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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名物写作与博物精神
鲁奖作家谈“笔记新说”

笔记体是中国传统
文学非常重要的一

个体裁，佳作甚多，在历代都
拥有众多读者。浙江省作协
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作
家陆春祥特别热爱笔记作品，
他以现代思维重述古人故事，
写出了一系列“历代笔记新
说”作品，赋予古代笔记更多
时代性和新鲜感。日前，陆春
祥来到成都一家书店，与读者
分享写作心得。四川省作协
副主席、作家蒋蓝，作家李银
昭来到现场，分享各自对陆
春祥作品的阅读感受。

《云中锦》

《天地放翁——陆游传》

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上新”：

大自然刷新了我的造句方式

要特别善于精炼
“寻找”一部典籍一个古人

陆春祥重点分享了两部新

作《云中锦》（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和《天地放翁——陆游传》

（作家出版社）写作背后的故

事。《云中锦》是陆春祥“历代笔

记新说”系列的第七本。此前

已出版《字字锦》《笔记中的动物》

《笔记的笔记》《太平里的广记》

《袖中锦》《夷坚志新说》六种。

在《云中锦》中，陆春祥选

中了9部经典笔记体作品：《酉

阳杂俎》《梦溪笔谈》《避暑录

话》《夷坚志》《武林旧事》《南村

辍耕录》《郁离子》《闲情偶寄》

《子不语》，以及他们的作者段

成式、沈括、叶梦得、洪迈、周

密、陶宗仪、刘基、李渔、袁枚。

陆春祥从长短不一的正史、详

略不等的传文，以及各种笔记

中的趣闻记录中，勾连挖掘，沙

里淘金，把九位笔记作家和作

品勾连起来。

在当下，对历史人物、典籍

的阅读和诠释性书写者有很

多。在蒋蓝看来，不少人很容

易犯的一个毛病——看古书看

得很“笨”，写文章引用典籍总

是大段大段，引文很长，却缺少

自己对古籍的消化，没有转化

成自己的精神养料，但陆春祥

很好地规避了这样的问题。

蒋蓝还提到一种叫“名物

写作”的传统文学体裁。大概

就是根据古人的笔记、出土文

物、史料等进行的一种创新性

写作。在当下，要写好“名物写

作”，还特别需要吸纳西方思想

中常见的“博物”精神，就是对

天地、自然、景观的深度研究精

神。这样一来，名物写作+博物

学精神，就能融合出一种崭新

的写作观。他认为，陆春祥的

写作就是这种写作。

在谈到写作《云中锦》思路

时，陆春祥用了“寻找”作为阐述

的关键词。他说，自己对一部典

籍和一个人物的寻找，是以“长期

工”的身份，而不是“临时工”的身

份。此外，他还提到，对古代人物

的写作，要有能力“拎起来，而不

是兜起来。要特别善于精炼，尤

其是跟现在的联系，而不是什么

信息都要写进去。”

寻访陆游入蜀之路
将“入蜀记”作为重点书写

陆游是宋代著名诗人，传世
作品数量较多，为其作传者也多。
为了写好《天地放翁——陆游
传》，陆春祥在集中阅读陆游全
集、各类陆游传、陆游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以广阔的南宋为时
代背景，以大量宋代及以后的
笔记为参考，并实地考察寻访
陆游出生地、重要任职地，走访
陆游后裔，根据研究心得和写
作特点，对陆游的诗文作精细
分析，将诗文巧妙融入传记中，
努力为读者展现一个立体而真
实的陆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春
祥为杭州桐庐人，据陆氏宗谱
记载，桐庐陆氏为南宋末年丞
相陆秀夫的后裔，而著名南宋

史学家邹志方先生就认为陆秀

夫是陆游六子陆子布的孙子。

无论作者是不是陆游后裔，都

和陆游同属陆氏宗亲，这种天

然的亲近感，促使陆春祥努力

从史料、谱牒中挖掘真相，尽最

大程度还原人物的真实性，力

求使作品比其他版本的陆游传

有所超越。

写《天地放翁——陆游传》

的过程，对于陆春祥也是一次“寻

找”之旅。陆春祥特意走了一趟

陆游的入蜀之路——由杭州到

崇州、万州、重庆，再到成都，并把

“入蜀记”作为《天地放翁——陆

游传》中最为重要的书写部分。

宋绍兴四十年（1170 年）

夏，46岁的陆游前往夔州，也就

是今天的重庆奉节担任通判。

陆游携家眷由运河转入长江，

逆水而上，157天行路 5000 华

里。进入蜀地之后，他又兜转

多地，继续不太顺利的仕途。

这一次出仕，是陆游人生的重

要转折。陆春祥在《天地放翁

——陆游传》序言中以给陆游

写信的口吻写道：“这一入蜀，

就是长长的八年。幸好，您有

南郑八个月的从军经历，与金

人面对面，您的志向，您的抱

负，都在南郑得到了尽情释

放。此后，南郑时间，如同您与

唐婉的爱情，深深浸入了您的

骨髓，伴您至终身。”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自然笔记
与诗歌互相促进

在自然之旅中，诗歌也在
生长。过去20多年的时光里，
李元胜一边走路、拍摄，一边写
诗。他的诗得过鲁迅文学奖，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被歌手唱
出圈。与此同时，他还通过散
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收获。出
版过《昆虫之美》（博物随笔系
列，已出3册）《与万物同行》《亲
爱的虫虫》等自然类图书。20
年的自然观察、训练有素的微
距摄影，以及对万物的敏感，集
合在李元胜身上后，还催生出
了一个全新而独特的作品：李
元胜博物旅行笔记。

在这些笔记中，我们可以
看到，李元胜从迷恋蝴蝶开始，
热爱渐次扩展到了原始森林的
各种动植物。其中贵州十二背
后旅游区、重庆城口大巴山、重
庆四面山是他偏爱的考察地，
分别对它们有3年、10年、20年
持续的四季观察和记录。

2022年7月，作为李元胜博
物旅行笔记系列的第二本，《万
物闪耀——李元胜博物旅行笔
记》由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
在笔记中，李元胜记录了自己
在旅游的过程中最真实的想
法，讲述了动植物奇妙的故事
和景象，书写了大自然对他的
启发和治愈过程。李元胜的旅
行笔记，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还多次入选中学生推
荐阅读篇目和语文试卷。

李元胜的自然笔记跟诗歌
是互相促进的。诗的敏感给了他
发现、观察、记录自然的独特视
角，反过来，自然旅行也滋养了他
诗歌的生命。他说，他有两处诗
歌写作福地，一是书房，二是湖
畔。当他背靠着书架，背靠着人
类积累的精神天梯时，写一首诗
很容易。在湖边散步的时候，更
是会有无穷无尽的句子涌上来。

走在旷野
更接近朴素的诗意

2011年5月的一天，李元胜
和朋友们到了重庆郊外的青龙
湖，白天环湖而行记录物种，然
后就等待着晚上的灯诱。灯诱
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守株待

兔，等着夜晚里的昆虫自行到
灯下“报到”。坐在灯下，静静
地等着那些神秘的小客人，从
树梢、从旷野里的隐蔽角落飞
过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天色微暗时，他和朋友在楼
上阳台喝茶看天，意想不到的

是，无边无际的浓雾突然涌了过

来。“看来今天的灯诱不行了。”

朋友叹了口气。李元胜却被浓

雾中的景象所吸引，心有所动。

他顾不得礼貌，把朋友劝离了房

间。掏出纸和笔就写了起来，一
边写一边感觉到和这段时间写
其他作品完全不一样。“我看到
的景象，大自然偶然向我敞开的
一切，决定了这首诗的面貌，从
而冲破了我在那一段时间的写

作套路。”李元胜回忆道。
这首诗就是《青龙湖的黄

昏》。在这首诗里，李元胜感
叹：“那是多好的一个黄昏啊，
就像是世界上的第一个黄昏”。

《青龙湖的黄昏》并不是李
元胜十分满意的诗，但在他的诗
歌写作里，却是一次例外。这次
写作促使他重新回顾了10来年
的写作，他发现了一条之前没有
注意到的线索：十年的田野考
察，之前以为只是给自己提供题
材，其实已经悄悄地改变着他诗
歌的面貌和写作方式。这样的
积累一直在进行，到了这首诗，
更是让他明显感觉到了一种新
鲜的力量——大自然给他所提
供的摆脱自身写作惯性的力量。

在此之前，不管是书房或
者湖畔，能让李元胜更容易写
出诗来的这两个地方，或许只
是写作上的一点癖好，它们和
写出来的诗本身并无直接关
系。而从2011年那次青龙湖之
行开始，李元胜找到了可以背
靠的另一个“天梯”，“就是持续
给我惊喜和震撼的大自然。我
发现，大自然不只是一个更容
易写出诗的环境，它能直接给
我丰富的启发，甚至，刷新我的
造句方式。我的田野考察和诗
歌写作的两条线索，终于交织
在一起：诗人的角色让我的田
野考察更注重自我的体验和发
现；常年行走在旷野，又让我
更能接近原始的朴素的诗意。”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郑好

2000 年，因一次偶
然的机会，李元胜

迷恋上了蝴蝶，开启了用摄
影记录蝴蝶的追寻之旅。
之后，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
时间花在这件事上。他的
考察范围还从蝴蝶扩展到
其他昆虫、其他动物以及植
物。他最初的考察地主要
在重庆地区，开始是南山、
缙云山等重庆中心城区，而
后拓展到重庆周边，几十次
进山拍摄。再之后，他去了
云南、贵州。到现在，北至
漠河南到西沙群岛，都留下
了他的足迹。

分享会现场

《万物闪耀——李元胜
博物旅行笔记》

李元胜在野外拍摄。

李元胜拍摄的昆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