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杨敏

“自觉寸心犹未老，愿将余热献神州。 ”这是 76 岁吴
锡朋老人的一句“座右铭”。 不过，在深入了解了这位深
居简出的老人之后，记者更愿意套用一句网红“评语”来
概括他的人生经历———“高手在民间！ ”

从“三心二意”的放牛娃，到不惧蛇伤的“巡山者”，
再到自学成才的“独门画家”。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十分离
奇的人生经历，其实都是源于吴老对菌菇的一份热爱。

近日，在造访吴老位于市区灯塔小区的家时，一边
翻看他花毕生心血编写的几大本菌菇资料，一边听吴老
讲述自己与菌菇的不解之缘，记者在吃惊于资料上那些
手绘插画是如此精美之余，也不禁惊叹眼前这位老人的
传奇一生。

“菌痴”已收集了两千多种野生菌的资料

吴锡朋老人是“菇乡”庆元县人，1992 年因为工作调
动，来到了丽水。

刚走进吴老的家，记者一眼就看见客厅里那张并不
算大的餐桌上堆着的各种菌菇资料。 老人笑着说，他在
家里基本是不碰家务活的，除了卧室外，他的活动区域
基本上集中在这张餐桌周围，桌子上堆积如山的资料是
他花了 35 年收集、整理而来的“宝贝”。

吴老说，从 1984 年他整理《丽水区域内的菌根菌》
第一部资料到如今， 被他整理成册的丽水野生菌就有
1522 种之多，其中共分 5 纲、14 目、52 科、131 属。 如果
加上近几年来他在野外拍摄到的一些新品种，但还没来
得及整理出详细资料的，他收集到的野生菌品种就肯定
要突破 2000 种了。

记者看到，每页野生菌资料都密密麻麻地写着大段
大段的文字介绍， 详细描述了各个野生菌的外形特点、
味道以及生长环境等信息。 而更令记者感到惊讶的是，
在文字资料的旁边， 吴老居然都配上了精美的手绘插
画，可谓“有图有真相”。记者连着翻了数十页，每一个插
画都画得十分用心，没有一个是草草了事，足见吴老是
何等的用心，何等的热爱菌菇。

“菌痴”，对于记者脱口而出的这个“雅号”，吴老笑
了笑，算是认可了。除了自豪地展示那些菌菇资料外，吴
老也讲述了它们背后的一些故事。

1985 年，他前往深山“寻宝”时，意外发现了一个膏
科新品种。结果，当他迫不及待地伸手去采集时，意外突
然发生了———一条伏在野生菌旁边的竹叶青蛇狠狠地
在他的虎口处咬了一口！

硬撑到山下求助肯定是来不及了。 吴锡朋冷静下来
后，立即点燃了一根香烟，然后咬着牙，将烟头对准了伤
口。 直感觉一阵钻心的疼痛，伤口周围很快出现了一圈
水泡……

“这个办法我是从一部电影里学来的，也不知道到
底有没有用，但那回反正是躲过一劫了。 ”被蛇咬伤的恐
惧很快就被发现新品种的喜悦冲淡了，下山后，吴锡朋
也没有再处理过伤口，好在没有事……

“三心二意”的放牛娃最爱画“马屁孢”

由于历史原因，9 岁那年，吴锡朋不得不辍学回家，
靠给生产队放牛贴补家用。

陡峭的山谷、宽阔的河谷，对于一个幼小的“放牛
娃”来说，很快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山水间的风情是
天然的取景地，吴锡朋从县百货公司找来了衬衣里的内
衬纸，然后自己动手做了几支画笔，开始自学画画。

“呵呵，你感觉我这些手绘插画画得还行吧？ 这都跟

我儿时放牛的那段经历有关， 画画的基础就是那会打下
的。 ”吴老回忆说，在他放牛的五年半时间里，除了山水外，
他最爱画的就是庆元当地人叫做“马屁孢”的一种野生菌。

“那时候，一到秋天，草地上随处可见这种白色球状菌。
每次画完它后，我都会用脚踩它一下，然后它就会‘嘭’的一
声炸开，释放出里面的孢子，挺好玩的。 ”回忆起儿时的快
乐时光，吴老笑得很开心。

因为太专注于画画和踩“马屁孢”，小锡朋在大人眼中
成了个“三心二意”的放牛娃。 有一回，牛儿溜达到人家的
菜地，啃了好些白菜，可小锡朋一直没有察觉。 以至于后来
人家找上门要他赔钱，他母亲不得不靠给人烧开水，这才替
他把钱给还上了。

也许正是有了“马屁孢”在儿时的陪伴，吴锡朋和菌菇
结下了不解之缘。

结束了放牛生涯之后， 吴锡朋来到位于庆元大济村的
丽水首个草菇菌种试验场，从事助手工作。 1958 年那会，试
验场里出产的草菇，一斤就能卖到 120 元，这让吴锡朋开了
眼界的同时，也让他对菌菇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原
来菌菇的价值居然会那么高！ 咱们丽水还有没有其他品种
的菌菇有如此价值呢？ 我有没有可能把丽水所有的野生菌
都找到呢？ ”

虽然试验场经历了几起几落后，最终风光不再，不得不
关停，但却没有打消吴锡朋寻找野生菌的兴趣。在随后的十
多年时间里，他基本上是在山上生活的，一边替人挑肥料、
柴火维持生计， 一边跋山涉水寻找生长于丽水大地上的各
种野生菌。

对于这种艰苦的生活，吴锡朋却是乐在其中。每每找到
一个新品种， 他都会趴在地上， 仔细地画上半天。 时间一
长，他便慢慢熟悉了画菌菇的很多技巧，逐渐成了一个专门
画菌菇的“独门画家”。

能给后人留下一份“菌菇百科”便不枉此生

如今， 已经 76 岁高龄的吴老还接连被浙江工业大学、
丽水学院、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返聘”为荣誉导师，
他不仅把自己数十年的菌菇研究成果无私地传授给年轻
人，还经常带领他们深入深山老林，去了解不同菌菇的生长
环境、记录它们的生长规律。

吴老说，眼下，他花费毕生心血整理出来的菌菇资料已
经完成了书稿阶段的创作，接下来，他还将分门别类地对手
头的资料进行完善，并增加相应的实物照片，为最后的出版
做准备。

丽水菌菇专家认为， 吴老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丽
水菌菇调查这一“大工程”，他所整理的资料将有助于填补
丽水在这一方面的空白，也将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百科式”
档案材料。

对于赞誉，吴老十分谦虚。他说，能给后人留下一份“菌
菇百科”，他也就不枉此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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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1985 年，他前往深山“寻宝”时，意外发现了一个膏
科新品种。 结果，当他迫不及待地伸手去采集时，意外突
然发生了———一条伏在野生菌旁边的竹叶青蛇狠狠地
在他的虎口处咬了一口！

高手在民间，被菌菇事业“耽误”了的画家———

丽水“菌痴”吴锡朋：
用一辈子手绘一本菌菇“百科全书”

记记者者 陈陈炜炜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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