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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时节，商洛学院校园里鲜花盛开。记者顶着淅淅
沥沥的小雨，爬上很长一段斜坡，来到该校的青年公寓，刚
刚午休起来的李小奇出来迎接。李小奇的两间公寓，一间
带厨房，用来会客；一间摆着书架和大书桌，用来工作。

“我的生活很规律，中午休息后泡壶茶，喝好了就开始
工作。”她坐在条桌边，拿出青花瓷的茶具，边沏茶边说。

李小奇是 70 后，孩子已经读研究生三年级了，但她戴
着框架眼镜，不施粉黛，满身的书卷气，看起来仍很年轻。
二人对饮，李小奇说：“我给学生教古代文学，经常跟他们
说生活可以是有诗意的。饮茶、读书，都可以是诗意生活
的一部分。只要有想象力，能把自己代入到古人的生活情
境当中，课就很好学了。”她把早上在小亭子边的树下捡到
的两支花摆到了条桌上，花依然带着雨水，色泽鲜艳，隐隐
透出一丝清香。

“看到窗外的山石了吗？我经常坐在这里，看着松鼠
或是麻雀在上面跳来跳去，生活真是太美好了。”她望向窗
外，一脸恬静地说。

读书改变命运

李小奇，河南省南阳市人，2016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古
代文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商洛学院人文学院教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主持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宋园林散文研究》，参与并
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1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园林文学
文献整理与研究》并承担子课题 1 项，主持陕西省教育厅
重点项目《中国古典文学对贾平凹创作影响研究》并结项，
发表专业学术论文近 20 篇，2021 年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2 年 9 月出版学术专著《文心见
园：唐宋园林散文研究》，可谓事业顺利，家庭美满。但仔
细了解后，记者才知她这一路走来，即是书写了一部不断
奋斗的励志故事。

1986年初中毕业后，李小奇考到了南阳第二师范学校，
那时她 15 岁。1989 年毕业之后，她到南召留山中学做老
师，教了 15年语文。这期间，她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小家
庭，但她是一个很上进的人，经常陷于苦恼之中。“当时所在
的地方人文环境不好，没有上升的通道和空间，一眼看得到
头。”李小奇回忆说，“我出身寒门，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
去读书。老公非常支持，我就去考研了。”

对于只学了三年英语的李小奇来说，考研的英语教材
如同天书一般。她找来全套的大学英语教材，自己摸索，
快速学习了一遍，并用录音机练听力。“对我来说，这门课
程太难了，只能自己一点儿一点儿去啃。把教材全部学完
之后，就能看懂了，从量变达到了质变。”

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自学过程。在老公的支持下，她
停薪留职，考了两年。当时孩子才三四岁，她一边照顾家
庭和孩子，一边复习，家里的经济压力全部丢给了老公。
第一年英语成绩不够，分数没过线，她就专门买了《新东方
阅读专项突破》回来看。第二年也就是 2005 年，她以专业
第二、方向第一的优异成绩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
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我有天生的古典文学
情结，太喜欢古典文学了，对古典诗词非常感兴趣。教材

上的文章我背得滚瓜烂熟，能将古典文学之美和自己天然
的古典情结联结起来。”回首过去，她仍然无比喜悦。

李小奇一直对自己的丈夫夸赞有加：“我知道，他是这
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在为事业奔波的路上，她从不需
要像其他女性那样，为事业和家庭该怎么选择而苦恼。她
读硕士的时候，就已经在老公的支持下，举家搬迁到了西
安。老公一个人支撑全家，供她和孩子两个人读书，还嘱
咐她好好珍惜读书时光，享受读书生活。

硕士毕业后，在思源学院工作了 5 年，不断追求进取
的李小奇又考取了西北大学的博士，博士论文选题是唐宋
园林散文研究。她看书、看材料，自己整理资料、写论文，
三年间心无旁骛。

2017年 1月，李小奇来到商洛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任
教，在商洛扎下了根。她教授学生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等
课程，深受学生喜爱和尊敬。

做学术是一个要坐冷板凳的事情

读博士期间，李小奇师从大咖级学者李浩。李浩的研
究方向有家族文学研究、地域文学研究、园林文学研究
等。如何确定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对于李小奇来说，
是一个艰难的试错过程。通过仔细甄别和研究，
筛选掉不适合自己的方向，她最终确定了唐
宋园林散文研究这个选题。

“做学术是一个要坐冷板凳的事情。
必须静下心来，踏踏实实阅读文献，不
管外面多么喧嚣，有多少诱惑，跟自
己都没有关系。”读完全唐文 12 册、
全宋文 360 册，花费了李小奇将近
半年的时间。她每天从日出到夜
晚，无时无刻不在图书馆。中午不
休息，随便带点儿馒头、面包填肚
子，困了就在图书馆的椅子上靠一
靠。老公在学校教书，他和孩子都
在各自的学校吃饭。晚上 10 点图
书馆关门之后，李小奇回到自己家
里，继续在书房熬夜。

“没有想到过放弃。痛苦、煎熬是有
的，看不到未来的时候，会对自己有很多否
定。我会自己鼓励自己，老公也给了我很多支
持。累的时候，老公开着车带我逛园子，自然的
环境有让人放松的疗愈作用。”她回忆道，“熬过去，就
云开雾散了。总算有了眉目，博士论文写出来，初见雏形。”

天道酬勤。2016 年，李小奇顺利毕业，毕业论文被评
为校级优秀博士论文。“我的导师有独到的学术眼光，给了
我非常多的引导、支持和帮助。同学们在一起讨论的时
候，也给了我很多启发，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有时同学们
还帮助我查找文献和资料。”李小奇对导师和同学都心怀
感恩。

毕业后，导师督促她继续精耕细作，尽早将研究成果
出版面世。带着这份嘱托，李小奇不敢松懈，一直在读书
思考，修改、打磨论文，三年后即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项目，立项后又修改两年有余，于 2022 年 9 月出版
了《文心见园：唐宋园林散文研究》。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
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
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
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
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

“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
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李小奇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是商洛
学院首次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资金
25万，由李小奇个人主持，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申请，历
时 9 年，不断修改、打磨，最终得以出版。“我们毕业的时
候，要求发 C 刊论文。我投稿出去，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这个时候充满了对自己的怀疑。后来，我不断地给自己加
油、打气，不断地肯定自己，才有了现在的成果。坚持下
来，总会得到理想的结果，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她说。

进入园林文化领域的研究者，有各个学科的学人。对
此，李小奇的导师李浩在给她所撰写的序言里写道：“我和
小奇的专业背景都是古代文学，是从文学史和断代文学的
视角切入，故有我们的优长，也有我们认知的盲点。小奇
的清醒处就在于，她始终将此课题放置在一个文学背景的
学人所能掌控的范围内，而这又是相当部分文学史同行所
忽略的问题。”

在文学背景的学人眼中，园林文学是一项集园林建
造、园林审美、文学趣尚、时代文化等多种因素于一体的文
学样式，尤其在唐宋这一文化转型时期，园林文学也呈现
出鲜明的思想、文化、美学方面的变化特征。研究这一时
期的园林散文，可以从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出发，深入探
讨园林散文在这两个时代的差异，揭示唐代和宋代在文化
转型期的不同承载。园林作为一种趋于自然而又优于普
通住所的建筑，它所满足的并不是简单的生存之需，而是
寄托着园主或公众更多的情趣和追求，皇家园林和私家园
林都是如此。

40 万字的《文心见园：唐宋园林散文研究》，用通俗的
话概括一下就是：以前的人为什么建造这个园林？他们的
生活是什么样的？在其中生活所作的诗文是什么？有什
么现实性的借鉴意义？

唐宋园林散文一部分表现隐逸的主题。唐朝追求娴
雅的生活，宋朝更偏向于世俗生活，有很多被贬谪的人，通
过园林散文来安抚、疗愈自己的抑郁不平；有做官受到羁
绊和排挤的人，抒发对于官场的不满；有科考不顺利、命运
不济的人，带着无奈和失望，释放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追
求；也有一些人为养老做准备，将园林当作自己安享晚年
的精神家园。当然，多数文章是出于对山水林泉的热爱、
对园林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唐宋园林散文有关于琐碎事件的记述，有作者精神
方面的追求，都展现了独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李小奇
说，“有时候能看到很温馨的生活场景，都记述得非常清
楚，真的就是生活。看了这些东西，感受会比较强烈，作者
在体察自然，和自然的变化融合在一起，体现出人与自然
一体的观念。”

李小奇认为，唐宋时期，新建园林成为一种风尚。那
个时候，园林不是只有官宦才能建得起，也有小人物将园
林建在偏远的地方。不论地位高低，都乐于将自己放在大

自然之中，放飞自己的情绪，
展现了当时人们普遍

的精神追求。相

对于唐宋时期的人，现代人的精神层面则显得比较粗糙，
生活节奏快，没有时间去体察花开花落、四季轮回。“苏州、
杭州、北京等地的园林，现在仍有很多游客。这些园林散
文，能引起相当一部分人情感上的共鸣。”她说，“这些个性
化的生命体验，增加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可读性，让我们知
道，学术研究也可以是有情感、有生命的温度的。”

对于这本《文心见园：唐宋园林散文研究》，李小奇不
知道校核了多少遍。“我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谨，每一句引
用都要标明出处，页码都要标注清楚。”她说，“学术研究非
常艰辛，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有更多人看到，得到更多
的认同和理解，也希望能为我们的园林绿化部门提供城市
建设方面的思路，让传统园林的精神文化内涵得以传承。”

学术与教学相辅相成

做科研、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材料不知道如何运
用、处理和整合的时候，李小奇就寻求导师点拨，或与同学
聊天、散步以求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实在不行，就将手头
事务暂时放一放，继续看文献资料，资料看到一定程度，自
然就能找到一些内在的联系和规律。

当然，她也阅读别人的著作和研究成果，看看别人的
思路和方法，包括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学术不易。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要利用电子数据库查
资料，如基本古籍库、四库全书数据库、方志数据库等，还
要阅读大量的纸质资料。不懂的地方，要不断查阅资料来
搞懂，看似很小的问题，比如一个词不理解，可能就要花费
好多天；对于不知道的人物，要查阅史料和同时代人的文
章，大量翻阅各种外围资料，直到弄清楚为止。

学习、阅读、查资料，每天都要进行。“疲惫、劳累等都
是可以克服的。”李小奇说，“我对学生的要求也是这样的，
尽管他们都是大学生，我的要求依然非常严格。”

对于一直做教师的李小奇来说，她要求自己尽可能地
把课上得有质量，教学与学术相辅相成，都很有吸引力。教
学过程中能发现问题，当作学术问题来攻关，找到课题；学
术对教学也有帮助，她可以把最前沿的学术动态推介给学
生，让学生站在时代的高度，具备相关思维和能力。自己讲
过的东西，学生有回应、有看法、有认知，她就非常欣慰；上
课的时候，与学生之间产生共鸣，她就非常开心。“课堂，对
我来说是温习，对学生来说是探索，薪火相传。”她说。

尽管工作了很多年，李小奇一直保持着对工作的积极
和热情。她不仅传授知识，也讲学习的方法。每个孩子的
资质都不一样，她允许他们能接受多少就接受多少，不会
生气。她更关注学生上课时的专注度和参与度，重视学生
积累的知识量、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性。自入职商洛学院
以来，她多次获得优秀毕业论文指导教师、优秀教师、师德
先进个人等荣誉。

对于古代文学，学生普遍觉得有难度，阅读量大。她
就想了很多奖励办法，比如背诵经典篇目时，有学生全篇
背完，她就奖励学生自己买的大白兔奶糖。课余时间，她
还组织诗词诵读比赛，学生的参与度很高，很积极。

“随着现在生活的变化，传统文化中丢失的东西越来
越多。作为教师，我们身上都担负着一种历史使命，就是
让孩子们多学习、了解传统文化，并将其传承下去。我希
望孩子们都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对本民族的文化有
充分的了解。”说完这些话，李小奇微笑着缓缓坐在古琴
边，弹起了“阳关三叠”。

种花养草、弹琴养鱼，这是园林散文中常见之景，也是
李小奇的现实人生。

人 生 ，因 不 断 进 取 而 美 丽
——访商洛学院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主持人李小奇

本报记者 胡 蝶

课堂上的李小奇课堂上的李小奇

李小奇与《中国古代园林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组
成员在苏州留园考察 （资料图片，由李小奇提供。）

3 月 29 日，2023 年
洛南县“爱我洛南践行
动 服务三农促振兴”
集中示范活动在古城
镇举行，50多个参加活
动的单位现场捐赠支
持 帮 扶 项 目 资 金
1151.7 万 元 以 及 价 值
23 万元的物资。（本报
通讯员 赵晓翔 摄）

李小奇与学生在校园里亲切交流李小奇与学生在校园里亲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