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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册《山 西 绿 色 散 文 选》，是
一 个 文 学 活 动 的 作 品 成 果 结 集 。
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和山西省作家
协 会 在 2015 年 联 合 举 办 了 主 题
为“ 生 态 文 明 美 丽 山 西 ”的 散 文
征 文 活 动 ，这 实 际 也 是 一 个 环 境
文学的活动。

环境文学是一个颇具现代性
的文学概念。这一概念在中国，是
由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创始人、著
名文学活动家高桦先生在上个世
纪 80 年代末，在一次主题为“祖国
环境美”的作家座谈会上提出的。

之前，西方有“公害文学”的概
念。当时，高桦提出，中国环境文
学不同于西方的反映环境污染和
生 态 破 坏 的“ 公 害 文 学 ”。 在 中
国 ，环 境 文 学 不 仅 要 揭 露 环 境 污
染 和 生 态 破 坏 ，更 要 倡 导 爱 护 环
境 和 保 护 生 态 ，弘 扬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伟 大 事 业 ，书 写 环 境 保 护事
业中的人和事。

这个概念奠定了中国环境文
学 的 理 论 起 点 。 经 过 30 年 的 发
展，在如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时代，
环境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是否应该
演变发展为——反映和褒扬生态
文明建设以及揭露和批判生态不
文明的文学，再现和表现生态文明
建设进程中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
的文学？

山西环境文学创作在中国也
算是发轫之省。在上世纪 90 年代
初，山西就举行了“环保潮”环境文
学活动，山西著名作家马烽、孙谦、
胡正写下了“爱护环境是文学创作
的永恒主题”的题词，哲夫、赵瑜、
麦天枢创作了具有社会影响的环
境文学作品。

世纪之交前后，高桦曾组织中
国作家到山西开展环境文化采风
活动 ，山西也组织本地作家参加
中国生 态 环 境 文 学 征 文 活 动 ，焦

祖尧、黄风、沈琨获得了中国生态
环境文学征文奖。在首届中国环
境文学奖评奖中，哲夫、赵瑜、景
平 捧 回 了 奖 杯 ，山 西 成 为 惟 一 一
省 三 奖 的 省 份 。 进 入 21 世 纪 之
后，山西又组织了“生态汾河”文
学征文活动，编辑出版了《生态汾
河》文学作品选集，接着组织开展
了这次“生态文明 美丽山西”散文
征文活动，选编了这册《山西绿色
散文选》。

为了办好活动，山西环保部门
和山西作家协会以文件发动、微信
推动等方式，组织邀请作家参加。
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文学评
论家杜学文给予征文活动肯定和
支持，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 、著
名 文 学 评 论 家 杨 占 平 予 以 指 导
和 推 进 。 山 西 作 家 协 会 创 联 部
主 任 闫 珊 珊 具 体 组 织 ，山 西 著 名
散 文 作 家 张 锐 锋 、杨 新 雨 、鲁 顺

民 、黄 风 、玄 武 担 任 评 委 。 活 动
吸 引 了 省 内 外 百 余 位 作 家 和 百
余 位 作 者 参 加 ，创 作 了 300 多 篇
环 境 文 学 作 品 ，成 为 山 西 历 史 以
来 在 作 家 中 开 展 的 一 次 规 格 最
高 、规 模 最 大 的 环 境 文 学 创 作 活
动。可以说，这既是作家们以文为
器开展的环保公众参与活动，也是
作家们以笔为旗履行的环保公益
志愿行动。既是山西作家作者绿
色情怀的一次大展示，也是关心山
西的作家作者之环保情怀的一次
大呈示。

从这些作品的内容看，揭露环
境破坏的作品有之，留恋生态环境
原乡的作品有之，展示崭新的生态
文明巨变的作品有之，表现绿色环
境未来畅想的作品有之。当然，反
观和反思、远虑和远瞻人类社会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问题的作
品也有之。

一部绿色散文集，虽聚焦于中
国一叶之生态环境，却恰恰浓缩或
显示了中国环境文学概念几十年
演变发展走过的历程，既揭露批判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又呼吁倡导
爱护环境和保护生态，更歌赞弘扬
生态文明的伟大事业。这也应该
是山西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和现
实发展的印痕。

在书里，我们读到作家们对自
然生态环境及生命的心灵感悟，对
山西这块黄土地的深深挚爱。也
感受到山西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现
实责任，以及他们开阔的现代视野
和温暖的现实关怀。

高 桦 说 ，作家 最 容 易 接 受 环
境 保 护 的 理 念 与 实 践 。 王 蒙 则
说 ，作 家 是 环 境 保 护 的 天 然 同
盟 。 山 西 环 境 文 学 活 动 的 本 意 ，
就 是 想 让 更 多 作 家 创 作 更 多 的
环 境 文 学 作 品 ，从 而 以 生 态 文 明
及 环 境 文 学 作 品 影 响 社 会 的 文
明演进。

山西环境文学的成果
——《山西绿色散文选》后记

◆李景平

◆张春燕

认识丰子恺，是从他的画开始的。
已经不记得在哪一本杂志，初见丰子恺

的画作，寥寥几笔，却又恬然雍和。那张画
名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疏朗的几
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
边的小桌，桌上置有一把壶、几个杯，天边挂
着一钩新月。这幅清雅的漫画作品几乎无
人不晓。

而画作反映的又恰好是丰子恺的日常生
活。1922年 8月的一天，丰子恺在夏丏尊的推
荐下来到春晖中学任教，其时还有朱自清、朱
光潜等。他们多才多艺、健谈善饮，这幅作品
恐怕就是几位大家在春晖中学的真实写照了

丰子恺的画特色鲜明，大多有自然风景
入画。一个风景画家，不论他是否有意，其作
品总会反映出他对大自然的美学观。丰子恺
师从李叔同，又十分欣赏陶渊明的为人和田
园诗，就不免在画上有所反映。他对自然风
光的看法，可用自然、朴实、平凡的美来概
括。“风景画本不属于漫画范围，也不是我的
笔所能完成的。我是以漫画笔调画山水。真
正的山水画家、老前辈要笑我的。我就别具
一格吧。”这番话是丰子恺先生在某次创作风
景画时说的。

“自具一格”，正是丰子恺风景画的特色。
日本曾有一位知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

价说：“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
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会
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
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丰富的爱以及他的
气品、气骨。如果在现代要想寻找陶渊明、王
维那样的人物，那就是他了吧。他在庞杂诈
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

时间若白驹过隙，今年是丰子恺先生逝

世 40 周 年 。 他 的 次 女 丰 宛 音 用 精 炼 的 篇
幅、片段式的描写，写了这本《世上如侬有几
人——丰子恺逸事》，与读者分享了在她记
忆深处关于父亲的故事。而今重读这些从未
见诸纸端的文字，似乎又从新的角度认识了
丰子恺先生，重读了先生的胸襟和内心的仁
爱。书中记叙的故事均为作者亲身经历，同
时配以丰子恺先生大量的照片及画作，图文
并茂。为了纪念丰子恺先生逝世 40 周年，还
随书附赠了 10 张丰子恺先生的彩色精品画
片，让喜欢丰子恺先生的读者得以收藏。

在丰宛音的回忆中，丰子恺先生正直的
人品、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

比如，先生崇尚简朴生活，但在美化环境
方面却特别重视。有一次，他见家中蚊帐破
了一个洞，就画了一个玲珑可爱的小图案，叫
女儿丰宛音绣在白布上剪成圆形补上去。这
样一来，不仅看不出蚊帐有破洞，还以为上面
原本就有一个美观的小装饰。

丰子恺不喜欢残缺破损，更讨厌俗气。
抗战前，丰子恺一家住在浙江老家的“缘缘
堂”时，一个亲戚送来一张印有时装美女的月
份牌，并亲自把它挂在先生书房的墙壁上。
丰子恺对那装腔作势的“美女”十分讨厌，等
亲戚一走，就说：“叫我看她一年，怎么受得
了！”便自己作了一幅以“红了樱桃，绿了芭
蕉”为题的小型彩色画贴上去，遮没了那个俗
不可耐的“美女”。

再比如，丰宛音有一个癖好，特别珍惜纸
张。无论什么纸，只要上面还有空白可以写
字，她就舍不得丢掉，而是用来写信给熟人，
或者派其他用场，以至于家中书架常堆满各
种废纸，说明书、通知书、节目单……家人都
笑她是个“纸迷”。

这个习惯是怎样养成的呢？原来，丰宛
音读中学时，常粗心大意，墨水往往滴在纸
上，写东西也不肯好好思索，写得不称心就随
手往纸篓里一丢。有一天她正在房里写作
文，父亲进来拿东西，发现纸篓里积满白纸，
惋惜地说：“这么多白纸，太可惜了。”说完，拿
着东西就出去了。

第二天给父亲收拾房间时，丰宛音看到
书桌上放有一个小本子。封面左边写着“备
忘录”3 个字，右下角画了一簇淡紫色的牵牛
花，还有翠绿的叶子衬托着。等拿起来细细
欣赏，丰宛音不禁红了脸——这本精致美观
的小本子竟是利用她丢在字纸篓里的“废纸”
制成的。自那以后，她再也不敢浪费纸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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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 月 14 日 第 四 个“ 全 国 低 碳 日 ”
主 题 宣 传 活动上，《浙江省低碳发展“十
三五规划”》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个发
布的“十三五”省级低碳发展规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日前表
示，我国今后会将低碳试点扩大到 100 个
城市。未来国家政策导向一定是朝着更

绿色、更环保、更低碳方向倾斜，一个城
市、一个省区或一个企业注重绿色低碳
可持续发展，并 及 早 付 诸 行 动 ，对 提 升
竞 争 力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 有 重 大 意
义。那么，我国低碳城市试点建设进展
如何？如何建设低碳城市？应知版进行
解读。

低碳城市简单讲，就是指那些人均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低的城市。低碳
城市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市
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
管理以低碳社会为建设目标和蓝图。

低碳城市建设包括：开发低碳能源
是建设低碳城市的基本保证，清洁生产
是建设低碳城市的关键环节，循环利用
是建设低碳城市的有效方法，持续发展
是建设低碳城市的根本方向。

什么是低碳城市？

探索符合国情的低碳发展之路
自 2008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选定上

海市和河北 省 保 定 市 作 为 低 碳 城 市
试 点 开 始 ，我 国低碳城市进入发展阶
段。保定提出“中国 电 谷·低 碳 保 定 ”
目 标 ，上 海 在 世 博 会 期 间 践行“低碳
世博”。

201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了
第一批低碳省区 低 碳 城 市 试 点 工 作 ，
结 合 区 域 代 表 性 、地 方 的 工 作 基 础
和 工 作 意 愿 等 因 素 ，选 择广东、辽宁、
湖北、陕西、云南等 5 省和天津、重庆、
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等 8
市作为低碳试点省市。2012 年，又启
动了第二批试点工作，入选条件更严
格，试点工作要求也更高。目前，全国
共 有 42 个 国 家 低 碳 省 区 低 碳 城 市 试

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日前
表示，今后会进一步将低碳试点扩大到
100个城市。

人均碳排放达到多少才能称为低
碳城市？低碳城市的标准和评价指标
是什么？在这方面虽然国内外有许多
机构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目前我国相关
部门并未出台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
对此，专家解释说，我国推动低碳城市
试 点 工 作 ，并 不 是 按 照 绝 对 的 低 碳
评 价 标 准 去 开 展 的 ，而 是 综 合 考 虑
各 试 点 的 区 域 代 表 性 、工 作 基 础 、工
作目标、工作意愿等方面，在不同类型、
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特征和资源禀
赋的地区，探索符合国情的绿色低碳发
展道路。

试点工作如何推进？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开展低碳省区和

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有明确的任务要求。
一是明确工作方向和原则要求。要

求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开展低碳试点
的根本要求，以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原则，进一步协
调资源、能源、环境、发展与改善人民生
活的关系，合理调整空间布局。

二是编制低碳发展规划。要求结合
本地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
等方面情况，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低
碳绿色发展模式。发挥规划综合引导作
用，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
能增效、增加碳汇等工作结合起来。将
低碳发展理念融入城市交通规划、土地
利用规划等相关规划中。

三是建立以低碳、绿色、环保、循环
为特征的低碳产业体系。要求结合本地
区产业特色和发展战略，加快低碳技术
研发示范和推广应用。推广绿色节能建

筑，建设低碳交通网络。大力发展低碳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四是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和
管理体系。编制本地区温室气体排放清
单，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统计工作，建立完
整的数据收集和核算系统，加强能力建设，
为制定地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五是建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
任制。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确立科学合
理的碳排放控制目标，并将减排任务分
配到所辖行政区以及重点企业。制定本
地区碳排放指标分解和考核办法，对各
考核责任主体的减排任务完成情况开展
跟踪评估和考核。

六是积极倡导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
消费模式。推动个人和家庭践行绿色低碳
生活理念。引导适度消费，抑制不合理
消费，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推广使用
低碳产品，拓宽低碳产品销售渠道。引导
低碳住房需求模式。倡导公共交通、共乘
交通、自行车、步行等低碳出行方式。

低碳城市建设的镇江样本
江苏省镇江市被国家发展改革委

列为全国第二批低碳试点城市。目前
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城市碳排放管理平
台为载体，以峰值目标为导向，以项目
碳评估和区域碳考核为突破口的管理
体制和工作机制。

首创“低碳城市建设管理云平
台”。这一平台通过云计算、物联网、地
理信息系统、智能分析等信息化技术，
整合多个部门的数据资源，包括国土、
环境、资源、产业、节能、减排、降碳等，
实现低碳城市建设相关工作的系统化、
信息化和空间可视化。

率先提出了碳排放峰值。在摸清
家底的基础上，镇江率先提出了碳排放
峰 值 。 在 对 减 排 情 景 进 行 深 入 分 析
后 ，镇 江 最 终 确 定 了 达 峰 路 径 ，即 通
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
强减排路径，争取在 2020 年实现碳排
放峰值。

实行区域碳排放考核。明确路径
以后，镇江实行了区域碳排放考核，发
挥指挥棒的导向作用。2014 年开始，
全市以县域为单位，实施了碳排放的总

量和强度的双控考核。
在产业的低碳转型方面，镇江通过

核算各工业、各行业的排放量，根据其
排放数据与其利税、从业人员、产值等
比较，确定哪些必须淘汰。

在企业碳管理方面，将 48 家企业
被纳入重点碳排放企业，并对其实施
煤、电、油、气消耗及工业生产过程碳排
放的在线监控和企业碳资产管理。

开展项目碳评估。镇江制定了《镇
江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放影响评
估暂行办法》，在全国率先实施碳评、能
评、环评等“多评合一”，构建产业发展
的防火墙，从源头上控制高能耗、高污
染、高排放的项目。

项目碳评估是在能评和环评等预
评估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资源利用、经
济贡献、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方面，
建立包括单位能源碳排放量、单位税收
碳排放量、单位碳排放就业人口等 8 个
指标构成的评估指标体系，科学确定指
标权重，从低碳发展的角度综合评价项
目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并将评估结论作
为项目建设的必要条件。

试点案例

任务要求

在目前 42 个国家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中，各个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对创建
试点工作的推动力度不同，人员、技术、资金、数据等基础能力不同，所以试点进展也
是参差不齐。我国低碳城市发展面临以下 4 个突出问题：第一，地方政府对绿色低碳
发展的认识不到位，认为节能、环保、低碳会影响城市的经济发展。第二，建设低碳城
市缺少全面、长期、明确的战略规划。第三，中国低碳城市建设基础薄弱，居民低碳意
识不强。第四，碳金融体系尚不完善，低碳城市发展缺乏关键着力点。

□ 难点

概念解析

试点进展

强化低碳发展 推动绿色转型

低碳城市行动

洁净煤炭技术

低碳工业

可再生能源

低碳化生活
消费

生态保育

节能技术

森林碳汇

核能

高能效住宅

低碳运输

碳交易市场

公共交通

政策机制

多方合作

市场融资

技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