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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报：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研究鲁迅与草木的关系的？

薛林荣：1997 年秋天，我被分配到政
协系统工作。政协系统的《人民政协报》，
每周刊发《春秋》周刊，共 4 个版，其中第
三版叫“朝花夕拾”，刊发的都是现当代文
学史料及研究文章。我当时写了一些，每
篇 3000 字左右，发给编辑，没想到陆续发
出来了，比如《内山书店始末》，谈内山书
店的；《“乏走狗”论战始末》，谈鲁迅与梁
实 秋 的 论 战 等 。 切 口 都 很 小 ，但 是 力
求 写 透 ，材 料 充 足 时 ，也 能 发 表 一 些 个
人的见解。这一归纳、分析、发现的过程
很快乐。

与此同时，我对鲁迅的兴趣，也渐渐
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系统地写文章，收
藏鲁迅著作版本，探访鲁迅故居。

目前我差不多收藏有两架鲁迅各时
期的著作版本，其中有 5 个版本的《鲁迅
全集》。我曾经在绍兴鲁迅故居前的那条
街上，一口气买了 3 个鲁迅泥塑，甚至还
在北京八道湾的瓦砾中，捡到过一片瓦
当。这些图书、实物，为我的书房营造了
一种和鲁迅有关的气场。鲁迅在国内居
住生活过的地方，我已走遍了，为的是了
解鲁迅创作与环境的关系，了解他的居住
史、生活史。将来条件允许的话，还想去
看看他在日本学习生活过的地方。

中国环境报：您是怎么发现鲁迅和草
木有很深关系的？

薛林荣：第一，周氏四兄弟的名字和
树木都有关系。

鲁迅原名周樟寿，号“豫山”。他的二
弟周作人原名周櫆寿，三弟周建人原名周
松 寿 ，还 有 一 个 四 弟 周 椿 寿 ，6 岁 时 早
夭。他们四兄弟都是“寿”字辈，且都以木
字边的字（樟、櫆、松、椿）命名。

后来，鲁迅 7 岁进私塾时，因绍兴话
“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
他，于是改名豫才。《左传》《战国策》《史
记》等古代经典著作都以“豫”指枕木，章
指樟木，豫、樟合用，常喻为“栋梁之材”。

第二，我参观考察全国各地鲁迅故

居，发现鲁迅特别爱种树。可以说居必有
树、无树不欢。

在八道湾的居所，周氏兄弟种了一棵
大叶杨。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到西三条胡
同，依靠专业的园林店铺云松阁，动手打
造园林式庭院。

在厦（夏）门，鲁迅持续观察着住所门
前的黄花；在广州白云楼，他的书桌上放
着一盆“水横枝”；在上海，鲁迅大陆新村
的门外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他就种了
一株桃花。

第三，我发现鲁迅非常擅长使用植物
营造作品意境。鲁迅给他的小说都设计
了气质相配的树木，如《药》中的杨柳，《风
波》中的乌桕树，《铸剑》中的杉树林等。

第四，鲁迅还是自觉的环保主义者，
在教育部工作时，就推动将环保的理念写
入了一些文件，要求国民遵守。

与此同时，鲁迅也是我国倡导环保理
念的先行者。1930 年，鲁迅为周作人的
自然科学著作作小引的时候，就呼告“林
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
液等价”。

发现以上 4 点后，我觉得，鲁迅和树
木有着很深的关系，于是萌发了写这本书
的念头。

中国环境报：文章分为上下两卷，有
何寓意？

薛林荣：上卷是以时间为经，以树木
为纬，写鲁迅与草木的关系，相当于微观
版鲁迅传。下卷主要是挖掘鲁迅创作中
有关草木的内容。换言之，上卷是鲁迅生
活中的草木，下卷是鲁迅创作中的草木。

中国环境报：在鲁迅所创作的小说
中，树木是怎样的存在？

薛林荣：树木在鲁迅笔下，像一个环
境的坐标一样。

比如，小说《怀旧》以东邻的富翁为模
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有性质不明的革
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
降，颇富于讽刺色彩。《怀旧》开篇是从一
棵青桐写起的：“吾家门外有青桐一株，高

可三十尺，每岁实如繁星”，虽然是小说家
言，但关于青桐的描写，显然表露了鲁迅
对儿时环境的怀念，写得很感人。“桐叶径
大盈尺，受夏日微瘁，得夜气而苏，如人舒
其掌”等描写，使人不由将其与百草园中
高大的皂荚树联系在一起。

另外，《高老夫子》中的桑树，《铸剑》
中的杉树林，都不是若有若无的闲笔，都
对推动情节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环境报：如何看待鲁迅在作品中
大量引用植物花草？

薛林荣：鲁迅对大自然的热爱，源自
于他的天性，源自于对植物世界的好奇与
探索。

但另一方面，植物花草也代表着鲁迅
的内心世界。

鲁迅刚搬到北京西三条 21 号时，院
子还是光秃秃的，所有的植物只是前院的
一棵枣树和后院的一棵杏树。

乔迁近 4 个月之后的 9 月 15 日，鲁迅
写下了著名的散文诗《秋夜》。这是鲁迅
在宫门口西三条新居的第一篇创作。

当时鲁迅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一直不
好 ，此 前 又 到 西 安 参 加 了 西 北 大 学 举
办 的 暑 期 讲 演 ，这 段 时 间 除了校对《嵇
康集》，创作方面并没有什么成绩。但从

《秋夜》开始，鲁迅又找到了创作状态，成
果迭出。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
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
迅以这个奇特的句子为现代散文诗立下
了一座高标，也为散文诗民族化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风范，表达了自己与黑暗势力作
韧性战斗的意志。《秋夜》后来被编入中学
语文课本，“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
树”成为人人皆知的经典。

这两个有重复之嫌的短句，正是鲁迅
沉重、无聊、寂寞心态的反映。在鲁迅眼
里，同样的两棵枣树合不到一起，一株与
另一株在视觉上是分离的，在形式上是对
立的，这表现了周氏兄弟反目后，鲁迅的
悲凉和无奈。

我们细细品味，鲁迅的描写非常具有

镜头感，就像纪录片一样，拍了一棵，然后
又去拍另一棵树。背后的语境隐含着作
者孤独寂寥的情绪。所以叶圣陶说：“还
有一株也是枣树”是不寻常的说法，拗强
而特异，足以引起人家的注意。”

遗憾的是，现在去位于北京宫门口西
三条胡同鲁迅博物馆后院的鲁迅故居参
观，见不到这两棵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甚
高的枣树，它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在
了。

中国环境报：研究鲁迅与草木的关
系，对您本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薛林荣：我的名字是薛林荣，3 个字
中有 3 个“木”两个“草”，巧的是，我也非
常热爱花木和大自然。

我从小生在农村，喜欢自然生长的大
树。我们村子有很多几百年的大树，构成
了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我父亲生前在
老家种了两棵槐树，现在每棵树都有一抱
粗了，非常伟岸。我每次回老家先去看我
父亲的坟，再去不远的地方看这两棵树，
把它们当父亲的化身看待。

我很痛恨无故伐树的行为。当年我
在县上工作，有一次，我联系的一个村砍
伐了近 10 棵长了几十年的大柳树，理由
是村里要安装太阳能，大树挡太阳，所以
把树砍了，我知道后非常生气，专门去现
场追查这个事。

我读到描写树木的典故和诗词歌赋
就激动，比如《世说新语》：“桓公北征，经
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
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
然流泪。”再比如北周庾信写的《枯树赋》：

“昔年移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
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可能正是由于对树木怀有深厚感情，
催发了我关注鲁迅与草木的关系。

“乾、坤、屯、蒙”，这是《周
易》前四卦。

“ 天 地 玄 黄 ，宇 宙 洪 荒 。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这是

《千字文》前四句。
一个是百经之首，一个是

启蒙读物，但是都将天地放在
了最前面，将自然放在了人类
活动的前面。人类活动，仅仅
是天地万物活动的微小部分。

中国古代，是个物质相对
匮乏的年代，黄帝“时播百谷
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仅仅是
个传说，百谷也是后期儒者的
美 好 歌 颂 ，因 为 中 国 古 代 说

“五谷”，也是比较晚期的事情
了。

不 过 ，中 国 先 民 智 虑 深
远，早就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
部分，认识到“天人合一”，和
自然和谐相处。

这 其 中 ，大 家 耳 熟 能 详
的，莫过于汤“网开三面”的故
事了。商汤外出，见到有人在
野 外 四 面 张 网 捕 兽 ，并 祝 祷
说：“从天下四面八方来的皆
进我的网中。”汤说：“哎，这样
就把鸟类全部打光了。”于是
撤去它的三面，并祝祷说：“要
想到左边去的，就去左边；要
想到右边去的，就去右边；不
要命的，就进我的网中来。”

这虽然不算做法令，但也
是汤理政时期的一种理念，是
对生态保护的一个例子。

要说环保法令，见于文献
较早的，是《逸周书》（一说此
书出于战国）中记载的“禹之
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斤，以成
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
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斤，是
对 斧 、刀 等 的 总 称 。 早 在
4000 多 年 前 ，古 人 已 经 认 识
到，如果一次过度开采、捕捉，
则会令物种越来越少甚至灭
绝，难以恢复。

1975 年 出 土 的《云 梦 秦
简》，以 实 物 证 明 中 国 早 在
2000 多 年 前 ，就 已 有 环 保 法
令。学者将其中涉及农田耕
作和山林保护的竹简称为《田
律》。《田律》中的一些内容，翻

译成现代汉语，大致意思是：
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
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
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
采 刚 发 芽 的 植 物 ，或 捉 取 幼
兽、取鸟卵或雏鸟，不准毒杀
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
阱和网，到 7月才解除禁令。

可以说，这是中国有实物
证明的第一部环保法令。仅
短短几句话，规定的期限从 2
月到 7 月，有半年时间之久，
涉及到林木保护，水源保护，
动植物的保护，内容很全面。

西汉时期，有一则诏令也
很 出 名 ，是 汉 宣 帝 元 康 三 年

（公 元 前 63 年）夏 6 月 下 发
的。诏曰：“前年夏，神爵集
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
属县……其令三辅毋得以春
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

神爵究竟是什么鸟，尚未
有定论。但是汉宣帝立即启
用了“神爵”的年号，可以想象
这 样 的 鸟 ，应 该 比 五 色 鸟 珍
贵。五色鸟，现在还有，过万
只飞翔，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盛景了。

经考证，西汉时期，弹弓
打鸟的行为比较多，遇到过万
只 神 爵 云 集 ，好 事 者 一 定 不
少，为了保护临时飞来的这些
鸟，汉宣帝专门下令，可见古
人对生态的重视程度，也可以
看 出 西 汉 时 期 ，法 令 的 灵 活
性。这是古代因环境保护的
需要，临时颁布法令的一个很
好的明证。

说了那么多古代的例子，
我们现在呢？

当然是越来越好。
当前，全社会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理 念 。
今年 5 月通过的《民法典》，也
将生态保护、“绿色原则”，以
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影响更加
深远。

温故而知新，相信
我 们 必 将 走 出
一 条 更 好 的 生
态文明之路。

本报记者王璟长治报道 8 月
28 日至 30 日，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和山西省作家协会联合组织省内
作家记者，开展“美丽中国·生态
山西”走进沁源作家采风活动。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陆
东，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驻
会 副 主 席 罗 向 东 担 任 采 风 团
团长。

采风活动以“美丽中国我是
行动者，生态山西聚焦绿色沁源”
为主题。活动中，张锐锋、黄风、
徐大为、周宗奇等 30 位山西知名
作家、记者，对山西长治沁源县的
生态建设、环境治理、绿色发展等

情况进行现场采访，亲身感受山
西生态环境的变化。

采风团成员表示，将努力创
作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文学作品，
宣传山西的绿色发展实践，书写
山西生态文明业绩，提升绿色发
展宣传品位，体现美丽中国深度
内涵，营造美丽山西文化效应。

据悉，沁源县被称作太岳山
的一颗生态明珠。近年来，沁源
确立了“绿色立县，建设美丽沁
源”的发展战略，把生 态 保 护 与
发 展 放 在 最 突 出 的 位 置，2019
年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

山西作家记者走进沁源采风

文化快讯

漫 画

▲《异变》。 梁俊琦 绘制

古代环保法令趣谈
◆郭小川

《鲁迅草木谱》作者薛林荣：

鲁迅居必有树，无树不欢

在很多人眼里，提起鲁迅先生，便会
想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的他，为国家民族之崛起，毅然弃医从文，
笔耕不辍，在荒野彷徨、向沉沉黑夜呐喊
的孤独身影；或是想起精神矍铄、寸髯怒
竖、目光如炬、穿着棉袍的他，“站在沙漠
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
愤则大骂”的忧国忧民形象。

然而，“遒劲刚健、黑白分明”，这只是
世人最为熟知的鲁迅战斗的一面。现实
中的鲁迅，其实视野开阔、兴趣广泛，对自
然科学许多领域都有独到见解，充满温润
柔和、圆融生活情味。

在文学青年、医学青年之前，鲁迅接
受过地质学科班教育，曾深入地下矿井，
观察岩层结构，描绘过中国最早的矿产分
布图；他也密切关注科学探险，心系北极
遥远的冰雪世界和北极熊，又对参与中国
西部戈壁沙漠探险的科学家团队心存敬
意，期盼他们把探险经历和重大发现告知
国人；他喜爱植物，和弟弟、年轻朋友等都
曾有过外出采集植物枝叶、制作植物标本
的经历……

他一生热爱大自然，尤其喜爱花花草
草。这是鲁迅的天性。根据周建人回忆，鲁

迅从小就喜欢种花养草，“他种的有映山
红、石竹、盆竹、老勿大、万年青……草花
每年收籽，用纸包成方包，写上名称，藏起
来，明年再种，并且分类，定名称。”

从广为人知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
味书屋”》也可窥知一二。这篇回忆童年
妙趣生活的笔记式散文，是鲁迅中年时期
所写。从 11 岁遇到百草园，到 46 岁时文
章出炉，时隔 35 年，鲁迅对院中的动植物
依旧如数家珍，开篇短短 300 多字，提到
了 6 种植物、7 种动物，丰富着年轻鲁迅的
生命视野。

近年来，有很多专家学者开始从“博
物学”的角度研究鲁迅。他们认为，这些
不为人熟知、但又广泛存在的内容，其实
蕴藏着鲁迅丰富的内心密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随
笔散文集《鲁迅草木谱》，就是其中之一。
它以鲁迅生平时间线编排内容，叙说不同
时期鲁迅与草木有关的文字和文化活动，
深入挖掘了鲁迅在写作、思考的形象外，
对植物学的兴趣，勾勒了生活中少为人知
的鲁迅形象。

《鲁迅草木谱》作者薛林荣告诉记者，
他写的是关于鲁迅微观研究的随笔集，以
花草树木为切入点，洞悉鲁迅的内心世
界，力求发现一个有血肉、有温度、有人情

味儿的鲁迅。
在他看来，“像鲁迅这样热爱大自然，

对植物世界充满好奇的作家，在现代文学
史上是罕见甚至是唯一的。”

比如，鲁迅居必有树，无树不欢。
从日本回国时，鲁迅随身携带了一株

“水野栀子”，栽种在绍兴老家的庭院中，
后又赠给了他的表弟郦辛农。

在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鲁迅提倡种
树，并带领学生采集标本，为当时中国的
自然科学研究做出了示范。鲁迅甚至打
算编一部《西湖植物志》，可惜未成。这一
阶段，鲁迅工笔抄录了嵇含的《南方草木
状》，不仅熟悉了草木性状，而且见识了岭
南佚闻故事、风土人情。

薛林荣介绍，写书的过程日积月累，
说“毕十年之功”毫不夸张。只要有鲁迅
和草木相关的素材，都专门积攒起来，慢
慢就有了一个框架和轮廓。这一过程非
常耗神，但也很有乐趣。

这些出现在身边的花草树木，有的被
鲁迅信手写进自己的文章里，未必有特别
的含义，但因为关联着个人的情感记忆，
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他买下阜城门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
的房子，在“老虎尾巴”的后园种了丁香、
碧桃、花椒、刺梅、榆梅、青杨，给友人写
信，他会告知对方丁香“活了”，榆叶梅“还
未发芽”。从北京给在上海的许广平写

信，特意说及“芍药已开过，将谢了”。在
厦门给李小峰写信，也专门提到“住所门
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葵似的黄
花”。

有的则出现在鲁迅创作的小说里，使
小说的“典型环境”十分丰满。

鲁迅初到北京时，住在绍兴会馆藤花
馆西屋，后来又迁入西院的补树书屋。藤
花馆有紫藤，补树书屋的院子里则有一棵
高不可攀的槐树。在小说《伤逝》里，鲁迅
提到了两者：热恋时，窗外半枯的槐树发
出了新叶，“紫藤”开出了大团大团白色的
花串，散出馥郁沁鼻的香气；恋爱失败，则
绿叶凋尽，裸露出纠缠曲折的秃枝，映照
着男主人公涓生和女主人公子君轰轰烈
烈 又 极 盛 而 衰 的 爱 情 。 类 似 情 况 还 有

《药》中的杨柳、《风波》中的乌桕树、《铸
剑》中的杉树林等。

在日常生活中细枝末节的事情上，也
能反映出鲁迅无处不在的博物学视野。
鲁迅出版《朝花夕拾》时，采用了一幅写意
高手陈师曾的作品。陈师曾当年也曾留
学日本，学习的是“博物学”，本人极重视
写生，所绘花鸟虽是淋漓豪放的大写意，
但形态毕肖、形神兼备。连一纸小花小草
的背后，都有着博物学的视野，可见鲁迅
对于博物学的喜好。

阅读这些与鲁迅、与博物学、与花草
树木有关的文字和记录，其实就是循草木
意趣洞悉先生的内心世界，用另一种方式
读懂大师。

《鲁迅草木谱》：

用另一种方式读懂大师

史林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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