子的形态特征，即叶相是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叶片形状与遗传关系密切，有植物识别的

重要功能。叶面积大小、脉络结构与叶缘类型与水分关系极其密切，而且叶缘类型是脉络结构在叶缘的

扩展[50]。因此在种内研究叶面积大小和叶缘变异，对判定产地有重要价值。已有研究资料表明，生长于

水分充足条件下的植物，叶面积大，叶缘不整齐，有利于水分的蒸腾和光合作用的进行，植物的竞争力

强；而在胁迫条件下，特别是水分不足时，植物叶面积小，叶缘光滑，叶裂片及齿牙少[50]。法国梧桐叶

片较大，深裂。裂片亦大，裂片边缘、齿牙与其它树种单叶叶缘、齿牙功能类似。以所采墨玉的全部 7
份蜡叶标本为基准，随机选取草堂寺法国梧桐标本作了叶相比较分析。标本均取自树冠下方，用方格纸

法直接测定蜡叶标本叶面积，统计叶裂片数、全缘裂片数及齿牙数。调查结果如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leaf phase of plane tree in Caotang tepmle and Moyu county, Xinjiang 
表 1. 草堂寺、新疆墨玉法国梧桐叶相比较 

试样来源 
Sample source 

调查叶数 
Number of leaves 

investigated 

叶面积(cm2) 
Leaf area (cm2) 

裂片数/叶 
Lobe number/leaf 

齿牙数/叶 
Tooth number/leaf 

裂片全缘率 
Percentage of entire 

lobes 

草堂寺 
Caotang temple 18 82.5 4.89 6.83 19.3% 

新疆墨玉 
Moyu county, 

Xinjiang 
18 133 6 11.5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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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叶面积属数量性状，叶片大小呈正态分布[51]，用 t 测验法检验其差异显著性[52]；裂片全缘与

具齿牙属质量性状，计算理论次数后，用 2 × 2 卡方测验法检验裂片全缘率差异显著性[53]。二者均达到

差异极显著性水准，其它两项用绝对值比较。 
从表 1 可以看出，草堂寺法国梧桐，即鸠摩罗什树无性系分株叶平均面积小，平均裂片数及平均齿

牙数也较新疆墨玉法国梧桐小而少，而裂片全缘率较后者高，差异明显。这说明，前者是干旱产地起源，

后者是水分充足的适生地起源。 
笔者进一步将草堂寺、新疆墨玉与克什米尔法国梧桐标本做了比较研究(图 3)。克什米尔标本来自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标本室，编号 5833，1932 年 10 月 25 日，由刘慎谔采自“Kashmir (克什米尔城)附近，

海拔 1706 米”。克什米尔地区东面与中国交接，西面是巴基斯坦，南面是印度。克什米尔缺水，在梵文

克什米尔是“水竭之地”。采集地在克什米尔地区的西北部，就干湿来说属印度洋区系的干燥地区。1932
年 10 月刘慎谔与瑞典人那林结伴，由拉达克翻越喜马拉雅山入印度采集标本[54] [55]。该标本由杨金祥

鉴定为法国梧桐(Platanus orientalis L.)。它的主要特点是叶片较小，裂片较少，齿牙少而短小。 
 

 
(a)                                   (b)                                   (c) 

Figure 3. Comparison of specimens of plane trees in (a) Caotang temple; (b) Kashmir and (c) Moyu conty, Xinjiang 
图 3. (a) 草堂寺、(b) 克什米尔与(c) 新疆墨玉三地法国梧桐标本比较 

 
从图 3 草堂寺、克什米尔和新疆墨玉法国梧桐标本的比较，容易看出，草堂寺与克什米尔法国梧桐

标本相似，而与新疆墨玉法国梧桐差别较大；而且墨玉法国梧桐与克什米尔的也很不相同。这说明，鸠

摩罗什树来源于印度北部的干旱地区，这正与当时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同长安和鸠摩罗什的密切往来

相一致。新疆墨玉的法国梧桐应另有来源。 
在计算机上对数码照相技术所获取图像作放大和收缩处理，能更清晰地判读图像的特点。用这种方

法，将草堂寺和墨玉法国梧桐与星叶草在其中心发布区土耳其南部拍摄的法国梧桐树冠叶相作了群体比

较。如图 4 所示，就裂片数，裂片边缘、齿牙及全缘率来说，可以看出，前二者的差异性和后二者的相

似性(图 4)。 
综上所述，鸠摩罗什树来源于古时的罽宾国，即今天的克什米尔。它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干旱

地区，具有旱生特点，属抗旱类型，可在较干旱地区试种和推广。而墨玉等地的法国梧桐，像土耳其法

国梧桐一样，具有适生特点。相比较，它应当来源于其分布区气候较湿润的其它地区，属速生类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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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等光热条件充沛的条件下，只要局部地区水分供应充足，它具有极强的光合和速生特性。 
 

 
(a)                                   (b)                                   (c) 

(2019 年 11 月 4 日拍照)           (2011 年 11 月星叶草拍于土耳其白加孟)           (2019 年 7 月 7 日拍照) 

Figure 4. Comparison of leaf phase in the crown of plane tree in (a) Caotang temple; (b) Turkey and (c) Moyu conty, Xin-
jiang 
图 4. (a) 草堂寺、(b) 土耳其与(c) 新疆墨玉三地法国梧桐树冠叶相比较 

5. 结论 

陕西鄠县罗什堡南寺鸠摩罗什树，是法国梧桐或三球悬铃木(Platanus orientalis L.)的别称，属该种喜

马拉雅山南麓的一种旱生类型。它于晋朝末年，即公元 5 世纪初，通过僧人或商人由印度直接经陆路传

入鄠县，属个人行为，并非批量传入和繁殖。鸠摩罗什树原株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在鄠县罗什寺消亡，

但有关人员此前曾从原株取苗移栽或繁殖。鄠邑区草堂寺现保存有鸠摩罗什树的亲传无性系分株 3 株，

与原株基因型应该一致，造访者和有兴趣者可到草堂寺睹其真容。西安市鄠邑区传入鸠摩罗什树的时限

为 1600 年，它经历了黄土高原干湿冷暖的沧桑巨变，在这里能正常生长、开花结实和繁殖，是一种优良

绿化乔木类型，可在较干旱的地区试种和推广。位于西安市鄠邑区的西安市种苗站已将其扩大繁殖，需

要这种苗木者可与该站联系。罗什寺预留有定植点，计划再次植入鸠摩罗什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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