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菩荐书

讲座预告

一、网络小说《家园》
作者：酒徒（网名）
推荐理由：《家园》立意高远，文

笔雅正，语言风格向传统文学靠拢，
所以吸引了许多传统文学的读者，而
作品的精神、立意则是网络文学鼎盛
时代的积极向上风格，甚至蕴含着一
些有节制的激进，是网络文学作品中
难得的佳作。

二、网络小说《武神》
作者：苍天白鹤（网名）
推荐理由：这是宁波超级网络大

神苍天白鹤的代表作，也是网络小说
中影响力最大的玄幻类作品之一。小
说开头平淡无奇，却如炭炉煮清水，越
往后越热血沸腾，想象无比瑰丽，世界
观宏大精奇，既开一派风气之先，也成
为网络文学中绕不过去的力作。

《人工智能狂潮下，孩子的教育
该往哪儿走？》

时间：4月13日（周六）14时
地点：宁波图书馆新馆一楼报告

厅（宁穿路2100号）
主讲人：蒋里，博士，斯坦福大学

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未来教育中心主
任，全球创新设计联盟联席主席；国
际消费电子产品博览会(CES)创新大
奖最高奖获得者，后担任 CES 创新
大奖评审委员会委员；美国林肯设计
大赛最高奖获得者；拥有 50 多项美
国及国际专利。

《话说民间借贷》
时间：4月13日（周六）14时
地点：宁波图书馆永丰馆三楼报

告厅（永丰路135号）
主讲人：杨根飞，一级律师，浙江

甬泰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宁波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宁波大学法学院兼
职硕士生导师。曾担任宁波市人民
政府第一届法律顾问，宁波市律师协
会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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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先秦古籍，也是
中国最古老的一本奇书。或许
你没读过《山海经》原文，但一定
知道很多跟《山海经》有关的故
事，如“夸父逐日”“后羿射日”
“精卫填海”，这些“最中国”的神
话故事都源于《山海经》。

网络作家阿菩说：“我真正
接触《山海经》是在大学时候，一
开始吸引我的是书中奇幻的想
象、怪力乱神的东西，但如今，解
密《山海经》里中国神话的‘密
码’，已成为我毕生的事业。这
么多年来，《山海经》一直吸引着
我去写作跟它有关系的书，是因
为《山海经》里面有一种精神，特
别能引起我的共鸣，这种精神是
支持我去写作的力量。”

▲人物名片

阿菩，原名林俊敏，当代知名网络作
家，暨南大学史学硕士、文艺学博士。2005
年开始发表作品，至2018年创作逾1200万
字，独立创作并结集出版文学专著12本。著
有《桐宫之囚》《边戎》《东海屠》《陆海巨宦》

《唐骑》《山海经密码》（全集）等。长篇历史穿
越小说《边戎》入围“网络文学十年盘点”小
说百强，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3 月 30 日下午，阿菩做客宁波图书
馆新馆“天一讲堂”，主讲了《寻找中国神
话的密码——解密〈山海经〉》。

阿菩说，深入研究《山海经》，会发现书中蕴藏了我们民族跟别的
民族不一样的精神。

把各个国家的神话对照着看，可以发现，各个民族的祖先都曾经面
对过同样的困难甚至灾难。比如，全世界所有民族在上古时期都遇到
过洪灾，西方神话中有著名的诺亚方舟，造一艘大船，然后把所有的动
物都搬上去，这是以逃难的方式来躲避洪水。但中华民族面对洪水的
神话是大禹治水，是迎难而上去抵御它。愚公移山的故事也是同理。

“如果我们不知道神话学，看神话故事的时候觉得它没什么，但实
际上，神话里面有行为逻辑，我们民族遇到大灾难的时候，不是想着怎
么逃。神话里发生的事情其实历史上也在不停地演变。比如面临外
敌入侵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八年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去以后重
建家园。面对1937年那个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的做法跟4500年前大
禹面对洪水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连未来都是这样的精神。”阿菩
说，“在西方的科幻片里，地球要灭亡时，怎么办？人类去了别的星球，
找到一个地方移民，其思维还是逃走；中华民族是怎么做的？在《流浪
地球》里，我们把整个地球都搬走了。这些东西不说，大家没觉得什
么，说了就会发现，我们跟别人还真是不一样。”

“我不是说某种神话比另一种神话更高级，这没有好坏的评判，而
只是不同民族的选择不一样，然后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清楚自己
是什么样的民族特性就可以了。”阿菩总结说，我们最原始的人文基因
5000年前就写在《山海经》里了，所以到现在，我们的思维和逻辑跟几
千年前的祖先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写在《山海经》神话里面的密码。

《山海经》神话里有什么密码？

阿菩开门见山地提出，很多人认
为《山海经》是很荒诞的一本书，这个
看法古已有之，“这是一个我们对它
误读了两千年的说法”。

众所周知，中国史书的鼻祖是
《史记》，司马迁在《史记》的序言中
说，他采用了很多很多的史料，但有
两部书他是不采用的，其中之一就是
《山海经》。因为他觉得《山海经》中
记载的事情太过荒诞不经了，不像是
历史。

司马迁的这一看法影响了后世
约两千年，“一直到了近代，一门新的
学科——人类学产生后，学者们深入
原始部落，去研究原始人的生活习惯
等。当他们用原始人的思维去剖析
我们的神话时，突然发现《山海经》里
记载的很多传说有可能是真的，这才
开始对《山海经》有了新的认识。学
者们认为这本书不是像过去说的那
样只讲神、鬼的故事，它很可能是以
神话的形式记载了中华民族乃至世
界范围内的史前历史。”阿菩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阿菩解释，最
初我们看《山海经》中记载着某个地
方有一个神，这个神能让世界刮风、
下雨，这个或龙或凤的神我们是找不
到的，但是通过人类学来推测可能是
真的，这个神是这座山或者这片平原
的部落所供奉的守护神，而不是说这
个地方有这样的饕餮、神兽。

阿菩还说，《山海经》里的神话与
后人创作的神话故事有一个明显不
同，那就是后人写神话或小说时很清
楚它是虚构的，如吴承恩写《西游记》
时，他知道有关孙悟空的东西是假
的。但写《山海经》里神话的人，他写
的时候相信那些事情是真的。比如

“大禹治水”，它不是某个人编出来
的，而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事，在原
始人的部落里，很早就有这样的传
说，上一代的祭司把这个故事告诉下
一代，这样口口相传，大概传到了东
周时期，文字形成系统之后，当时的
史官就用文字把这个故事记录了下
来，这就是我们见到的《山海经》内容
之一。“我们几乎不知道《山海经》里
的神话是怎么来的，它可能就是史前
中国人最初对世界的想象。”

《山海经》
真的荒诞不经吗？

阿菩说学界到现在仍不知道《山海经》的作者是谁，但他相信一
点：《山海经》不只有一个作者，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作者写成的。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史官，即记录历史的专职人员。史官把每
年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到了某个时间段就结集成册，一个朝
代灭亡后，这些内容就成了朝代史。《山海经》很可能也是这么来的。

但《山海经》跟其他史书有个很大的不同，它最初是一本地理学著
作，最早的名字叫《山经》，没有“海”，因为它按照华夏九州的山来进行
地理分隔。有一种说法，大禹治水的时候走遍九州，当时辅佐他治水
的副手叫伯裔，传说伯裔就是《山海经》的第一个作者。伯裔一直跟着
大禹，每到一地，就把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状貌画成一幅图，集
合之后就叫《山海图》，他怕这些图别人看不懂，就在每幅图的边角上
写了些文字，说明这幅图是怎么回事，这些文字结集之后就是我们现
在看到的《山海经》。

“刚开始看《山海经》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它跟一般的书不
一样，开篇就说什么山，然后说那里有一头什么怪兽，有一些人是抹黑
了牙齿的……总之行文很奇怪，不像是一本书。其实，当你知道了《山
海经》是《山海图》的说明文字，那就恍然大悟了。《山海经》就相当于最
早的《国家地理》。”阿菩介绍，《山海经》系统地介绍了我们国家五大系
列的山，每座山上有什么野兽，这个野兽能不能吃等。“《山海经》写到
的任何一种东西都会注明能不能吃，可见中国‘吃货’的传统也有数千
年了。甚至连吃了之后会有什么效果都写，比如这种鱼吃了以后能够
保护肚子，这种草吃了以后肚子很饱，那种草吃了之后能够治疗痔疮
等，其实就是记录了当地的物产。《山海经》第一次整理完成大概在春
秋战国时期。”

《山海经》的作者是谁呢？

阿菩：
《山海经》
被误读了两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