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马忆玲 电话：87138733 Email：649957973@qq.com 03深度报道

吕游翁在四川偶遇引路人严师傅

前些天，本报正
式推出了植树节特
别活动——永报“读
者林”的认领消息，
在报名电话接踵而
至的同时，大家对所
谓的“神奇树苗”及
其推广人吕游翁萌
生 了 莫 大 的 好 奇。
吕 游 翁 何 许 人 也 ？
神仙楠又是何方神
圣？

近日，记者特去
拜访了这位年过花
甲 的 追 梦 者 ，围 绕

“他和金丝楠木之间
的 难 解 情 缘、那 个

‘绿梦计划’背后的
种种艰辛、他内心深
处的自然和人生”，
一探究竟。

我市一位花甲汉倾其所有挖掘推广金丝楠木

投入前半生积蓄 搭上后半生精力

回到永康后，吕游翁成立了一处神仙
楠小型试验基地。在多年的栽培观察中，
吕游翁意识到：神仙楠的生长速度比一般
的楠木树种要快得多。他不禁想：“生长快
速，驱蝇避蚊，甚至连蜘蛛都不来结网，还
能造出大量氧气，给人提供一个阴凉环
境。这样的树种，不正是用作庭院绿化的
最佳选择吗？”

然而，由于对这“珍稀树种”的管理方
法了解甚少，第一批下土的种子，几乎全军
覆没，投入的大量资金也全数打了水漂。
痛心疾首之余，吕游翁却不气馁：“那就从
零再来，不成功，决不罢休。”他决定向“科
学力量”求助。2017 年 11 月份，中科院和
他签订了合同，答应为其提供树木DNA检
测以及栽培技术传授。

至此，大部分人对神仙楠的生态效益
仍持质疑态度。就连在家人的眼里，吕游
翁的这份“执着”也被视作“白日做梦、信口
雌黄”。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姚刚是第
一位亲身试验神仙楠奇效的专家。

2018 年 7 月，吕游翁找到主攻昆虫分
类研究的姚刚，告诉他自己发现了一种神
奇的楠木，可快速驱避蚊虫，并且对人体没
有危害。姚刚充满了好奇，答应跟随他去
看看。在他家的天台上，露天种植的蔬果
周围，竟不见一只蚊蝇。姚刚十分惊讶：一
株小小的神仙楠真有这么大的“功力”？便
讨要了 3 株带回自己家中，放在最为潮湿
闷热的水池边。果不其然，一周左右，蚊蝇
还真消失得一干二净。

随后，在姚刚的引荐下，吕游翁与杭州
林科院的专家团组建了合作关系，协力为

“神仙楠”正名。采访当天，吕游翁告诉记
者，次日他要前往杭州，下一步准备在杭州
设点，目前正在勘察选择蚊子最多的区域。

吕游翁说，根据调查来看，东南沿海某
地的地方政府对楠木的栽培发展还是比较
重视的，但是，栽培的通常是生长慢、材质
差且不会长金丝的普通楠木。经过访问当
地林业技术员得知，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主
要是信息不灵，对有关金丝楠木认知不
足。因此，吕游翁对推广神仙楠这一计划
愈发坚定：“种植优良的楠木品种，既促进
经济效益提高，又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才能
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个64岁的老人，在他的“绿梦计划”
里倾注了前半生的财力和后半生的精力。
若是问他值不值得，他嘴一撇表示：“没想过
值不值得，光想着要把这件事做好。”

说起吕游翁和金丝楠木的这段奇
缘 ，不 得 不 提 他 本 身 的 创 业 经 历 。
1996 年，吕游翁创办永康市古丽房屋
开发有限公司，开始与各种木材打起
了 交 道 ，并 且 积 累 了 相 当 可 观 的 财
富。2005年，在一次闲谈中，有人提出
想造仿古建筑，这一重任就这样落到
了吕游翁的头上。

“既然要造，就得按高标准造。‘百
年 工 程 ’哪 够 呢 ？ 我 要 造‘ 千 年 工
程’。”下定决心，吕游翁便踏上了旅
程。他先后考察了国内外 500 多处古
建筑，考察得越多，对建造“千年工程”
所需的材料就越发了解。比如说，石
头要用坚硬的斑岩，这是吕游翁在参
观完埃及金字塔后想到的，而砖头的
灵感则源自于饱受风霜的西安古城
墙。那么，可存千年的木材呢？

有一回，吕游翁偶然闻知了我国特
有的珍稀树种——金丝楠木。据说，该
树千年不腐、不变、不朽，古时是皇家专
用的建筑用材。正当他处在柳暗花明
的兴头上，一盆冷水迅速浇了下来。

这些年来，面对这一弥足珍贵的
“宝树”，学术研究领域的涉及者极少，
以至于研究成果有限，更别提一本全

面、科学的专著了。加之买卖双方的
认知不足，黑心商贩常把一种名为“琴
柴”的木材制成家具，再添加一点黄色
染料，就伪装成金丝楠木售卖，“市场
自然越来越混乱，真真假假的叫人难
以 分 辨 ，普 通 人 十 有 八 九 会 上 当 受
骗。于是，我动了一个念头：我要出本
关于金丝楠木的书。”吕游翁说。

并非林业科班出身，却要写一本
科普书，难度可想而知。2006年始，吕
游翁分赴全国各地市场，查看金丝楠
木实物，由于不懂的问题甚多，最初免
不了碰壁。但他骨子里的那点儿“好
强”不允许他半途而废，向专家请教，
找从业者了解，见到实物还要“刨根问
底”。久而久之，吕游翁总算掌握了一
套识别真假金丝楠木的本领。但这，
远远不够。

为了从源头上揭露假楠木的真面
目，2017 年秋季，吕游翁独身赶赴“死
亡之谷”——黑竹沟国家级森林公园
寻找琴柴。这个连指南针都失灵的古
怪地方，70%被森林覆盖，常有云豹等
兽类出没。前路的艰险早已了然于
心，他却还是“偏向虎山行”，只为拍到
琴柴的真容，写进书中。

“打假”完毕，吕游翁开始向新目
标出发：寻找野生活立木。

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江
西⋯⋯吕游翁翻开一张金丝楠木分布
图，幅员辽阔的国土之上，一些小红点
稀疏地被标注出来。十多年里，他几
乎跑遍了我国金丝楠木的集聚区。“凡
是能发现金丝楠木踪迹的地方，我都
会去。”在实地考查中，他发现，在人类
活动频繁的东南沿海地带，野生老楠
木能够存活下来的概率极低，如今真
正有金丝的楠木可以说是难得一见。
只有在西南地区，至今保存下来的种
群比较纯正，其中还有少量布满金丝
的金丝楠木。

2017年，行至四川时，吕游翁碰巧
遇到了当地的一位老人，人称“严师
傅”。严师傅向其透露，想要找到野生
楠木，得去云贵川的地震带。吕游翁
回忆道：“他告诉我，那附近有个神奇
的楠木品种，如果我能找到，也许能帮
助许多人。”

循着严师傅给的线索，吕游翁历
经长久的跋涉后，终于在那片崇山峻
岭间遇到了一个小村落。这个村落没
有正式的村名，村人都唤它为“神仙楠
村”。由于此处地震频发，多数村民都
已外迁，况且地处偏僻，又没有配套公
路，愿意徒步进村的人也不多。

得知吕游翁的来意后，几个热情
的村民带他去看了传说中的神奇树
种：最大的一株胸径 4 米有余，而胸径
2 米左右的约有 20 株。据村民说，因
为有这几株神仙树在，村里几乎没有
苍蝇、蚊子，在这生活的人啊，快活似
神仙。所以，当地人叫它“神仙楠”。

根据寻常观念，金丝楠木一般是一
年结一回子，而吕游翁连续观察了6年，
发现这神仙楠竟然六年才结一次子。
这个品种结子难，繁殖显然也比别的金
丝楠木困难，所以，显得更加珍贵。

最后，村民同意让吕游翁带回一
些种子，而这位老人的“绿梦计划”也
因着这份善意而逐渐明朗起来。

冒险深入无人区 意外寻得神仙楠树子

一项“千年工程”引发他的楠木情缘 “绿梦计划”如愿成行
借科学力量为树正名

□记者 马忆玲

吕游翁带回的神仙楠种子

在西南地区在西南地区森林里森林里，，吕游翁与野生老楠木拥抱吕游翁与野生老楠木拥抱。。

吕游翁家的露天阳台吕游翁家的露天阳台，，由一由一

株神仙楠守护株神仙楠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