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昨天来到松江石湖荡的这
处古松旁，首先便见到一扇古色古香
的大门，上书“ 江南第一松”几字。推
门而入，便见到一处凉亭，几处假山，
旁边的草坪上便是“ 旧貌换新颜”的
罗汉松。

这棵罗汉松的“ 腰身”颇大，需
要几人合抱才能绕其一圈。更加特别
的是，树木中下部位的树干显得苍劲
有力，呈现深褐色，而越是往上，便越
有生机和绿意。

从远处看，盘根错节的古树干
中，一棵笔直的新罗汉松仿佛要刺破
云端般，挺拔地“ 站”了起来。它的枝
丫，比起环抱着它的古树干而言，显
然娇嫩了不少。但是枝丫上的绿叶，
却带来了无尽的生机。如果不仔细
看，以为古松和新植入的罗汉松便是
一体的，这棵历经几百年沧桑的古树
又起死回生了。而走近细看，才能依
稀辨别，古松苍老的树干，以及“ 孕
育”其中的那个“ 新生命”，是两个不

同的个体。
为了使古树干中的罗汉松不再

孤单，园艺专家还在周围种植了若干
罗汉松。游客倘若拾级入内，便能欣
赏到“ 新生命”和“ 旧生命”相拥在
一起的“ 奇景”。整个景致错落有致，
虽然无需多时便能赏毕，但其间的意
蕴，仍让人流连忘返。附近的居民也
连连称奇，古树能够重新“ 延续”其
生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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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多岁古松枯死40年后突然“ 有喜”
树孙“ 借尸还魂” 树爷“ 起死回生”

据了解，石湖荡镇旧称便是“ 古
松乡”，即以这棵古松命名。镇上居民
对此古松，都有或多或少的情结。此
番“ 死而复生”的“ 江南第一松”，会
被作为石湖荡镇的一大免费的旅游
景点对外开放。镇政府在旁边修了小
型的凉亭，游客至此，赏完古松，便可
稍做休憩。

石湖荡镇工作人员杜颖说，本来
这棵古松位于石湖荡集镇西端中心
幼儿园内，现在已经将它和幼儿园分
开，并独立地辟出一块场地，修建了
古色古香的大门，并有凉亭点缀其

间。罗汉松旁边还摆放了几处假山，
供造景用。整个景点耗资100多万。虽
然方圆不大，但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 接下来石湖荡镇的旅游规划便
是，要将4个‘ 江南第一’综合起来开
发。除了‘ 江南第一松’，还有江南第
一寺，江南第一网，江南第一鱼。此外，
金泖渔村农家乐，浦江之首景区等也
会纳入整体的旅游规划之中。”杜颖告
诉记者，这棵“ 起死回生”的罗汉松，
将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将
来供游客观赏，并和其他景点结合起
来，成为石湖荡镇旅游的几大亮点。

近日，石湖荡镇党委、政府将一
棵新松植入古松的躯壳中，以此寓意

“ 江南第一松”枯木逢春、起死回生。
据园艺专家介绍，要在一棵已经

枯死的古树中，植入新的罗汉松，其实
并不容易。首先，古树的树干要进行全
面的消毒，防止进一步的腐烂发生。此
外，古树的树干每两年还要涂抹一次
羊毛脂，达到防腐、防水的功效。

对新植入的罗汉松而言，也要创
造好的生长环境才行。园艺专家先将
原先的土壤换掉，换成拥有根瘤菌的
土壤，使新植入的罗汉松更易存活。

为了使得新老罗汉松能够“ 浑然

一体”，还有雕刻专家的努力。专家将
古树树干做了必要的艺术处理，比
如，腐烂的部分做了适当处理，让它
显得更有精神，更加好看。

那么，万一下大雨，古树干中的
罗汉松，会不会遭受“ 水灾”？园艺专
家早就做了准备。他们在树根底下做
了一套排水系统。万一下大雨，排水
系统也会将多余的水分立刻排出去。

当然，还会有人问，新植入的罗汉
松越长越大，古树干中的空间会不会
不够？园艺专家告诉记者，工作人员已
经预留了足够的空间，至少100年之
内，它的生长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松江石湖荡的一棵树龄700多
岁的古罗汉松，已死了40年，却于
近日枯木逢春。原来，在石湖荡镇政
府的组织下，园艺专家在这棵已经
中空的“ 江南第一松”树干中新植
入了一棵年轻的罗汉松，使这棵先
前枯死的古树犹如起死回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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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石湖荡的这棵罗汉松位
于石湖荡集镇西端，树龄700多岁，高
20多米，树干胸围11.6米，树冠遮阴约
60平方米。据史料记载，是元代文学
家杨维桢手植。该树历经多年沧桑，
清朝时被誉为“ 江南第一松”。

而在那么多年的风云变幻中，古
树也命途多舛。1937年夏的一个晚
上，该树遭雷击起火，树干内燃三天
三夜，造成树干中空。后来，又再遭雷
击着火，树干内空进一步扩大。万幸，
这棵罗汉松虽连遭这两次天灾，但仍
枝茂叶盛傲然屹立。

奇怪的是，该松部分叶片上出现
有龙牌（ 俗称牌九牌） 状规则小圆

点。据传，如有人能找全整副（ 32张）
龙牌树叶，即能大富大贵，故引起许
多好奇的人前来查找和采摘，如此，
该树又遭到人为的劫难，一天比一天

“ 秃”。
解放初期，农村“ 流行性乙型脑

炎”频发，民间偏方称，用松树叶和甘
草煮汤喝能预防，这引得大批村民大
量采摘该树松枝叶，古松树体再遭重
创。终于在1972年，这棵元代名木罗
汉松———“ 江南第一松”宣告枯死。

后来，市、县有关部门将古松“ 遗
体”列入市级保护文物，市科委为保
护枯干拨款4000元，建混凝土结构六
角亭以保护树身不被毁坏。

身临奇景
700余年古树肚中有了“ 新生命”

古松身世
两度被雷劈着火 两度遭人祸“ 剃头”

技术解读
移植难度高 需消毒、换土 预留空间

未来畅想
“ 枯木逢春”是旅游规划一部分

"古松“ 怀胎”远看
犹如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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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中再植树，技术上并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