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赢椿，书籍设计师，南京师范大学书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江苏省版协书籍装帧艺术委员会主
任，作品多次获评“世界最美的书”“中国最美的
书”。策划并设计的图书《不裁》获2007年“世界最
美的书”铜奖，创作的图书《蚁呓》获2008年“世界
最美的书”特别制作奖，作品《虫子书》获 2017 年

“世界最美的书”银奖。
1月4日下午，朱赢椿做客宁波图书馆新馆天一

讲堂，主讲了《从大地之书到纸质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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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赢椿在母校南京师范
大学的随园校区有一个工作
室。“这是一所百年老校，校
园里自然生态很好，200多年
前清代文人袁枚的旧宅就在
这里。”

朱赢椿把校园里的一个
旧厂房改造成了工作室。把
墙涂白，把天井做好，还买来
一车土，铺在工作室门前的
地上，撒了很多杂草种子，让
它们自然生长。虽然地处市
区，但这个工作室远看像荒
山上的一个老庭院。“我种了
青菜，还有油菜花。不除草，
不施肥，不打农药。油菜花
也不要人伺候，花开得很野、
很香，蝴蝶和蜜蜂都来了。”

除了蝴蝶和蜜蜂，还有

蚂蚁搬家、蜗牛散步，朱赢椿
甚至还养了两只老母鸡。冬
天，工作室外白雪皑皑，“我
会在雪地里追寻黄鼠狼、小
老鼠、小鸟的足迹。很多人
看到我拍的照片，以为我去
了很远的地方。其实我在工
作室门口就能拍到各种各样
的场景。古人说：‘会心处不
必在远。’就是说我们如果和
自然会心，不一定非得去很
远的地方。”

朱赢椿把很多虫子当宠
物养。“比如可爱的小甲虫，
喜欢翻跟斗、打滚，我会把它
装在小盒子里带在身上。它
喜欢吃香蕉、西瓜，朋友们聚
餐吃饱了，我会把它放出来，
让它吃点剩余的水果。”

“有一次我养的流浪猫
抓小甲虫玩，愤怒的小甲虫
一气之下逃跑了，我到处找
它找不到，就在校园里贴了

‘寻虫启事’。”类似的趣事
朱赢椿还做过很多。他看
到一只苍蝇撞玻璃窗死了，
用纸巾盖住苍蝇尸体，拍照
发朋友圈请大家给这只苍
蝇写挽联，结果有近200人
写来；他把枫杨树的种子和
连翘花的花瓣组合成一个
栩栩如生的“虫子”，拍照逗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虫吗”；
受伤的小麻雀死了，他默默
地把它埋了，还立了一块

“小鸟之墓”……正是在这
样看似无用的时光里，他创
作出了那些“最美的书”。

■朱赢椿荐书：

一、《美国山川风物四记》
作者：艾温·威·蒂尔（美）
译者：颜元叔、南木、唐锡如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推荐理由：关于四季，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都汇聚

在这套书中。作者历经15年野外观测，行程7.6万
英里，追着四季跑，从天空到群山，从山谷到湿地，从
森林到草原，从旷野到城市，涉及上万种生物，用诗
意的语言记录四季中生物的生息与前世今生，融汇
自然科学、历史社会、环境保护等海量信息。

二、《虫子旁》
作者：朱赢椿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作者通过对工作室周围小虫子的长

期观察，用文字和摄影、插图的形式来展现微观世
界里的传奇故事。这个世界很小，小得足够被我们
忽略，但跟我们一样，虫子也有惊心动魄的生活。
蚂蚁被一根落下的枯枝砸断了腰肢；蜗牛想在夏日
的午后睡一个美美的午觉，却未能如愿；千足虫卡
在缝里，即使有一千条腿也无济于事……在虫子的
世界，一个水洼就是一片海洋，一片叶子就是一顶
阳伞，一块路边的石板或许就是尸横遍野的战场
……它们从容认真，它们生生不息。虫子的世界，
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了自己的生活。

■讲座预告：

一、《中国姓氏文化》
时间：1月11日（周六）14：00
地点：宁波图书馆新馆一楼报告厅
主讲人：梅庆生，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

院副教授、浙江大学文学硕士，著有《宁波文学百年
（1908—2008）》等。参与和主持全国哲学社科规划
项目《新时期作家与儒家文化精神》、宁波市哲学社
科规划项目《“三江”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宁波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绩效评估》等多项。

二、《为什么说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时间：1月12日（周日）14：00
地点：宁波图书馆永丰馆三楼报告厅
主讲人：吴钩，宋史研究者、专栏作家，近年来

致力于宋代社会史、生活史、政法史的研究，主张
“重新发现宋朝”。已出版《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
宋历史》等著作，其中《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
获评2018年度中国好书。

本版撰文 记者 俞素梅 摄影 记者 刘波

朱赢椿说，大地之书，也
就是自然之书，充满了巨大能
量，孩子在童年的时候应该大
量地从自然界吸取营养，“可
能大自然不会提高孩子语文
课、数学课的分数，但当他成
人后，在他未来的工作和生活
当中，可以受益很大。甚至，
当我们感到工作‘压力山大’，
情绪烦燥的时候，大自然是最
好的治愈师。”

朱赢椿笑称，他去国外交
流的时候，会很洋气地说“我

的大学叫NAU”，它不需要交
学费，没有文凭，它是自然艺
术大学，简称NAU。在这个
大学里可以阅读、体验、会心，
让自然跟自己真正地产生交
融。“我所有的设计创意，不是
来自哪个大师的案例，也不是
源于哪本经典书，而是全部来
自日常生活和大自然。自然
之书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素材库。而且，我希望大
家在看大自然的时候，不要用
脑子！因为用脑子看东西，会

太多地沉溺在科学的世界
里。我们应该用内心去和大
自然碰撞。比如，一只蚂蚁，
如果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它是
昆虫，有六条腿，甚至可以拿
来解剖；可当我们用心去看的
时候，你会发现蚂蚁有兄弟姐
妹，它也知道疼，它有家。所
以说，用心去接触它和用科学
去对待它是不一样的。用心
观察大自然会启发我们的想
象力，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灵
感和素材。”

朱赢椿把工作室的周围
划区域观察，开始做“虫子
们”的自然日记，在10年时
间里写了10多本关于小动
物的书，第一本《蚁呓》讲述
了小蚂蚁们丰富而简单的

“人生轨迹”。
为什么创作《蚁呓》？朱

赢椿介绍说，有一天，他在校
园里看到一个小男孩用棍子
捣蚂蚁，妈妈在旁边鼓励孩
子用劲，“我说干吗捣蚂蚁？
那妈妈解释说孩子怕虫子，
用蚂蚁给他练练胆子。这让
我很无语。”后来，朱赢椿发
现捣蚂蚁的还有其他小朋
友，他就觉得有些孩子缺乏
生命教育，“我要写一本关于
蚂蚁的书。”

朱赢椿把两只受伤的蚂

蚁养在小盒子里，喂它们吃
的，观察它们喝水……在《蚁
呓》这本书中，朱赢椿以一幅
幅图片来叙述小蚂蚁觅食、
繁衍、结群、打架的蚁族生
活，记录它们寻找、奋斗、迷
茫、孤单的种种镜头，以蚁类
来映衬人类。翻阅完毕，让
人感觉不是蚂蚁的呓语，而
是人的轻吟与呼喊。那正是
作者想说的，“请不要像对待
灰尘那样随意掸去这些蚂
蚁，因为它们和我们一样有
着尊贵的生命。”

无论是《蚁呓》，还是之
后创作的《蜗牛慢吞吞》，一
大特点是书中有大量的留
白。这也是朱赢椿的书引起
巨大争议的原因之一。比如
《蜗牛慢吞吞》的最初10页

几乎都是空白，“因为蜗牛慢
吞吞，花了 10 页纸才爬出
来。”朱赢椿解释说，“之所以
大量留白，也是想让读者看
了之后，能在空白处写字或
画画，表达自己的感受。”

事实上，朱赢椿在各地
签售的时候，确实有多个家
长拿着被孩子“涂得一塌糊
涂”的《蜗牛慢吞吞》来签
名。“有个妈妈说，我女儿把
您的书画得非常脏，很抱
歉。我说孩子画了什么呀？
她说女儿看到大甲虫摔死
后，很难过，她要带着小仙
子，拿着魔棒从天而降，要把
大甲虫救活……这书被孩
子画得越脏，价值就越高，
因为孩子的内心情感被激
发出来了。”

《蚁呓》《蜗牛慢吞吞》…… 书中的大量留白“别有用心”

用心去“阅读”大自然 那里有灵感有素材还能疗伤

身处“虫的乐园”他说“会心处不必在远” 人物名片

朱赢椿：
虫子给我创作灵感和素材虫子给我创作灵感和素材

有人说朱赢椿是设计界的“鬼才”，他那么多天马行空的创意
和灵感来自哪里？在讲座上，朱赢椿坦承：“我不太喜欢‘鬼才’这
个词。我的设计中可能有些出其不意的内容，这是大自然给我的
灵性，而不是鬼给我的。”他向大家一一揭秘了《蚁呓》《蜗牛慢吞
吞》《设计诗》《虫子书》《虫子旁》《便形鸟》等图书的诞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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