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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往天目山开去的时候，突然
晴转阴，骄阳变脸，冰雹般的大雨
点呼呼地扑向车窗。手机铃响起，
朋友来电关照上山可要注意安全
呵。

天目山上，百岁以上的大树有
#''' 多，年龄最大的 &''' 多岁。
真是千岁爷了。如此树仙聚居之
地，岂是我等凡俗之辈随便去得
的？

自然要先给我点颜色看看。
车窗外只有密集的黑雨。
黑雨把整个世界抹去了，当然

雨不是黑的，但天黑沉沉的，感觉
中雨也是黑的了。

和黑雨很不谐调的，是车里深
情优雅的音乐，小提琴拉着“高山
流水觅知音”。或许，天目山想看
看来者是不是知音？

天，说亮就亮了。两侧高山
间，天蓝、浅藕、灰粉，在天空上
染出那么和谐、柔和的色块。好像
向我们扬起了一张用清水洗净的靓
丽的脸：欢迎来到天目山。

我想，第一次到天目山的人，
很难不变得大惊小怪的。我刚走几
步就叫起来：“这棵树真大吔！”
再走两步：“这么大的树吔！”再
再走两步：“大树这么多吔！”

就见一块牌子上写着，这里有
柳杉、银杏、金钱松、黄山松等共
""&&株，是世界最大古树群。

如果有 ""&& 棵大树，我总不
能喊叫 ""&&次？

于是不叫了。
但是还是止不住地要叫。这里

的树都是百年千年地自然生成。个
性张扬，个个如神仙般挺拔而洒脱
而恣肆。五代时期的周宏让写天目
山：“一士出开门，一士呼我前。
相看不道姓，谁知隐与仙。”有人说这里是一树一风景。我说树们或隐或仙，哪
一棵古树，你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前辈。

如果请美术师在电脑上设计五六千款树，如何能设计出天目山上树们的形
貌？个性是设计不出来的。个性只有在自由的天地里，才能呈现出最独到最丰富
的风景。树们深遂之眼睛，丰富之生命，都在告诉我：只要是生命都是辉煌的，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我一边因树们感动着，一边也不客气地接受树们的赐予———雨后的森林氧
吧。这里不仅可享受氧吧，还可治疗颈椎痛———老得使劲仰起头看古树。但见这
里的天空都让树遮住了，层层叠叠的绿在天上摆开。是谁，把不尽的绿色，倾倒
下来？是谁，用沁人的清香，作美的表白？有什么比爱更激情澎湃？

杜甫有诗曰：花重锦官城。我想改诗句：绿重天目山。
绿，是不需要翻译的世界语。人在天目，与那山、那树对话，享受到的，是

一种无障碍的视觉语言。

最高的树有 !' 来米。有一棵
当年乾隆惊呼是他看到的最大的树
（原来皇帝到此也和我一样大惊小
怪）。当时的百姓得知皇帝册封此
树为大树王，便纷纷前来剥树皮回
家熬汤喝，以为喝了可像树一样长
寿。这棵大树就这样因大而得宠而
成名，又因成名而招杀身之祸。

大树王是乾隆恩宠的牺牲品。
后人往大树空了的树干里灌上水
泥，使死后的大树挺立至今。好像
在警示世人，什么叫树大招风。

上天目山走到古树群，要经过
+%! 个转弯。寻访如此神圣之地，
自然不会为你铺直了道路。人生本
来充满了拐弯，重要的是执着地走
下去。

一路走来，在天目山上除了绿
色，还是绿色。只在一个农家饭店
外，看见一种红花。后来在山路
边，又见一种菊红的花。我们便哇
哇乱叫起来：这是什么花？什么花
什么花？是野生黄花！什么花？是
萱草！萱草是什么花？

平时在都市里，路边满满叠叠
的鲜花，如果有人对着一朵花大呼
小叫地喊“花！花！花！”一定是
神经了。在天目山古树群间，偶见
一朵小黄花，便让大家惊喜得不
行。人永远是以稀为贵，于是才不
断地去探索去发明去创造新鲜的新
生的。简称叫做：创新。

也有比创造还难的，或者说创
造不出来的。那种稀就尤其地贵。
比如这些高龄古树，面对这些 #''

岁、"''岁、&'''岁的前辈，不能
不心生感佩！

或许我太崇拜树前辈们，竟是
完全忽略了我本来极喜爱的竹。要
告别天目山时，这才看到了满山的

竹。一如明徐文长的诗句“竹树回环翠万层”。
天已暗，独独嫩竹依然翠绿，翠竹依然嫩着。写到这竹时，不知怎么，我误

把翠竹写成“小翠”，赶紧改成翠竹。然后又想，写成小翠更能表达此时我对竹
的感情。

正和小翠们难分难舍时，就听有人叫：看雾！果然，山间汹涌起大雾。雾升
腾而起，盖过山峰，铺向天空，又弥漫过来，为我们做森林浴。云雾飘来飘去、
忙前忙后地把竹们山们暖暖地笼在一起。云雾调和了竹香、树香、草香、叶香，
用铺天盖地的美丽，给我们带来不断的惊喜。

上得天目山的人便是当了一日神仙。
下山时，山上早已无人。我们的车转过一个弯又一个弯，一口气转了 +%!个

弯。我坐在车后座，这么飞快地把我甩了 +%!个转，人晕乎得几乎不能思想了。
天目山刚刚让我当了回神仙，又要我知道，当神仙也是有代价的。一切的得到，
都需要相应的付出。 （作者为著名作家）

巴马、东兴、永福都是长寿之乡，掐指算广西已有

&+个“中国长寿之乡”。不久前，又有消息称，广西阳朔

也符合认证标准，被建议授予“中国长寿之乡”。这意味

着，阳朔将成为广西第 &# 个挂上这块招牌的县。另据

《南国早报》报道，在阳朔之后，凤山、大新、天等、恭

城等一批“准长寿之乡”也在排队申报。

时下，随着人们对健康的日益关注，一块“长寿之乡”的

金灿灿招牌的确很有诱惑。笔者 +'&&年曾到过广西巴马，

目睹不少天南海北的游客蜂拥而至，与百岁老人合影，品尝

当地特有的火麻汤。不过，说实话，除了巴马之外，广西其余

十多个“长寿之乡”的名气要小得多，有的甚至闻所未闻。

西谚云：“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

女人比作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蠢才。”

巴马主打“长寿”招牌取得了成功固然不假，但如果就此

跟风效仿，“长寿之乡”遍地开花，就难免有些庸蠢之

嫌。毕竟，眼下巴马的长寿产业已经较为成熟，创出了一

定的知名度，后面的“小兄弟”很难有资本去和“老大

哥”掰掰手腕。即使拿到了“长寿之乡”的名头，恐怕一

时风光之后迅速沉寂，直到被后浪拍在沙滩上。

凡事物以稀为贵，再好的东西多了就不值钱了。眼

下，无论旅游产业还是区域经济，都存在严重的同质化倾

向。比如，印象刘三姐火了之后，“印象文化”被迅速复

制，《印象·丽江》、 《印象·西湖》、 《印象·海南岛》 等

等接踵而至。动辄几亿元的投资砸下去，有多少城市文化

真正给人留下“印象”？再比如，周庄、同里带动古镇旅

游，全国一下子涌现出已开发或正在开发的古城镇 +%''

多座，数量居全球第一。似曾相识的建筑风貌，千篇一律

的吃喝玩乐，又有几座古镇会让人记住名字？

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一味模仿只会迷失自我。山

东寿光蔬菜出名后，媒体曾报道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某县素有种植棉花的传统，当地政府喊着“大胆向山东寿光

学习，实现经济大跨越”的口号，逼着农民改种大棚菜。在政

府的推动下，大棚搭起来了，菜也种上了，但终于因为技术

和群众积极性不高等原因失败了，而原有的棉花产业底子

也被折腾得差不多了。如今，广西多地“向巴马学习”，“长

寿”招牌火热背后，同样有邯郸学步的隐忧，应当心没有学

到别人的长处，反倒失去了自身的特色。

跟风“长寿之乡”，实则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的懒政

思维和急功近利，不敢探索创新，不愿开动脑筋，只会抄

袭模仿，试图直接把别人的成功拿来简单复制。这一现象

不及时纠正，即使跟风“长寿

之乡”失败了，地方政府又会

很快去追逐新的模仿对象。

与其扎堆“长寿之乡”，

不如差异化发展，去寻找本县

特色的文化旅游路子。

“长寿之乡”勿跟风
张枫逸

我
的
前
辈

陈
祖
芬

旅游漫笔

名家看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