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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出版浙大校园大型真菌图谱
摄影、绘画都是他的加分技能

林文飞饶有兴趣地展示着手中的《图谱》，这是

他多年心血的结晶。

“我从2011年开始记录浙大校园内的蘑菇。”林

文飞说，“书里绝大多数的菌菇分布在紫金港校区，

少数分布在玉泉校区和之江校区。”

由于蘑菇的生长环境喜阴、潮湿和闷热，每年

5-10月份，校园里总会频繁出现林文飞寻找蘑菇的

身影。每次发现新种蘑菇，他会拍下照片，采集标本

回实验室，对其进行详细的图文记录。

9 年时间里，林文飞已记录下浙大校园内的不

同菌菇共200余种，《图谱》里收录了192种，校园的

树林和草丛，都是菌菇们的“根据地”。

在这 200 多种菌菇中，蚁巢伞属、牛肝菌属、乳

菇属、小菇属等的菌菇是常被发现的品种，除此之

外，还有20余种野生毒蘑菇。

林文飞说，这么多年的校园“觅菇”生涯中，他觅

得最珍稀的菌菇之一，是一种叫做“雅典娜小菇”的

蘑菇。“雅典娜小菇”的名字好听又好记，是他 2018

年8月于浙大校友林发现的，在此之前，世界上还未

曾有对此种菌菇品种的记录。

尽管采集菌菇的工作进行了八九年，但林文飞

出书的念头却始于 2016 年。“那年，著名的菌物学

家、吉林农业大学图力古尔教授来到我的实验室，得

知我积累了大量菌菇标本，就建议我把它们整理成

图谱出版。”林文飞说。

当时国内还不曾出版类似的校园菌菇图谱，他

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便欣然接受。经过近三年筹备，

《浙江大学校园大型真菌图谱》于去年底正式出版。

《图谱》里近两百张菌菇照片几乎都出自林文飞

之手，摄影是他的爱好，通过镜头，他定格下了许多

菌菇在被发现之初的模样。

如果翻看到书本的最后，你会发现那里“隐藏”

了林文飞的另一项绝活：绘画。大大小小、五颜六色

的蘑菇手绘图，都是林文飞的作品，有的用彩笔细细

勾勒，有的用黑笔或铅笔直接画就，栩栩如生。

他说，摄影和绘画都是他记录菌菇的方式，既可

用作研究，也可便于日后回忆，“挺有纪念意义”。

拥有一座菌菇博物馆
还收藏了一株“百岁灵芝”

走进林文飞的实验室，仿佛置身一个菌菇世界：

展示架、置物架、窗台，到处都是菌菇的身影。

“这是这儿的‘菌皇’，”林文飞指着角落里一株

硕大的菌菇说，“它的学名叫红缘层孔菌，就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灵芝，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了。”2016

年9月，林文飞在香格里拉野外考察时，在当地居民

的帮助下发现了这株巨型灵芝，费了不小的工夫将

它带回了杭州。

说着，他走进实验室的里间，那里更是别有洞

天：9000 多份菌菇标本被酒精包裹，安静地保存在

圆柱形玻璃器皿中——它们都是林文飞的“宝贝”。

2010 年，林文飞来到浙大生物实验中心，这些

标本随他一同进入求是园。最初共有1200多种，随

着他的不断寻觅、采集，现在菌菇标本的种数已增至

1800多种。

这些标本组成了一座菌物博物馆，是全国高校

中保存（大型野生菌标本）较多的标本馆，每年前来

参观交流的师生络绎不绝；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的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食药用菌研究所，结合了“食

用”和“药用”两个研究方向。

他说自己对菌菇有着深厚的情感。“我对蘑菇的

情感源于我的家乡浙江省庆元县，那里是香菇的发

源地。”林文飞从小就和蘑菇打交道，童年的经历让

他选择菌菇研究作为一生的事业。

如今，不仅是工作，在他的生活中，菌菇也是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林文飞爱用的微信动画表情发的朋友

圈，几乎每条都与菌菇有关：种蘑菇、采蘑菇、吃蘑菇，

泡菌菇茶、酿菌菇酒⋯⋯菌菇装点和丰富着他的生活。

他还喜欢科普菌菇知识，“食药用菌中有大量对

人体有用的活性物质。比如多糖，它具有生物修饰

功能，能修复受损的细胞。”林文飞说，任何疾病都表

现为细胞的损伤，而多糖能够和蛋白质结合成为糖

蛋白，在细胞表面形成膜蛋白，能修复细胞创口。

开设课程科普多彩菌菇世界
认蘑菇、种蘑菇、吃蘑菇，一个不落

林文飞热爱菌菇，也希望人们能更多地了解菌

菇。他为科普与菌菇相关的知识，做了许多努力和

尝试，其中之一便是开设了《多彩的菌菇世界》课程。

2016年，林文飞与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副教授李卫旗合作开设了一门通识课程《神奇的菌

菇世界》。

”当时浙大没有与菌菇相关的课程，同学们对大

型真菌也缺乏了解，于是我就和李卫旗老师商量开设

了这门课。”林文飞说。这门课程虽然排在周末，却少

有学生请假，甚至有不少申请旁听的学生找上门来。

因时间问题，这门课在 2018 年停了一个学期。

但2019年，林文飞与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朱旭芬和霍

颖异又合作重新开设了这门通识课程，并将课程名

称改为《多彩的菌菇世界》。

林文飞对课程内容进行了有趣的构思和设置。

整个课程由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组成，在最开始的理

论课中，林文飞会介绍菌菇以及菌菇文化，给学生建

立起菌菇世界的概念。

课程的重头戏在实践：参观标本馆、向同学们介

绍几千种大型真菌；参观菌菇大棚，让同学们通过显

微观察，了解菌菇孢子的形状和颜色；到实验基地体

验菌棒的制作和接种；在农家乐烹饪美味的菌菇宴；

在实验室提取多糖；教同学们做灵芝盆景⋯⋯

他说，好多学生在课前并不了解菌菇，经过学习，他

们能对一些菌菇的种类进行分别，掌握更多菌菇知识。

“比如怎么判断毒蘑菇。”林文飞指着实验室里

的一幅菌菇图，“一些蘑菇的菌盖上有突起物，它们

有菌环和菌托，如果一种蘑菇既有菌托又有菌环，它

是毒蘑菇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还有同学因为这门菌菇通识课，改变了自己的

就业选择。几年前，一位曾上过菌菇课的同学，就在

林文飞的指导下组建了一支名叫“菇咚”的创新创业

团队，致力于研发健康菌菇食物。

“疫情期间在家闲着，可以找张纸画画蘑菇，喝喝菌菇茶，做做菌菇菜，再找个没人的地方运动运动，时间一样过得

飞快！”在林文飞记录生活的朋友圈里，菌菇是常客。

林文飞是大型真菌研究领域的专家，现任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食药用菌研究所副所长。大型真菌，就是人们常说的

菌菇、蘑菇。不久前，他还和同事合作出版了《浙江大学校园大型真菌图谱》（下称“图谱”），向更多人介绍存在于浙大校园、

却不常被注意到的菌菇世界。

拥有一座菌菇博物馆，教人识菇、品菇、赏菇

浙大“蘑菇”学者
科普多彩菌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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