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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你写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见到过海怪吗？”

自 从《海 怪 简 史》大 卖 之 后 ，盛
文强常常被问到这些让他哭笑不得
的问题。

读者问这些，有的是单纯好奇，有
的是冷眼质疑，还有的是内心早已预
设了“胡说八道”的答案，只是想找个
借口破口大骂。

这都让盛文强觉得有趣极了，因
为身为一个写作者，很难看到如此多元
又积极的反馈。同时他又很无奈，难道
人们的想象力真的远去了吗？为何总要
企盼一个“看上去正确”的答案？

写书时，盛文强并没有预想到会
出现这样的场景。“把震荡自己平庸生
活的故事记录下来”，是这位年轻的青
岛籍作家的初衷。

梳理史料和民间歌谣，海怪

神话在他笔下复活

1984 年，盛文强出生于红岛——
一 个 风 景 迷 人 半 岛 的 普 通 渔 民 家
庭 。 伴 随 着 波 涛 海 浪 ，小 时 候 的 盛
文强是听着海怪故事长大的。

“码头的背后，是渔村的小屋。那
些屋顶下有我的童年记忆，尤其是在
冬夜的炉火旁，古老的海怪故事被反
复讲述。”盛文强回忆说。

月圆的夜里，海面上会出现一群
结队游过的生物，人面兽身，相貌丑
陋，喜欢闻缆绳上的桐油味，船靠岸系
缆之时，常会循着气味急急赶来，闻着
闻着便把船掀翻。好在心地善良，从
来不伤人。这是“海和尚”，中国民间
最有名的海怪之一。

海和尚入梦，令年幼的盛文强常
常无法安眠，一夜辗转反侧。多年后，
盛文强才从一 位 老 船 夫 那 儿 听 到 了

对 付 海 和 尚 的 办 法 ：海 和 尚 最 怕
羞 ，只 要 你 不住地大喊“光头、光头”，
它就以为你看到了它的脸，就会羞愧地
离开了。

方法如此简单，让无数个曾经担
惊受怕的夜晚顿时有点“杞人忧天”
了。彼时的盛文强自然已经不再相信

“海和尚”的存在，但是，他把这个记忆
深刻的故事以文学的方式写了下来，
放在《海怪简史》的第一篇。同时还有
数十个让一个渔村少年内心世界变得
广阔的海怪故事。

盛文强饶有兴趣地对海怪这种神
奇的物种进行梳理和分类，上至人类
的鸿蒙蛮荒，近 至 自 己 成 长 的 童 年
时 代 。 它 们 或 在 明 月 下 踏 波 放 歌 ，
或 潜 身 于 万 顷 涛 田 窥 伺 人 类 ，又 或
借着沉沉海雾登陆造访村庄渔户。

用现代眼光来看，海怪属于“神秘
博物学”的范畴。记录中，《山海经》中
鱼头人身、蟹长千里，《西游记》里龙宫
水府、虾兵皂隶。可是，真要搜集起
来，中国古代文字中从来没有关于海
怪的完整记录，更无谱系，只有些零星
的资 料 散 落 在 古 籍 、野 史 、方 志 、传
说之中。于是，盛文 强 一 点 点 梳 理
史 料 和 民 间 歌 谣 ，添 以 丰 富 的 内 容
框架，修补残损的海怪传说，用自己
的想象力去试着拨动国人早已消失的

想象力。

写作是一种表达，也是在搜

集缺失的海洋文化

其实之前，盛文强已经出版过几
部以海洋为题材的作品：《半岛手记》、

《黑鱼精的夜晚》和《渔 具 列 传》。 前
两 本 是 散 文 集 ，后 一 本 是 小 说 。 很
多人流连于他作品中怪诞魔幻的语
言 色 彩 、神 秘 幽 妙 的 故 事 野 谈 、沧
海 桑 田 的 历 史 视 角 ，但 往 往 会 忽 略
暗含其中的海洋文化和海洋保护意

识 的 传 递 ，这 对 解 读 盛 文 强 来 说 ，
是片面不完整的。

对于盛文强来说，写作既是一种
表达，也是一种文化的搜集和整理。

《渔具列传》堪称一部来自民间
的 微 型 渔 具 史 ，分 门 别 类 ，有 着 完
整 体 系 ，分 为 舟 楫 、网 罟 、钓 钩 、绳
索 、笼 壶 和 耙 刺 6 个 部 分 。 这 都 是
盛 文 强 搜 遍 了 古 籍 、野 史 、志 怪 、地
方志甚至校注等关于渔具的各种素
材后整理的。

而即将出版的新书《海盗奇谭》，
盛文强记录了数十位在中国历史上出
现过的勇猛海盗。 其 中 ，有 一 个 海
盗 是 作 家 博 尔 赫 斯 也 写 过 的 人 物 ，
名 叫“ 郑 寡 妇 ”，清 朝 嘉 庆 道 光 年 间
人 ，曾 统 领 过 10 万 人 跟 清 朝 廷 作
战。盛文强曾在香港海事博物馆看
到 了 一 幅 描 绘 双 方 战 况 的 18 米 长
卷 ，也 曾 在 大 英 博 物 馆 看 到 过 清 代
对“郑寡妇”的通缉令。

盛文强说，中国对于海洋文化的
记录太缺失了。写作《海 盗 奇 谭》过
程 中 ，盛 文 强 查 阅 的 大 量 资 料 都 是
英文的。中国关于海盗的记录也十分
片面，因为官方历史上的描述大多站
在“正义”一方，弘扬剿匪将军如何勇
猛，而“反派”的海盗则只有只言片语
的存在。

盛文强找到一本伦敦金鸡出版社
出版的书籍《格拉斯普尔先生及中国
海盗》，里面揭秘了大量独一无二的、
海盗生活的细节。格拉 斯 普 尔 是 一
位 英 国 的 富 商 ，清 朝 时 期 ，曾 被 海
盗 团 体“ 红 旗 帮 ”绑 架 。 后 来 ，这 位
英 国 富 商 以 7654 西 班 牙 银 元 赎 身
后 回 到 伦 敦 ，写 了 一 本 精 彩 的 回 忆
录 。 在 他 的 回 忆 录 里 ，生 动 记 录 了
当时中国海盗们强大的武器装备和
威震四方的海洋实力。

“大小船只 500~600 艘，部众 3万~
4 万人之多。他们以香港大屿山为主
要活动基地，在香港岛有营盘，还有造
船工厂。其活动范围由珠江口直达琼

州海峡。”
书里，还 栩 栩 如 生 地 描 述 了 海

盗 的 生 活 。比如双方交战时，仍然有
海盗聚集在甲板上打牌，一个海盗被
飞来的子弹打死了，之后另一名海盗
补位上来接着打，尸体就拉到旁边。

盛文强说，这些都为后人解读当
时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细节。“我们今
天强调要建设海洋强国，其实，在很早
的时候，我国就已经是海洋强国，并实
现国际化了。”

“很多事情现在不做，就再

也来不及了”

除了 作 家 之 外 ，盛 文 强 还 有 另
外 一 个 身 份 —— 海 洋 文化研究者。
近年来，他奔走于渤海、黄海、东海及南
海，致力于渔夫口述史和海洋民间故事
的采集整理。这既是他寻找写作素材
的方式，也是其赋予自身的一项使命。

在盛文强看来，很多事情如果不
做，就再也来不及了。

每年夏秋之交，盛文强便整理行
囊出门了，沿着辽东半岛一直走向广
东沿海。

在舟山群岛，盛文强见到了一位
80 多岁的老渔民刘有九。刘有九有一
项特殊的技能——打绳扣，形状各式各
样，五角形、中国结，刘有九会几百种，每
一种都跟渔业生产有关。这些都是刘有
九从上一辈手里学过来的。古老的绳结
技术，在一代又一代的使用中充当谋生
的工具，又传承下去。

而 现 在 ，船 已 经 用 机 械 动 力 推
进 ，那 些系橹的绳结、系帆的绳结全
都没了用武之地，也再也找不到像刘
有九这样会打这么多种绳结的人了。

在福建沿海，盛文强采访到了中
国版的“老人与海”的故事。老人 18
岁当船长，曾驾驶一条十几米长的捕
鱼船，勇猛地捕到了一条大鱼，那个时

候可还是手摇橹、架风帆的时代。最
让人惊讶的一点是，这位“船老大”一
辈子都晕船，一上船就吐得天昏地暗，
可是为了生计，只能硬逼着自己坚持
做下去，而且这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夏 秋 之 交 的 海 边 ，海 风 微 凉 。
渔 村 安 静 祥 和 ，干 净 得 不 沾 染 一 丝
尘 土 。 在 窗 明 几 净 的 村 民 活 动 中
心 ，盛 文 强 静 静 地 听 老 渔 民 讲 故
事 。 他 们 不 愿 开 口 ，他 就 泡 在 那
里 慢 慢 地 等 。 等 到 渔 民 们 功 夫 茶
喝 得 差 不 多 了 ，下 棋 的兴致淡下来
了，故事也差不多开始了。先是一个
人半吐半露地讲，讲着讲着，旁边的人

也兴奋起来，互相说 别 人 讲 得 不 对 ，
“还是我给你讲”。

那场面，像极了童年时冬天的炉
火旁，不能出海的父亲烤着鱿鱼丝，给
盛文强讲故事的情景。

几年下来，盛文强采访了上百位
渔民，攒下了几十万字的资料，直观感
受到了传统渔业的衰落和海洋环境的
变迁。他说，等到合适的时机，他想出
一本《渔民口述史》。

“我希望让读者走近海洋、了解
海 洋 、热爱海洋。”盛文强说。海洋是
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富矿，如
果可以，盛文强想一直写下去。

置身万顷涛田 月下踏波放歌
——记海洋题材作家盛文强

在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的颁奖仪
式上，王琳身着一件黑色连衣裙搭配一条紫色
披肩，长发轻挽，优雅而干练，自信而从容。

80 后的她，已是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
院再生医学研 究 中 心 主 任 。 报 效 祖 国 ，她 舍
弃优越的国外生活回到国内；研 究 医 学 ，她 带
领 团 队 攻 克 修 复 脑 卒 中 等 神 经 损 伤 的 难 关 ；
探 索 未 知 ，她 开 创 性 地 将 缫 丝 废 弃 物 丝 胶 用
于受损神经、心肌、骨骼肌等多种创伤的修复
治疗。

王琳的人生轨迹，就像她自己所说的，一直
在“追求卓越”。

丝胶：
“沉睡宝藏”搭起神经之桥

元 代 王 冕《蚕 作 茧》云 ：“ 老 蚕 欲 作 茧 ，吐
丝 净 娟 娟 。 周 密 已 变 化 ，去 取 随 人 便 。有为
机中练，有为琴上弦。弦以和音律，练以事寒
喧。其功不为小，其用己为偏？作诗寄蚕姑，辛
苦匪徒然。”

在中国，养蚕业是历史悠久的古老行业，
而 现 代 科 技 使 蚕 丝 在 很 多 领 域 得 以 应 用 。
但 是 ，几 千 年 不 变 的 是 ，人 们 一 直 在 用 加 热
法处理蚕茧，以去除粘连蚕丝的丝胶。蚕茧中
的丝素最终被制成了丝绸，而丝胶却成了无人
关心的废料。

“我的一位研究生之前曾经在农科院蚕业
研 究 所 工 作 。 她 告 诉 我 ，丝 胶 的 医 学 应 用 是
一个几乎无人涉足的冷门领域。”王琳说，“我
想，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蚕丝的另一主
要 组 分 丝 素 已 经 被 开 发 出 多 种 用 途 ，而 数 千
年 来 一 直 被 弃 置 的 丝 胶 ，也 很 有 可 能 是 一 座

‘沉睡的宝藏’。”
带着这样的想法，王琳和她的团队开始了

对丝胶的研究。通过严谨的实验，他们首先纠
正了前人认为丝胶具有强免疫原性的错误观
点。而后，王琳开始深入研究丝胶的生物学特
性。她发现，丝 胶 的 多 种 生 物 学 特 性 实 际 上
是 非 常 适 用 于 组 织 修 复 的 ，它 完 全 有 可 能 作
为一种性能优越的医用生物材料用于人体组
织的修复与再生。

王琳所带领的团体终于 从 丝 胶 中 发 现 了
一种“变废为宝”的可能性，那就是用丝胶制成
多种性能优越的组织工程产品，用于修复人体

受损的神经、肌类器官和其他多种软组织，“修
补”遭受疾病和创伤之后残缺的生命。

创新：
变废为宝实现中国制造

多种创伤和疾病都有可能导致外周神经
损 伤 ，造 成 严 重 的 残 疾 。 为 了 尽 快 修 复 神 经
来 恢 复 肢 体 功 能 ，目 前 临 床 上 外 科 医 生 通 常
会 考 虑 外 周 神 经移植。但这种“拆东墙补西
墙”的治疗方法，必然会在患者身上造成多处损
伤并带来伤痛。

如 果 采 用 丝 胶 生 物 材 料 制 成 新 型“ 神 经
导管”，这个难题就有可能迎刃而解。王琳提
出 了 再 生 医 学 解 决 方 案 ：它 就 好 比 在 两 个 断
点 之 间 修 建 一 条 具 有 纳 米 拓 扑 结 构 的 微 型

“ 隧 道 ”，让 神 经 在 腔 内 重 新 生 长 对 接 。 当 修
复完成时，神经导管本身也可完全降解，降解
产物被人体吸收，因此无需二次手术取出；同
时神经也可达到结构和功能的恢复。这种全
新 的 外 周 神 经 修 复 策 略 ，能 为 患 者 显 著 减 少
多次手术带来的痛苦。

王 琳 留 意 到 ，脑 卒 中（中 风）是 我 国 老 龄
人 口 的 高 发 疾 病 ，目前对于脑卒中的临床救治
非常困难，治疗方法也非常有限，而丝胶神经生
物支架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治疗的新途径。王琳
和她的团队在小鼠模型上模拟脑卒中造成的脑
损伤，随后，脑病灶处就会被植入丝胶神经支
架，用于挽救濒临死亡的脑神经元，从而减少
功能的损失。

实验结果表明，以这种方式来修复脑卒中
损伤是可行的。生物支架能为神经元提供良好

的生长微环境，随着神经支架逐渐降解，神经元
得到了用于代谢的“养分”而不致死亡。而丝胶
作为生物材料本身又可以阻止炎症的发生，抑
制细胞凋亡，同时还能促进缺血部位微血管的
形成。这些机理的合力，能使受损的脑组织得
到修复。在完成严谨的临床实验并验证其有效
之后，这项技术将有望得到医学临床转化，应用
于脑卒中的治疗。

王琳带领的团队是目前国内唯一在医学领
域对丝胶进行系统研究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
研团队，通过一系列丝胶基础应用的原创研究，
使其可以适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
战创伤等严重创伤的修复治疗，多篇研究论文
被选为核心期刊封面文章。

目前，王琳及她的团队已经申请并获得多
项专利，包括国际、国家发明专利十余项，应用
前景良好，也使得我国在丝胶组织工程产品研
发领域走在了国际前沿。

与她工作相关的技术转化也有可能全面改
变我国传统剿丝行业的现状，变废为宝，实现蚕
丝行业的升级和转型。

王琳说，她憧憬的未来目标是：高端的中国
制造。“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可以输出具有高
科技附加值的丝胶组织工程产品，通过我们的
工作为改善人类健康开辟新途径，造福病患。”

成长：
学有所成就要报效祖国

王琳认为，她能够在医学科研领域一直坚
持走到现在并小有所成，与自己的成长经历密
不可分。

“我出生于一个医学家庭，父母曾在德国学
习工作，我的童年也在莱茵河畔美丽的小城洪
堡度过。多年前，当父母们意识到祖国对优秀
医学人才有巨大需求时，毅然放弃了舒适的生
活，举家归国。”

王琳说，在故乡湖北所受的教育，为她打
下了很 好 的 基 础 ，再 加 上 父 母 的 影 响 ，最 终
让 她 选 择 了 投 身医学 科 研 事 业 。 留 学 美 国
之 后 ，国 家 的“ 青 年 千 人 计 划 ”让 她 深 深 感
受 到 了 国 家 对 青 年 科 研 人 员 的 重 视 ，便 决
定 沿 着 父 辈 的 足 迹 回 到 国 内 。“ 科 研 本 身
就 是 一 条 非 常 艰 苦 的 路 ，既 然 选 择 ，就 要 坚
持 走 下 去 并 有 所 作 为 。 未 来 的 路 还 很 长 ，希
望 通 过 自 己 的 努 力 ，报 效 国 家 并 且 实 现 自 己
的人生价值。”

研究运用丝胶来治疗多种创伤，寄托了王
琳的报国情怀。在美国学习的那些年里，她亲
眼见到美国 医 院 良 好 的 医 疗 保 险 体 系 和 康
复 训 练 服 务 。 但 在 中 国 ，特 别 是 农 村 地
区 ，病 人 不 能 得 到 良 好 的 救 治 和 康 复 训
练 ，且 由 于 这 些 医 疗 服 务 费 用 高 昂 ，人 们
很 容 易 因 病 致 贫 。 王 琳 希 望 ，通 过 自 己 的
研 究 工 作 ，能 开 发 出 更 多 经 济 而 有 效 的 再
生 医 学 治 疗 方 法 ，使 患 者 早 日 康 复 。

王琳也同样期待中国社会能开发另一座
“沉睡的宝藏”。她说：“女孩有很多优秀的潜
质，但是在我 国 某 些 偏 远 地 区 ，社 会 并 没 有 给
女孩足够的鼓励、期望和支持，女孩们承受的
社 会 压 力 很 大 ，而 她 们 原 本 有 可 能 拥 有 更
为 丰 富 的 经 历 ，成 长 为 更 优 秀 的 人 才 。 每
个 女 孩 都 是 未 来 的 母 亲 ，因 此 ，尊 重 母 亲 、
尊 重 女 性 的 民 族 才 会 有 更 多 的 希 望 ，期 待
将来能有更多的女科学家。”

细细丝胶修补断裂的生命
——记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奖者王琳

人物简介：盛文强

出版《半岛手记》《海怪简史》《渔具列传》3 本书之后，青
岛籍作家盛文强被贴上了海洋题材作家的标签。3 本聚焦
海海洋但又迥然各异的文学著作，让他在大多数以乡土和内
陆陆为题材进行写作的作家圈里特征凸显。他创造了一个奇
妙瑰妙瑰丽的海洋世界，既真实又虚幻，既历史又演绎。尤其是

《海怪简史》，书中奇幻的神话想象、引人
入入胜的故事描写、超出字面意义的寓指色
彩彩，，吸引了读者的兴趣，也让盛文强进入了
更更多人的视野。

◆本报记者王琳琳

◆本报记者文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