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然有着深厚的文化作为支撑。中华传统长寿养

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中国古代思维模式和哲学观念

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反映科学思维理念、生活模式、发展方式，是社会

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精神寄托。长寿文化与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如影随行，它负

载着人类的梦想、智慧和勇气，是人类从青涩走向成熟，进而登临非凡的足

迹。而长寿文化又如同一片深不可测的浩瀚之海，当我们远远瞭望的时候，

看到的只是它的表象。只有深入探航，才能感受到它的博大与精彩。

中国长寿文化虽历经千载沧桑，却历久弥新。在历史上，长寿文化成了

传播中华文明及其礼仪规范的媒介。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长寿文化

的沟通力已成为和谐社会的文明通道。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必然成

为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也成为长寿文化的重要载体。深入探研长寿文

化，必须关注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健康老龄化的方方面面，诸如老龄工作机构

的建立健全与职能完善，居家养老的新问题新特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理论

与实践，各种养生休闲项目的开发与拓展等等，都成为新时期长寿文化探研

的新领域。

寿乡钟祥，长寿历史源远流长，长寿文化博大精深。近些年来，钟祥市长

寿研究会对长寿文化的探研，颇见成效。研究会秘书长别道旭从事老龄工作

和长寿研究多年，对钟祥长寿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具体而深刻地揭

示了钟祥长寿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风采。他“下海”多年，历经艰辛，撰写

了《寿乡银海探航》。

《寿乡银海探航》出版，恰逢全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际，

负载着构建和谐社会的使命，在我国长寿研究的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束绚丽

的鲜花。作者匠心独运，以长寿文化创意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意在创“新”，

即以新理念催生新举措，以新举措推进新变化，以新变化促进区域长寿的新

发展。本书从长寿文化与健康老龄化两个方面探讨了长寿乡的生态环境与

区域长寿、饮食文化与健康长寿、性文化与养生保健等方面的关系。阐述了

序

言



银
海
探
航

乡
寿

SH
O
U
X
IA
N
G
Y
IN
H
A
ITA

N
H
A
N
G

人们对自身生命健康的积极尊重和创造良好人文环境、文明社会的认可。为

做好新时期的老龄工作，实现健康老龄化社会提出了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支持。

信手写来，聊以作序。

谢谢！

2012年 1月 15日

（萧振禹教授系中国老年学学会长寿研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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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长寿文化纵论

福寿文化与社会进步

健康长寿是生命科学的永恒主题，而福寿文化则是五千年中国文化的精髓。

古往今来，人们为追求“福寿双全”这一目标，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漫长的岁月

里，福寿文化不断发扬光大。而福寿文化在家庭健康和社会进步中，显示出不可替

代的作用。

一、福寿是世人永远追求的目标

历朝历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平民，无不以福寿为最高生活目标。从太上

老君炼仙丹，西王母办蟠桃会，孙大圣偷吃人参果，麻姑献寿，八仙过海，寿星佬拄杖

托桃的神话传说，到孔夫子身体力行养生之道，并总结出“智者乐，仁者寿”的长寿理

论，以及八百岁的彭祖，八十娱亲的老莱子等等，无不展示出中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

福寿画卷。而且，人们还将许多动植物作为福寿的象征，更加丰富了福寿文化的内

容。动物中的乌龟、鹤、梅花鹿、猫（与“耄”同音）、蝶（与“耋”同音），绶带乌（与“寿”、

“代”同音）是长寿的化身；植物中的松、菊、桃、灵芝、佛手、竹、水仙是长寿的代表。

在民间，每逢春节，许多家庭里都倒贴“福”字，表示“福到”之意。而门前春联，

许多也是祈福求寿的内容，见得最多的便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百事孝为首，五福寿当先”等等。

生活中还有专门的祝福祝寿礼品。传统礼品为寿桃、寿面、寿糕、寿幛、寿屏、

寿联、寿画、寿烛。而现代礼品则主要为鲜花与奶油蛋糕。

历史上，祝福祝寿的礼仪，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起初，儒家观念

中并不提倡祝寿。因为人的生日是“母难日”，生日大庆有悖孝道。所以，在先秦两

汉并无完整的祝寿仪式。真正的庆祝福寿礼俗从南北朝开始，而高峰则在封建社

会的高峰——唐宋时期。唐明皇将自己的生日作为圣寿节，开了全国皇帝庆寿的

先例。而到了明清，祝福祝寿又突破了祈寿求吉的原始动机，通过祝福祝寿来满足

享受、娱乐和炫耀的需求，从而规模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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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为孩子过生日，为老人祝寿的习俗也一直沿袭着。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祝福祝寿之风日盛。不管城市农村，许多人从孩子过十岁，中

青年人过三十、四十岁，到老年人过六十、七十岁，逢寿必庆，已成习惯。有的甚至

以此作为敛财手段，当然就与福寿文化相去甚远，并带来了败坏风气，浪费钱财的

负面影响，这就另当别论了。

然而，不管历史怎样变迁，人们追求福寿的热情不减。当社会进入文明时代，

人们则通过科学的手段，更进一步探索福寿之道。在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下，终于

在生命科学方面取得了两个方面的突破。一是通过多种方法推算，弄清了人的预

期寿命应在 120 ~ 170岁之间，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福寿延年的信心；二是知道了人

的寿命主要受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医疗条件及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人的生活

方式则占 60%的比例，也就是说，人的健康长寿的金钥匙实际上掌握在每个人自己

的手中。基于此种认识，人们普遍采用保护环境、运动健身、科学饮食、调适心理等

方法，以达到延年益寿、享受生活之目的。于是，出现了遍布城乡的健身队伍，丰富

多彩的健身活动；而过去被视为最普通的食品，如土豆、红薯、小米、玉米、野菜，一

下子身价百倍，颇受青睐。

人们对福寿的不懈追求，自然也会得到回报。据最新统计，全国人均预期寿命

已达 72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倍多。许多地方区域长寿地现象日渐显现。自

古就是长寿之乡的湖北钟祥市，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人文关怀等因素，其

长寿的整体性和长期性得到继续加强。全市人均寿命 75.88岁，百岁老人 71人，80

岁以上老人过万人，90岁以上老人过千人。全国许多区域长寿地区，也都显示出各

自的特点。人们正一步步走向健康长寿之路。

然而，寻求整体人口的健康长寿之路，满足人们对福寿目标的圆满要求，毕竟

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任重而道远。在真正步入长寿时代的时

候，自然会有许多艰巨的任务等待人们去担当，去完成。

二、福寿文化是家庭健康和谐的重要因素

每个自然人，都是家庭的成员，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人所追求的福寿，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然与家庭紧密相连。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现代家庭的格

局与内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与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如今的家庭，大都由几世同

堂的大家庭向小型化的核心家庭转变。但不管家庭结构怎样变，家庭文化的内容

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一般的家庭文化主要有宗教信仰文化、饮食起居文化、服饰

装饰文化和福寿文化。而福寿文化是家庭文化的主流和根本。在家庭中，只有充

分弘扬福寿文化，才能促进家庭的和谐与健康。

家庭福寿文化是以孝道为载体的。孝是调剂家庭和谐的良药。家庭成员如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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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孝，就能弘扬敬老爱幼的美德，就能让老人健康，子女幸福，家庭温馨美满，其乐

融融。在家庭推行孝道，弘扬福寿文化，子女首先要明确责任。孔子曰：“夫孝，德

之本也。”孝的本质是亲情回报，是对父母长辈的爱。而其内涵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让老人生活舒适温暖，有病及时治疗；二是满足老人

的精神需求。具体说，是满足老人的自尊需求、期待需求和亲情需求。

自尊需求：就是给老人以人格尊重，让老人有自主决策的权利，如尊重老人再

婚要求，尊重老人的生活方式等。

期待需求：老人都期待子女事业有成、生活幸福。所以子女应努力工作，爱岗

敬业，处理好夫妻关系，教育好下一代，让老人安心放心。

亲情需求：就是子女多给老人以精神慰藉，满足老人对家庭、亲情、天伦之乐的

心理需求，多与老人进行交流与对话。与父母分开居住的，要经常回家看望父母。

当然，老人也应该关心爱护子女孙儿辈，为他们分忧解愁，努力创造温馨的家庭氛

围。这样，在家庭里，儿女孝敬，老人身心快乐，健康长寿，全家和睦安康。一个个

的健康和谐家庭也就自然形成。这就是人们所期待的，是家庭之福，社会之福。也

是弘扬家庭福寿文化之目的所在。

三、福寿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

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与推动。一个时期的先进文化，又

都是为该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在社会多种文化成分中，福寿文化有着极其

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历朝历代，凡有远见卓识的当政者，无

不高举福寿文化这面旗帜，从而创造盛世文明。公元前 193年，汉文帝刘恒，为弘

扬福寿文化，专门颁发《养老令》，对孝亲敬老作出专门规定，给长寿老人赏赐钱物。

明太祖朱元璋也曾诏告天下，发布“养老政”，对年满 80岁老人，每人每月发给 5斗

米、五斤肉，免除所有徭役。而在清朝的康熙、乾隆时期，都曾举办过“千叟宴”，将

高寿老人请到京城，设宴庆寿。这些开明帝王，分别创造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汉代

“文景之治”，明代的开国基业和清朝的“康乾盛世”。他们能成就大业，其因素固然

是多方面的，但与利用福寿文化的推动与感召力，不无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者高瞻远瞩。致力于发扬中国优良的

传统文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带头践行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让福寿文化发

扬光大。毛泽东对父母、对岳父母及校长张干、老师徐特立的敬爱，一直传为佳话。

1937年，党中央在延安为徐特立 60寿辰举行庆贺会，毛泽东按湖南风俗，亲自给徐

特立戴上镶了红边的帽子和红布锁，并向徐特立鞠躬说：“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祝酒会上，宣读祝贺信说：“您是我 20年前的先生，您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您将来

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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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入新的时期，福寿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弘扬。1989年，党中央批准，在北

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和“老有所为精英奖”、“敬老好儿女金榜奖”表彰

会，刚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亲自到会讲话祝贺。1996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全国敬爱老之风日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蔚然成风。中国大多数老年人开始步入福寿安康的大道。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家

庭和睦、社会和谐、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

在大好形势下，许多地方纷纷打出福寿文化的品牌，让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驶入快车道。

在山东日照市莒县，利用浮来山（也称福来山）的品牌，从 2003年到 2005年，连续

举办了三届福寿文化节，大大推动了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湖南衡山，于 2005年

10月，举办了“中国南岳衡山寿文化节”，进行了长寿老人才艺展示等多项活动，并在

南岳衡山风景区架鹤峰下，建起了由江泽民题字的“寿岳衡山”牌坊。在沈阳延寿寺，

举办了寿文化展，展示了寿的起源，寿的艺术图案，寿的故事，老年养生之道等诸多内

容，并建立了寿文化博物馆。在江苏如皋、四川彭山等地，也都举办了长寿文化节和

健康长寿国际研讨会，同样提高了本地区的知名度，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有湖

南麻阳县的福寿文化节的成功举办，也同样收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效果。

著名的长寿之乡湖北省钟祥市，市委市政府于 2003年成立了“弘扬长寿文化、

发展长寿经济、打造长寿品牌”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和市长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

长，并成立了长寿研究会，全面深入地开展了福寿文化的研讨工作。几年来，进行了

实践调查和理论研讨，写出数百篇调查报告和研讨文章，出版了《华夏寿乡探秘》一

书，建立了长寿网站，并于 2006年 4月承办了中国老年学学会区域长寿标准研讨会，

还与美国、加拿大及德国的专家学者就长寿文化的宣传与推广进行了交流。在研讨

的基础上，全市出台了一系列敬老、惠老及打造长寿品牌、发展长寿经济的政策。福

寿文化的发扬光大，有力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如今，钟祥的长

寿品牌已享誉海内外，并逐步成为钟祥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亮点和金字品牌。

弘扬福寿文化，打造长寿品牌，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已成为区域长寿地区

以致更多地区的共同理念。而这一理念，也必将进一步激发福寿文化自身无比强

劲的生机与活力，从而推动新时期各个地区社会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与进步。

（写于 2006年 12月）

漫谈寿乡钟祥之长寿文化

位于湖北省中部的钟祥市，自古为长寿之乡，其长寿文化源远流长。民间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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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极为丰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其长寿文化得到进

一步弘扬，在促进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中，充分显示出这一软资源的重要作用。

长寿文化源远流长

钟祥是历史悠长的文化古城。早在周公分封诸侯的时候，就已署建城池，迄今

已历三千余年。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长寿文化。

钟祥古称郢县、石城县。南北朝时，南朝刘宋明帝泰始六年（470）称苌寿县，北

朝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去“苌”字草头，称长寿县。“苌寿”与“长寿”，究竟是怎么

回事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古时“苌”与“长”曾经通用，而当时取县名为“苌

寿”，一是因为“苌”（即苌楚）是一种经济价值、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都很高的植物，

能让人延年益寿。许慎《说文解字》解：“苌楚，一名羊桃。”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猕猴

桃。当时，在钟祥“苌楚”是一种常见的水果。所以取其能让人健康长寿之意，将县

名定名苌寿县。定此县名的第二层含义是，因为当时的石城，现今的钟祥，人们不

仅迫切追求健康长寿，而且这里长寿人口确实众多。明帝泰始年间，曾进行过一次

人口普查，全县长寿老人占了县内总人口的 1/4，是名副其实的长寿地区。至于为

什么后来又将“苌”字去草头改为“长”，只是为去繁就简而已，是汉字书写的一种进

步。

除了县名的历史渊源外，钟祥历代有关长寿文化的记载也十分丰富，有书法、

彖刻、诗词、史志等等。现收藏在钟祥市博物馆的《百寿印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作。《百寿印谱》，亦名《花甲重周》，系清代钟祥人杨延珍潜心研修长寿秘籍治印精

品之作，各种形态、变化无穷的关于“寿”的书写、彖刻，让人眼界大开。

丰富的民间长寿文化

钟祥在久远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特有的长寿文化内容，其中民间长寿文化十

分丰富。钟祥民间长寿文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以长寿命名地名。在市内有长寿店（如今的长寿镇）、长寿村、长寿河、万

寿岩、胡子山、九华寨、百岁桥等等，每一个地名，都有一个故事。如位于旧口镇的

“百岁桥”，传说是在明朝时，村里有位姓王的婆婆，贤德善良、尊老爱幼，仁、义、礼、

智、信，五德俱全，深受人们的尊重，活到 105岁，无疾而终。村里人就在村边的河

上修了一座桥，命名“百岁王母桥”，以此来纪念这位长寿老人。

其二，以动植物作为福寿象征。许多人家都喜欢挂上松鹤图，取松鹤延年，健

康长寿之意。在这里，养猫养龟的风气也很盛，因为龟是长寿动物，而猫与“耄”同

音，也象征长寿。在钟祥农村，人们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松竹、桃李，一方面美化

环境，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长寿的期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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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儿童服饰文化。生了孩子，外婆家要为孩子打造银锁或银项圈，以示

保佑孩子吉祥平安，长命百岁。自家要为孩子做虎头鞋、虎头帽，以扬威镇邪，祈求

富贵平安。

其四，是祝寿的礼仪。钟祥人淳朴善良，敬老尊贤，蔚成风气。历代都有为长

者祝寿的习惯与一套十分讲究的礼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礼仪得到进一

步的丰富与发展。笔者在做老龄工作期间，曾参加过为一位百岁老人祝寿的盛典。

祝寿前，老人的子女、孙子女、重孙子女们就忙碌了几天。先是布置寿堂。将亲朋

友人送来的寿匾、寿联、寿画、寿幛，按长幼顺序，悬挂起来；将寿果、寿糕摆在供桌

上。一间堂屋，俨然是一处小小的长寿文化展览馆。祝寿这天，先点上寿烛，让老

寿星穿上专门做的寿服，坐在堂屋的上首。子孙们按长幼顺序，一一拜寿。成了家

的，是夫妻双双同拜。没成家的可以一个人拜，也可兄弟姐妹同拜。一边拜寿，一

边说上吉祥的话语，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爷爷（太爷爷）健康长寿”等等。

整个过程十分热闹、温馨。拜寿结束，接着开长寿宴。在阵阵鼓乐声中，开宴饮酒，

吃长寿面。开宴前，来宾致辞，主人答谢，那种和谐吉祥的氛围，让人陶醉其间，久

久难以忘怀。

长寿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钟祥，历朝的从政者，都注意到长寿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十分

重视弘扬长寿文化，以发展长寿经济，促进社会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钟祥市委市政府更是把弘扬长寿文化、发展长寿经济，作为一

项大事来抓。2003年，先后成立了长寿研究会和“弘扬长寿文化，发挥长寿经济”领

导小组，市委书记亲自担任组长。接着，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考察钟祥区域长寿问

题，批准成立了湖北长寿文化研究所，与钟祥市长寿研究会合署办公。

几年来，钟祥充分利用长寿研究会这一阵地深入开展长寿研究。办起了长寿

研究网站和《长寿研究》杂志（月刊）。目前，网站点击人次已达 40万，杂志已办了

30期。同时，与中国老年学学会和全国各主流新闻媒体，如中央电视台 4频道、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农民日报、今日中国、上海文汇报、深圳特区报、湖北日

报、湖北电视台、湖南电视台及各长寿之乡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在扩大钟祥知名度

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是旅游业快速发展。东星国际旅

游公司利用钟祥长寿文化资源，亮出了“神秘钟祥长寿之乡”的牌子，吸引了更多的

游客来钟祥旅游。据统计，近几年的游客都以每年 15%左右的速度增长。市内主

要景点明显陵、黄仙洞、大口国家森林公园、温峡风景区等地，常年游客不断，节假

日更是游客云集。还有广东、河北、山东等地客人，每年都来这里居住度假，领略长

寿之乡的美好风光。二是农副产品和食品得以更好地开发。钟祥已开发出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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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食品，如誉为“日本皇家食品”的野生葛粉，帝宫御肴盘龙菜，植物食品状元豆

制品以及营养丰富、富含微量元素的食用菌等，并已由华夏长寿食品有限公司注册

为“寿之乡”长寿系列食品。其质量上乘，包装精美，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这些

长寿食品在促进人们健康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弘扬长寿文化，钟祥市委市政府还在人文关怀方面下大工夫，以促进社会和

谐。一是推出对长寿老人的优惠政策。除对 70以上老人在乘车、就医、上公共娱

乐休闲场所实行优先服务和减免费用外，对百岁老人施行“五个一”工程，即为每个

年满百岁的老人送一台彩色电视机，每人每月发 200元营养补助费，每年进行一次

免费体检，每年上门慰问一次，每年为当年满百岁的老人祝寿。二是大力营造敬老

氛围。在市区城镇建设中，命名了“长寿路”，设立了多处“寿”字雕塑和“福寿”宣传

牌。在新农村建设中，每年评选“孝亲敬老楷模”，评出敬老好儿女，进行表彰，形成

了敬老尊贤的良好社会风气。

2008年 11月 8 ~ 9日举行的首届“中国·钟祥长寿文化旅游节”，更是邀请了

国家、湖北省、荆门市的各级领导，全国著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全国百强旅行社

和一些大型企业负责人齐聚钟祥，开展了理论探讨和实地调研，为把钟祥建设成

“长寿食品基地，长寿旅游胜地，长寿养生福地”，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弘扬长寿文化，打造长寿品牌，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已成为寿乡钟祥各级

政府和广大群众的一致目标。这一目标正成为一种动力，必将更好地推动新时期

寿乡的发展与进步。

（写于 2008年 12月）

浅谈钟祥长寿诸因素

钟祥市位于湖北省腹地，拥有 4488平方千米的版图，103万人口。素以“长寿

之乡”闻名中外。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市 80岁以上老年人 11073人，百

岁寿星 71人。

钟祥为什么会成为长寿之乡，有关部门和中外学者对此极为关注。笔者因为

从事多年老龄工作，曾对钟祥长寿之谜作过一些探讨，现在，结合现实情况，就钟祥

成为长寿之乡的诸多因素进行探索，以就教于专家和有志于此项工作的同志们。

一、源远流长的历史因素

钟祥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早在周公分封诸侯的时候，就已署建城池，迄今

已历三千余年，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长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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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刘宋明帝年间，设置苌寿县，治所就在如今的郢中镇。西魏 17年，改“苌

寿”为“长寿”。影响所及，钟祥许多地名都与“长寿”相联系。在县城四周，就有长

寿店、长寿村、万寿岩、胡子山、九华寨等。

如果说，以“长寿”为地名，只是人们愿望的一种体现，那么，史料的记载，则是

有力的历史佐证。《钟祥县志·先民传》关于钟祥人长寿的记载，比比皆是。现摘

录一、二。

“徐辉山，臼口人，八岁而孤，事以孝闻⋯⋯。辉山少习骑射，谙技击⋯⋯有匪

四十余人围劫近族某家，辉山年七十有余矣，手刃四匪，余悉逃窜。”

“张显孝，三河乡张家湾人，业农，治家有法，事母孝，母笃老，显孝亦逾衰，进待

寝，不假手于人，恐家人不当老人意也。母年九十卒，显孝犹时作孺子啼。现年八

十二，康健逾恒。”

这些记载证明，钟祥人敬老养老的美德，历代相传，民风淳朴，子孝家和，长寿

者甚众。

钟祥的长寿历史，还可以从众多的墓志铭中得到印证。《胡母邱太孺人墓志

铭》中云：“胡母邱太孺人，荆门明处士邱君水环长女⋯⋯，康熙二十一年卒，年九十

有一。”

《何象山墓志铭》记述：“⋯⋯象山讳惺字溧姓何氏，安陆钟祥人也⋯⋯。临终

拂衣整冠，一寐而逝，时康熙己未三月，享年八十有三。”

可见，钟祥历史上，不管是普通乡民，还是官宦乡绅，都不乏健康长寿者。长寿

之乡，自古已然。

二、得天独厚的环境因素

现代科研成果表明，哺乳动物的寿命，相当于生长期的 5 ~ 7倍。人类的生长

期约在 20 ~ 25年之间，所以人类的最高寿命应为 100 ~ 175岁，为什么有人能活百

岁以上，有人却难过 70、80之关呢？这是因为人类生命体的发展，常受后天因素的

影响，而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

事实证明，钟祥人长寿，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地理位置适中，气候宜人。钟祥位于东经 112 °07′~ 113 °、北纬

30°43′~ 31°36′之间，正处于亚热带和温带过渡线上，而地貌又处在江汉平原和

鄂中丘陵过渡线上。这两个过渡线，构成了钟祥地理和气候环境的特色。即地势

高低有序，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温湿度适中。市境内丘陵占 51%，低山为 20%，

平原为 29%。汉江从北向南，纵贯全市 134千米，且有长寿河、竹皮河、利河、长滩

河、直河等 10余条河流以及星罗棋布的大中小型水库和小型湖泊。境内年均降水

量 965毫米，年均气候 15.9℃，年均日照 2110个小时，年均相对湿度 77%。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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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表明，钟祥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其次，地域辽阔，很少污染。钟祥版图面积在全省县（市）中居第三位，幅员广

大。全市人口虽有百万，但每平方千米平均人口为 222人，人口密度并不大。山丘

地区的不少地方，自然风光优美，景色宜人。著名的显陵名胜，大口森林公园，温峡

口水库区，黄仙洞风景区，早已成为旅游与避暑胜地。许许多多的居民村庄，也处

于绿树环绕，碧水围抱之中。这绝少污染的自然环境，无疑是健康长寿的重要条

件。全市 70余名百岁老人，绝大多数生活在低山丘陵地区，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

象。就是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市府所在地郢中镇及各乡镇机关所在地，由于本来就

具备的良好自然条件，加上注重环境监测和环境治理，污染也大大减少。这些地方

的长寿者，也日趋增多。

第三，水土富含微量元素，有利人体健康。钟祥市境内蕴藏着磷、铝、铜等有色

金属矿床，全市大部分地区的土壤水质中含磷、钼、钾等矿物质。现代科学证明，微

量元素可以防止癌症的发生，并延缓机体衰老，降低血液黏度，保护血管壁的弹性

功能。钟祥人长期生活在富含微量元素的环境里，健康长寿就是很自然的了。

三、独具特色的食品因素

人的健康与长寿，既受内因制约，又受外因影响，而饮食卫生，则是内因与外因

的集合体，人体的生长发育，需要丰富的营养物质。优良的食品，不仅能保障人体

代谢的需要，还可以防治疾病，起到食疗作用。钟祥有富含滋补元素的谷物、麦类、

豆类和饮用水，且有独特的传统食品加工工艺。因而形成了一系列保健食品，为钟

祥人健康长寿创造了又一个良好条件。

1. 营养丰富的大众食品。如前所述，由于钟祥大部分土壤和饮用水中富含微

量元素，因而出产的大米、麦类、豆类都富含多种营养素。特别是丘陵地区所产大

米、黄豆、小麦，所含滋补素更是丰富。钟祥人长期以此大米、面粉制品为主食，花

样翻新地做出高桩馍、细酥饼、米茶等食品。从中不仅获得了丰富而合理的营养，

且通过食疗，抑制了病变，增进了健康。

2.风味独特的传统食品。早在明代，钟祥就创制出了皇家御馔“蟠龙菜”。这

种形似盘龙，色泽光艳，味美悠长的名菜，不仅色、香、味俱佳，营养丰富，且具有“吃

肉不见肉”之妙。而帝宫美酒“文峰特曲”，继承了御酒香、甜、绵、软之风格，饮用实

有益于健康。细如线，光如丝的龙须面，远近驰名。产于深山的绿色食品野生葛

粉，更是美食一绝，早已成享誉中外的保健食品。

3. 久负盛名的豆制食品。钟祥豆腐，闻名全国。豆腐的营养价值在植物制品

中是最高的。号称“植物制品营养状元”。豆腐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纤维

素、氨基酸、微量元素，加上钟祥豆腐以本地富含滋补素的“长寿豆”制成，更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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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镁、铁、钼、铜、锌、钙、磷、钾、硒等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 E、维

生素 C、维生素 B、维生素 A等，特别是有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八种氨基酸，具有宽

中益气，生津润燥，调理脾胃，清热解毒等功效。所含皂苷，可预防肥胖症，动脉硬

化、可抑制转氨酶的升高而保护肝脏。钟祥豆制品做工精妙，质纯味美。长期食用

钟祥豆制品，是钟祥人健康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

4.神奇的矿泉水。可供直接饮用的天然矿泉水，遍布钟祥各地。其中以长滩、

长寿、客店等乡镇的矿泉水最为优良。水内含有人体所需的钠、镁、钙、锶、硒、锌等

微量元素，且比例合理。从古至今，钟祥人世代饮用此水，自然收到了防病治病，延

年益寿的效果。

四、与生俱来的遗传因素

中外生物学、医学研究成果表明，人类寿命长短，遗传因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方面。近几年，我们对全市百岁老人进行抽查和普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科学论

断。全市百岁老人中，80%的有家族长寿史。胡集镇丽阳村百岁寿星张德宽，107

岁，其老伴高传英活到 103岁去世。张德宽的祖父曾是百岁寿星，父母活到 80多

岁，二弟张德兰、三弟张德广如今都还健在，也是 90多岁的寿星。张德宽的三个子

女，都已年过古稀，个个身体健康。胡集镇湖山村 106岁老人鲁大凤，看起来不过

七八十岁，如今精神饱满，步履矫健，一天到晚忙家务，喂鸡、喂猪、扫地，带重孙，还

能步行七八华里到女儿家走亲戚。鲁大凤老人的父母都是 80 多岁才去世。她的

一个弟弟，现已 94岁。还有丰乐镇白佛台村百岁老人曾吉荣、文集镇横堤村百岁

老人高氏等人都有家族长寿史。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钟祥已形成了众多长寿家族群，其子孙成为一代又一代

长寿者，这种生命体的优化集合，是人体自身发展规律的表现，从一个侧面，为人类

延年益寿的可能性提供了生动而实在的佐证。

五、不可忽视的人文因素

钟祥作为长寿之乡，虽然自古已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全市长寿老人和百岁寿星明显增多，则是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加强老年社会

保障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层层建立老龄工作机构，使敬老养老有专门机构管理。市乡镇有老龄工

作委员会，特别是村级老年协会普遍建立，为农村老年社会保障提供了可靠的组织

保证。

第二，落实了老年社会保障措施。经过探索，钟祥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

老年社会保障形式。一是合作保障。如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合作保障，主要是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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