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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母，一位可敬而伟大的女性
——读《苏母纪》

□刘小革

《熊猫男孩奇幻旅行记》：
用文学的方式科普熊猫知识

从 2018 年到 2023 年，6
年时间 7 部作品，蒋林

深耕大熊猫题材，被读者亲切
地称为“熊猫作家”。其中，《熊
猫男孩奇幻旅行记》（百花文艺
出版社出版）是四川省作家协
会 2022 年度重点扶持作品，出
版后入选“全国百班千人读写
计划”；《熊猫王》和《追熊猫的
人》是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品。
2023 年 5 月出版的《熊猫花花》
入选 2023“中国好书·六一专
榜”和2023年四川好书。此外，
蒋林还出版了《熊猫康吉的远
行》，影响较大。

近日，四川省作家协会重点
扶持作品《熊猫男孩奇幻旅行
记》暨蒋林熊猫作品研讨会在
成都举行。在四川省作家协会
创作研究室负责人、作家杨献
平主持下，《人民文学》副主编、
小说家徐则臣，文化学者、作家
谭楷，《当代文坛》主编杨青，成
都市作家协会主席、诗人熊焱，

《青年作家》副主编、小说家卢
一萍，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
立新，四川教育出版社学术分

社社长卢亚兵等人，围绕蒋林

7 部作品展开讨论，话题涉及

儿童文学、生态文学等。大家

一方面对蒋林取得的成就给

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对他未

来的熊猫文学创作提供了宝

贵建议。

蒋林创作出版的 7 部熊猫

题材文学作品，有以真实故事
为蓝本而创作的小说，有纪实
故事，有纯虚构故事。他说，希
望在故事里融入科普知识，通过

“文学+科学”“故事+知识”的方
式，科普熊猫知识和传播熊猫
文化。他还透露，打算在熊猫
与生态这个领域深耕细作，继
续深入大熊猫科研机构和大熊
猫栖息地学习和研究，力争创
作出更好的作品。

连接一个重要符号与历史现实

作为蒋林20多年的“笔友”，徐则臣表

示很“羡慕”蒋林，能够找到一个独特的写

作资源：“在这个生活和写作都不可避免同

质化的时代，可供作家处理的基本上都是

公共资源，我能写的东西别人也能写。但

熊猫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公共资源。作为一

种动物，它是四川乃至中国的一个重要符

号，天然地成为最著名的公共资源之一。

但它又非常独特，没有足够的了解和研究，

根本没法以文学的方式对它进行阐述。蒋

林是四川人，作为《看熊猫》杂志的主编，熊

猫就是他的朋友，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

上天对一个作家的眷顾。”

徐则臣接着从文学性上解析了蒋林熊

猫作品的重要意义：“文学性是蒋林的熊猫

写作能走得长远的重要保证。他的作品有

坚实的文学性基础，写作路径开阔，手段众

多，这也预示他写作的更多可能性。例如

《熊猫花花》偏科普纪实，他的案头工作和田

野调查做得非常扎实；而《熊猫明历险记》以

熊猫贯穿历史，勾连起二战等重大历史题

材；《熊猫男孩奇幻旅行记》又展示了他以熊

猫为中心的想象与虚构能力。蒋林把熊猫

这个符号吃透了。作家对一个符号的掌握程

度，在于他是否能把这个符号与宏大的历史和

现实连接起来，能否将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

召唤到笔下。如果做到了，这个符号就可以

被充分地文学化，就会更好地被传播流布。”

就这种期待，徐则臣为蒋林提出了一

些建议：“可以更多地关注国外熊猫传播

史、国外专家对熊猫的发现史、熊猫对于外

交的重大意义等，当蒋林不仅能熟悉熊猫

习性、语言，还能将熊猫古往今来所有知识

融会贯通时，他对熊猫与文学的关系就会

有更新、更宽阔的理解。”

从熊猫故事凸显人性的善良美好

作为本次活动重点研讨书目《熊猫男

孩奇幻旅行记》的出版方，百花文艺出版社

社长薛印胜分析了该书受到小读者喜爱和

专家高度关注的原因。他提到，蒋林这本

作品将大熊猫主题与儿童生活主题深度贴

合，现实生活与幻想元素完美结合，而且作

品文笔流畅、描写细腻，小切口大情怀，见

人见物见精神。

四川人民出版社目前已经出版了5本

蒋林的熊猫文学作品，作为与蒋林合作最

为密切的人，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

对蒋林作品的立意有着深刻感悟：“从《熊

猫明历险记》到《追熊猫的人》，蒋林的熊猫

主题小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传奇又温馨

的关于爱、守护和希望的故事，朴素的讲述

与作家对人性的观察、对大自然的热爱结

合在一起，从而在看似简单的叙述形态中

凸显了人性中善良美好的一面，让我们看

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值得一提的是，这

一个个故事本身抵达了人性的深层，最终

带给当下焦虑的人们以光明和希望。”

儿童文学肩负向孩子传播美的义务

卢一萍谈到了蒋林熊猫作品作为儿童

文学的重要意义：“儿童文学肩负着向孩子

传播美、责任、梦想的义务，蒋林很好地做到

了这一点。他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写了大熊

猫、川金丝猴、麝香鹿、黑颈鹤、金额雀鹛、珙

桐、连香树等国家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童话，

但他的想象力建立在细节的真实上。他对

熊猫很了解，他的‘熊猫故事’都严格遵循大

熊猫的自然规律与生物属性。比如，《熊猫

康吉的远行》展现了不少珍稀动植物，但这

些动植物都是大熊猫国家公园里确有的品

种，其习性、特征、生活环境都是真实的。”

熊焱谈到，蒋林选择熊猫为写作题材，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写作之路，“《熊猫

男孩奇幻旅行记》虽然以男孩安迪为切入

点，但重心仍然落在熊猫上，书写的是生命

的顽强与坚韧，生存的困难与艰辛，表达的

是对光明、和平的向往，展示内心的良善与

美好，关切的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

作为研究大熊猫文化40多年的学者，

谭楷关注蒋林作品的角度颇为独特：“我觉

得蒋林的出现，是我们时代的需要。”在谭楷

看来，向大众普及熊猫相关知识非常有必

要，而蒋林的出现，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姜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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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泪，落在手中的书页

上，打湿了“程夫人”三个字，又

浸润开去——《苏母纪》作者奉

友湘在书中说：“48岁的程夫人

是带着美好的企盼与甜蜜的收

获走的，她是幸福的母亲与妻

子，她可以终生无憾含笑九泉。”

但她真能含笑九泉吗？我怎会

流泪？虽然小说以司马光为程

夫人写的墓志铭结尾，但我心中

只留下了这段话，而泪水正是被

这一行文字激发出来的。

程夫人何许人？她就是中

华文学史上宋代大文豪苏轼和

弟弟苏辙的母亲。

我不能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

实：同一天，苏家兄弟在京都开封

高中进士，而苏母却远在蜀地眉

山。以那时的通讯，苏母绝无可

能当天得知这一消息。所以，她

至死也不会知道这个惊天喜讯。

因此我不相信苏母是带着甜蜜走

的，她应是带着对丈夫苏洵和对儿子们的

苦苦思念和无限牵挂离去的。

苏母长期独自承担起家庭重担，让丈夫

无忧无虑专心做学问，又操心两个儿子的学

业功名，早已透支了精力和体力。因而丈夫

儿子赴京后，自己突然放松反而身心疲惫，

一病不起。病重的消息，她又不准家人告知

丈夫和儿子，怕影响他们求取功名。因为

“她认为自己活着的使命就是看到苏洵父子

成才，成功。”这是奉友湘对苏母生命的定

性，我认为大致是准确的。奉友湘的《苏母

纪》还告诉我们，没有苏母的奉献，就不会有

苏门三杰的成功。这并不是作家对苏母的

主观拔高，而是客观事实。因为司马光也赞

她：“能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学

显重于天下。”

18岁那年，在娘家养尊处优的程家小

妹，怀着对美好婚姻的向往，从富甲一方的

程家嫁入家道一般的苏家。然而，品尝新

婚甜蜜不久，她就发现丈夫苏洵倜傥不羁，

渐渐生出烦恼和郁闷。如此一晃6年，小

夫妻已是儿女双全，此时的苏洵开始协助

父亲操持家事，但程夫人心中希望丈夫求取

功名的火苗却从没熄灭，她认为丈夫要操

持家务就不能专心学习，因此决定由自己

养家，好让丈夫心无旁骛一心只读圣贤书。

程夫人果断变卖所有陪嫁物品，加上

苏家的少量积蓄，凑够了在眉山城里租商

铺的本钱，开了一家纱縠行。她又将乡下

老宅托给近亲打理，举家迁入城里，而吃食

用度仍多由乡下提供，减少城内生活开

支。那年，主动挑起持家重担的她才24岁。

开启经商之路后，程夫人进入了人生最

辉煌的高光时刻。在她经商8年之后，苏家

已然成为眉山富裕人家，生意顺风顺水，生

活无忧无虑。此时苏洵夫妇的女儿八娘已

经7岁，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4岁，到了该

接受教育的年纪。苏母于是把心思转到了

教育儿女身上。她果断决定，请人帮忙打理

生意，而自己则专心与丈夫一道教育儿女。

在苏母的正确引导下，孩子们都努力

朝着人生的目标一路前行，最终两个儿子

金榜题名，同科高中进士。难怪他们那位

屡考屡败的父亲十分感叹：“莫道登科易，

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其实，老苏此时也已凭借23篇锦绣文章得

到当时文坛泰斗欧阳修的大加赞赏，以一

介布衣的身份跻身上流社会了。只可惜

这一切苏母都没有看到。

苏母是伟大的女性，她是苏门三杰背

后的功臣，实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最高人

生价值。但我并不赞同作者奉友湘说的苏

母“是幸福的母亲与妻子。”她幸福吗？可

怜她一生辛劳，却连名字都没能留下，后人

只能按她的娘家姓程，称她为程夫人。

如果没有奉友湘去挖掘历史资料，精心

构思，为苏母立传，写下这部《苏母纪》，后人

也许仍只知三苏，而不知他们身后的苏母。

所以，我在这里郑重感谢作家奉友湘。

小说《苏母纪》以苏母之死结尾的方

式，充分体现了传统悲剧美学的原则。正

如鲁迅所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

毁灭给人看。试想，假如这部小说是以苏

家大团圆来结尾，它的艺术魅力定会大大

减弱，我就不会为苏母流泪，也不会生发出

感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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