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木春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草木春秋》

13位ISBN编号：9787517201328

出版时间：2013

作者：李振南

页数：2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草木春秋》

内容概要

今年七月的一天，李振南给我一本将要出版的新书打印本，书名叫《草木春秋》，要我为之写序。我
一看，很新鲜，题材独特。是林业专著吗？是植物科普吗？是散文随笔吗？都是，都不是。我想起李
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渔随笔中的《种植部》，汪曾祺的《草木春秋》。与李振南的《草木春秋》
一对比，都像，都不像。
对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王世贞在序言里说是“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
李振南的《草木春秋》凡57篇，写了乐清50多种古树名木，虽无“靡不备采”，但范围也够广了。李
渔随笔中《种植部》中的草木篇，虽用笔记形式纵横捭阖，但其主旨大多在于猎奇。李振南虽也用随
笔考古博今，但主旨在抒情、在说事。比如说桃树。李渔只对桃花下结论，说是“色之极媚者莫过于
桃，而寿之极短者亦莫过于桃。‘红颜薄命’之说，单为此种。”而李振南却说桃的历史悠久，还说
乐清历史上曾有的“秋色见桃花”，这就独辟蹊径了。再看汪曾祺。汪曾棋的《草木春秋》虽用散文
笔调写草木，但主要是为写人。比如写车前子。汪曾棋说：“车前子利小便，这是许多农民都知道的
。张家口的山西绑子剧团有一个唱‘红’的（老生）演员不受欢迎，农民给他起外号‘车前子’。怎
么给他起这么个外号呢？因为他一出台，农民观众纷纷起身上厕所。这位‘红’，利小便。”写人很
幽默。而李振南的《草木春秋》以散文笔调写散文，主要为写草木。比如《看树》。开头是“人生与
林业结缘以后，免不了要看树，也独独喜欢看树。”结尾是“树有这样的大美和品性，我们怎么不好
好地看树去？”当然也有写人的，比如《童年的桑树林》，写姑妈写得令人回肠荡气地感慨。这就是
我说的，都是与都不是、都像与都不像。
李振南林学院毕业，在雁荡山和林业局工作多年，对树木花草该是非常熟悉了。用他自己的话讲，乐
清的古树名木共400来棵，他就访问了300多棵。故他写树写草就如数家珍了。李振南又是作家，他写
草木，并不单如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只用其资料性、科普性，更有李渔的随笔味道、汪曾祺的散文
意蕴。这样，李振南的《草木春秋》就有了别人没有的特点。这特点就是他这本书的副标题：乐清植
物札记。
清人王筠说：“或学而有得、思而有得辄札记之。”那么李振南的学、思札记有什么特点呢？是权威
性和文学性。因为专业的关系，李振南对乐清的树木、花草的特点、性能、在全市的地位、历史上的
评价，都说得有根有据，可谓权威发布。而发布也不一般，很有文学性。这文学性在于细腻、联想和
感悟。细腻在于描写详细准确，行文引经据典。联想呢？比如把树名和村名联系起来（《美丽的红豆
杉》），把树和爱情传说联系起来（《长者柏树》），把树和诗人联系起来，把树和亲人联系起来（
《童年的桑树林》）等等。至于感悟，《草木春秋》中也不少。有把萆木看作诗歌的催生者、歌者、
舞者（《后记》），把杨柳看成是最早欢迎春天的树木（《春风裁出江南柳》），把桃花作为春天和
美人的意象（《乐清的桃》）等等，这些都很空灵，为文章生色。
胡适又说，札记就是“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既是草稿，结构就很自由了。《草木春秋》中的文章
结构，大多放得开，收得拢。即“纵之令远，而又手到擒来；指挥倜傥，而舒卷自如。”做到前人说
的“开合”、“擒纵”、“起落”之类的。书的前三辑如此，书的第四辑更甚。第四辑“草木情怀”
诸篇，更有抒情意味。象《看树》，其笔调酷似陶铸的《松树的风格》。《春天，故乡田野里的花》
像散文诗，其语言华丽感人。《感知落叶》化腐朽为神奇，连落叶都歌颂，可见其爱树之深情。而《
童年的桑树林》的结构如小说。从全村采桑养蚕，唯独姑妈不养，到红脸汉子要“我”喊他“姑丈”
等。悬念不断，最后交代了一个让人揪心的谜底：原来，姑丈在“文革”中因种桑养蚕被批斗而投河
自尽了。结构之妙，实为难得。
纵观全书，不管用什么结抅、什么笔调，都洋洋洒洒，连篇累牍，写尽了乐清的古树名木。所谓的“
乐清植物札记”，其实是“且将草木写春秋！”
太史公曰：孔子作《春秋》，则“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李振南的《草木春秋》虽不能做到乐
清植物之“聚散皆在”，但也算写了乐清植物之大部分了。又有李时诊之广览、李渔之博见、汪曾祺
之文笔，其题材之独特，其文采之斐然，大家读后想必各有分教。
以此为序。

2012年7月13日稿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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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春秋》

作者简介

李振南，乐清人，毕业于浙江林学院本科，现任浙江省乐清市林业局副局长、党委委员，乐清市花卉
盆景协会会长，乐清市林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乐清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林业文联会员，浙江省作
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科技和领导工作，历任雁荡山风景区林业站站长，区委秘书，市林业局办公室
主任、党委委员、副局长等职务。撰写论文20多篇，在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学作品50万字。著有《
雁荡山印象》（散文集，新华出版社）、《雁荡山风景研究》（论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主编《
乐清树木奇观》（林业文化工程，中国绿色文化出版公司），参与编辑《生态文明之歌》（文学作品
集，中国林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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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春秋》

精彩短评

1、写的都是故乡乐清的花草树木，读来很是亲切，可慰乡情。有些树木还没见到过，下次有机会当
按书索骥去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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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草木春秋》的笔记-第1页

        《乐邑寻踪文丛》由乐清市文史学者许宗斌先生主编，张炳勋先生副主编，包括由李振南著的《
草木春秋》，赵顺龙著的《俗语闲谭》，尚洪浦著的《一缕香烟》，陈纬著的《说碑论事》，南孔球
、金中桓著的《乐清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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