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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考生在
江南大学考点排队进入
考场。2025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于2024
年 12 月 21 日至 22 日举
行，此次全市共有13026
人报考。 （还月亮 摄）

20世纪40年代生于江阴祝塘，中国散文家协
会会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明朝的水缸》、笔记小
说集《梧塍记》、散文集《瓦瓮里的菜园》，以及文史
随笔《暨阳轶事》《荚园读抄》《祝塘九百岁》，主编有
《祝塘镇志》《景阳志》《建南志》等。家有藏书3万
余册，2014年获评首届全国“书香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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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读书，一边撰记，李中林在花甲之年后，沉浸到了自我与文学的
相互观照中。他的史志书写注入了文学思辨的调性，在读书笔记里“踱”
出散文的淋漓洒脱。

李中林：荚园自在读书 志记逸兴无穷

李中林的藏书室名曰“荚
园”，意境取自陶渊明“种豆南山
下，草盛豆苗稀”的诗句。“我的藏
书有3万余册，以套书、全集为主，
其中收藏最丰富的、可能在无锡
地区难有匹敌的，是中国古代的
笔记小说，种类达到2500种。”说
起藏书，他声情自豪，“年轻时几
乎每周要来无锡两趟，到南禅寺
书市边看边淘，手头一有钱就买

上一大包带回江阴，慢慢地家里
藏书就越来越多。除了我，子孙
辈似乎都没有藏书的兴趣，我准
备编个书目，自费印刷后送给全
国各大图书馆，希望这些书将来
有好的去处。”

笔记小说读得多了，李中林的
文学创作也带有鲜明的“笔记体”
色彩，对藏书的意义体会也更深。

“藏书是苏南或者说中国一般知识

分子的传统。过去的书少，所以藏
书非常重要，书要借着读。现在的
书铺天盖地，相对古人来说藏书的
意义弱化了，可如果编纂一些史
志、写文章时需有引文，还是要用
到原版书。”他依然信赖“读书百遍
其义自见”，“我现在主要还是读纸
质书，熟悉的文学圈朋友也不乏家
中有大把藏书者，看得多了融会贯
通，所谓厚积薄发。”

李中林十分推崇以黑陶、庞
培为代表的无锡文坛中坚力量，
认为他们在中国当代新散文、现
代主义文学潮流中为无锡争得了

“一席之地”。他还分析说，随着
时代的变化，文学潮流会有“退
潮”，但无锡文学创作者不用着
急，潮水本身就是一浪起、一浪
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
数百年’，地方政府的支持、作家

群体的努力，还会让无锡文学再
起高潮。我个人正在写‘读书笔
记’式新作品，已有近80万字，希
望有朝一日能定稿出版”。

李中林的创作精力还投了许
多到地方志的编纂上。他先是花6
年时间写了约170万字的《祝塘镇
志》，之后又为两个村各写了村志，
字数分别达到40多万字和50多万
字。在此基础上他有所创新，“譬

如《祝塘九百岁》，我用史志与文学
相结合的形式写，江阴又有几个乡
镇跟进模仿。当地方志有了文学
性的加持，感兴趣的读者增多，其
内容自然更容易广泛地传播”。他
还透露，记述江阴祝塘著名慈善人
物事迹的《“炎黄”张纪清传记》已完
稿，准备明年出版，“像这类书，光靠
我个人是不够的，要和同道一起编
写”。 （晚报记者 何白）

“我的文学之路贵在坚持”

李中林在文学圈的“初啼”在
1975年3月，当时《解放日报》发
表了他投稿的诗歌《罱泥新曲》。
当时，非科班出身的文学爱好者
能够有作品见诸报刊，不啻现今
的中了彩票。“蛰居小镇，无人开
导指点，退稿信跑瘸了邮递员的
腿、堆满了床肚下的纸箱。发表
作品之难，像是一只狐狸想修成
人形，不知吞吐了多少日月精
华。”多年后他如此形容那段漫长

的积累和等待。
以《罱泥新曲》发表为时间节

点，往前追溯，李中林辍学、务农、
当兵、退伍，接着入中学任教，忙
于送一届届学子高考，先教语文、
后是历史，都是文科主课老师。
他直到1994年才恢复投稿，陆续
有新作发表。“我的文学写作贵在
坚持，因为喜欢它才会坚持去写，
过程很疲累，但结果很快乐。有
了快乐，这个疲累的事情就会继

续做，从20多岁至今，我一直是
这样。”他感叹说，“一方面，并不
是每个人走文学这条路都会成
功、都能发表作品，过去镇上几十
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最后算把这
条路走通的就两三人，多数因为
各种原因搁下了笔。另一方面，
我在上课时爱讲一些文学故事，
学生听课就不枯燥，几十年后再
遇，他们还能记得那些故事，我感
到欣慰。”

“我的藏书影响我的风格”

“我的计划继续出版新作”

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开考招生考试开考

小动物为何接连
跑进这家咖啡店？

本报讯 近日有读者反映，在
新吴区新安街道的一家咖啡店里，
时常有小动物出没，店主还在店外
给它们放置了宠物窝和食物，十分
有爱。记者实地进行了探访。

来到这家咖啡店，一下子就会
被门口的宠物窝吸引。双层的宠
物窝毛绒绒的，是一杯咖啡的形
状。门口有放了狗粮的宠物碗，一
只圆滚滚的柯基犬吃完后还冲着
镜头舔舔舌头。店主梁淋怡介绍，
咖啡店周围有公园和湖泊，草木郁
郁葱葱，所以除了猫、狗等常见动
物，店里不时还会有刺猬、松鼠等
动物跑来。“我就给它们在门口设
了个窝，白天和晚上都会放些水和
口粮。”从小就养宠物的梁淋怡是
个“95后”，对小动物有着自然而然
的亲近感。毕业后她在家里的支
持下开了一家宠物友好型咖啡馆，

“我觉得小动物到我的店里是一种
缘分，它们都是我的客人。”

有些流浪动物来店里多次后，
梁淋怡会按照特征给它们起名字，
比如黑白色的就叫“小奶牛”，有豹
纹的就叫“小豹子”等。“有一次，客
人说一只猫突然闯进了店里，我赶
紧过去看，发现是一只生病的品种
猫。”有着多年养宠经验的梁淋怡
有时也会被“半夜入侵”的小动物
惊扰，但她总是十分有耐心地将它
们一一安抚，送到宠物医院治疗后
再想办法找领养家庭。可以说她
的店也是一个流浪动物的“爱心中
转站”。“来这里还能撸猫酷狗，很
解压。下次带我家宠物一起来。”

“老板人美心善，我家走丢的宠物
柴犬就是在她家找到的！”……细
心搜索这家店的网络评价会发现，
许多客人都送上了点赞。

普通市民在冬日里遇到流浪
动物该如何处理呢？记者就此请
教了无锡动物保护专家谢决明。

“野外生活的小动物即使个体很
小，样子可爱，但也可能具有攻击
性。如果不慎被咬后一定要及时
打疫苗。”谢决明表示，跟流浪动物
打交道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自身的
安全。流浪动物和野生动物一样，
存在性格不稳定等危险因素，如果
没有经验贸然接触是有很大风险
的。

（毛岑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