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6 日下午，一个名叫“红星路网文讲
习所”的平台，在成都红星路上悄然亮相。作
为“红星路网文讲习所”的首次活动，四川省网
络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阅文集团白金作家飞天
鱼，带着他的《万古神帝》实体书，来到“红星路
网文讲习所”现场，分享他多年来的网络文学
创作历程及心得体会。

《万古神帝》是飞天鱼的第一部小说，也是
他花心血很多的一部作品。他坦言，自己从一
开始也并没有想到能坚持连载这么久，就凭着
一股热情创作。中间也经历过低潮，但是看到
无数粉丝给予的鼓励，慢慢也就坚持下来了。

“今天拿到《万古神帝》飘着油墨香的实体书，
内心是无比激动的。能够见证实体书的出版，
想感谢的人非常多。不仅要感谢这么多年一
直支持我的粉丝，还有谢谢众多网络作家好友
对于新书预售的支持。”

飞天鱼还分享了很多创作期间的趣事。
他说：“因为小时候喜欢古龙、黄易、放歌还有
辰东，对武侠小说、对快意恩仇的江湖着了迷
的缘故，所以我开始尝试写作，并把创作的喜
悦与读者共同分享。”他还推荐大家去看一些
曾给予他惊艳和震撼的作品，并且在现场给大
家朗读了其中几段。

作为《万古神帝》实体书出版的幕后团队
代表，成都时代出版社网络文学编辑部负责人
王春晓在红星路网文讲习所上以《万古神帝》
的出版为例，号召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创作出
更多被读者认可、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网络文
学经典作品。

在活动现场，一位飞天鱼的忠实粉丝代表
送了一束花给飞天鱼，这束鲜花代表了很多忠
实读者对飞天鱼的祝福。《万古神帝》这部网络
小说也陪伴了很多读者从学生时代到职场。
见证《万古神帝》实体书的首次面世，不管是对
飞天鱼还是读者都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

当天，还有数万观众通过B站及抖音直播
间全程线上观看红星路网文讲习所开讲仪式
暨飞天鱼《万古神帝》实体书分享会。

据四川省网络作协常务副主席邓子强介
绍，“红星路网文讲习所”致力于打造网络作家
与读者见面交流、网络作家与各行业跨界融合

的线上线下交流平台，集中展示四
川优秀网络作家、优秀网络文

学作品和优秀网络文学产
业项目和品牌，创新举行

新书分享、作品研
讨、作家交流和行业
发展前沿探讨等系
列活动，为网络作家
打造一个集线上线
下于一体的“四川网
络文学会客厅”。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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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抑郁症进行深入思考
作家李兰妮出书记录住院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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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家李
兰妮在2003年初被确诊为抑

郁症，让她感受到了活着比死去更加艰
难。于是，她开始了艰难的自救——恶
补各种专业知识，尝试药物疗法、宠物疗
法等。慢慢地，她从病人成了抑郁症相
关领域的半个专家。

然而，李兰妮始终没有局限于“自
救”，还着意于“救人”，孜孜不倦地做着
抑郁症领域的普及工作。2008年，她
出版了《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
的精神档案》，真实讲述了自己的患病经
历、症状，以及生理、心理和家族、社会、
文化的成因。2013年又出版《我因思
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
妮》，分享“狗医生周乐乐”与自己温情陪
伴的经历，传递一种情感疗愈的可能。

在与反复发作的抑郁症进行近二十
年的抗争中，李兰妮做了大量公益讲座，
并参加央视《开讲啦》等电视节目，分享
自己的患病经历，向公众传播抑郁症乃
至精神疾病相关的知识。也同样是自救
与救人的双重动力，促使李兰妮先后以
患者身份走进广州市惠爱医院、北医六
院等。

《野地灵光》记录了李兰妮的住院治
疗过程以及对精神病院的观察，真实呈
现了精神病人的苦痛和生活状态；对精
神疾病的生理、病理、心理及社会因素进
行了深入思考，并大致梳理了世界精神
医学史以及中国精神病院百余年历史的
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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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家、出版人
潘凯雄高度肯定了《野地
灵光》的社会价值，“对这
样一个题材，对目前这样
一个现状来说，它的社会
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文学价
值。虽然它是很独特的文
学，但是在人的生命面前，
在人的生死之间，文学算
什么？……如果有一个好
的文化环境，有对这种病
的合理认知，这种不必要
的悲剧会少很多，这是这
本书、以及李兰妮体现的
最大价值。”

潘凯雄曾担任人民文
学出版社社长，是李兰妮
写抑郁症经历的第一本书

《旷野无人——一个抑郁
症患者的精神档案》的终
审编辑，多年来一直关注
着李兰妮的写作。作为出
版人的潘凯雄称，能出版
李兰妮的作品是一种幸
运，“从一个编辑、从一个
出版社的立场来说，能够
遇到这样的作者、能够遇
到这样的题材，其实是一

种幸运。她真是拿命在写
……她的作品是生命之
书，整个写作是一种搏
命的过程……我可以
剧透一下，每一部作
品写完的时候，她病
情都要大爆发一次。”
正因此，在谈到《野地
灵光》时，潘凯雄表
示，“这是李兰妮第三本
以抑郁症为题材的作品，
每次写作，都对她的健康
有非常大的损伤。”

《野地灵光》写作于
2019 年至 2020 年，但李兰
妮在此之前已经有较为长
期的观察、体验、思考过
程，并在 2014 年开始着手
准备。潘凯雄在分享会上
表示，李兰妮不顾他的极
力劝阻，选择住进精神病
院，“她很勇敢，明知这是
很难受的事情，却还是去
做，其实就是希望有更多
的病友或者社会上更多的
抑郁症患者能够勇敢面对
现实”。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爱是
旷野的一缕光：记录精神病院的日子
——《野地灵光》分享会”。在分享会上，
李兰妮简述了书名“野地灵光”的含义
——“说到这个‘野地’，我住在精神病院
时，有一种无助感，不知道应该怎么求
救，应该怎么走出去，有一种苍茫，有一
种荒凉。后来去查字典，‘野地’是未开
垦的，还不太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对精
神疾病患者来说，就是身处旷野。这块
地也算野地。说到‘灵光’，我曾经看到
过，最早在中国尝试做精神疾病教育和
治疗的这些医生，他们有这么一种志向：
病人心里肯定都是绝望的，都会感到非
常茫然，医生、护士必须用心灵之光去照
亮病人的道路，这样才能达到帮助人的
目的。所以连起来就叫‘野地灵光’。”

当天的分享会采取线上分享的形
式。文学评论家、出版人潘凯雄，北京大
学第六医院（北医六院）教授黄悦勤以及
媒体人、《渡过》系列图书作者张进，围绕
李兰妮新书《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
院的日子》向公众分享了精神疾病的常
识、精神病院内患者与医护人员的故
事。据主办方介绍，举办本次分享会，意
在凝聚社会范围内的更多善意，减少大
众对于精神病院、精神疾病的诸多误解，
为旷野中的人们带去一缕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对李兰
妮《野地灵光》这本非虚构作品给予了很
高评价，认为作者深入到精神病院内部，
切身体验、感受这个庞大人群的真实处
境，这种写作精神令人感动。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野地灵光》，是期望展示这一群
体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面临的诸多痛苦，

“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唤起更多的关注。

作家李兰妮。

《野地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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