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陈妍凌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短短 12 个字，掷地有声。
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与文化建设相融合，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回顾 2017，生态文化建设随着时代的
发展大踏步向前。生态文化载体不断丰
富，有广告、电影、电视剧，也有文学、动漫、
文创品。不仅形式多样，更值得回味的是，
生态文化作品中对现实的观照、对人的反
思，以及作品对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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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
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参与者、推
动者。今年对生态文化的思考、
创新、传播和践行，正由精英圈子
走向大众。文化艺术作品启迪和
唤起人们对现实的思考。“达康书
记的 GDP，我们来守护”这句上
半年在微博、微信上广为流传的
话，就是侧面印证。“不以污染换
发展”的理念，正在成为越来越多
人的共识。

公众在被传播、被影响的同
时，也在参与生态文化的传播。
优质生态影片收获了大量粉丝，
他们上豆瓣打分评论、在朋友圈
转发推荐。看似只为影片票房造
势，但又何尝不是对影片所传递
的思考的二次传播接力呢？

大众参与催生出一个个“生
态文化+”的鲜活典型，使生态文
化拥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和本土适
应性。

“生态文化+传统文化”，乘
着当下文化传播的新东风，成就
一场向过去的回望。有人从中华
典籍中解读古人的生态观；有人
回溯运河文化；也有人用生态文
化承载乡愁，让岁月不改的青山

绿水作游子返乡的回程票。
“生态文化+文创产业”，用

创意装点情意。年初热销的日历
书，如《红楼梦日历·植物版》《物
种日历》《国图日历·本草养年》，
将自然藏在四季间，让读者从寻
常日子里品出诗意，陪伴自然爱
好者 365 天。《嗨！我是地球！》环
保动漫，则是天马行空的漫画家
和科学严谨的环保人碰撞出的火
花，打造环保领域的大 IP。

更重要的是，“生态文化+生
活”，让生态意识扎根实践，如举
办“零废弃”婚礼、参与“无痕山林
游”等。生态文化的传播，意义在
于 怡 情 ，更 在 于 省 思 、觉 悟 和
行动。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与灵魂，
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文明进步
的重要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新时
代的开启，生态文化的崛起，象征
着人类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和经
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型，是中
国国情之必然，更是人类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年，我们
共同行进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
留下串串足迹，愿大地文心永驻，
人间生态长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生态
文 明 建 设 、文 化 建 设 提 出 了 一 系 列新思想、新要
求、新目标、新部 署 。 在 新 时 代 讲 好 中 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故 事 ，正 在 成 为 主 流 作 家 关 注 和 努 力 的
领域。

今年，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首届代表大会召
开。协会目前拥有会员 300 余人。其中，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30 余人，省级作家协会会员 150 余人。作
家们认为，步入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学迎来了难
得的历史机遇，要发挥生态文学教化人心的力量，
不但见山水，更要见人心。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视作开创中国新时代的号角和
开端，并创作出版了报告文学《那山，那水》，讲述浙
江省安吉县余村的生态发展故事。

生态之美，可赏心悦目。文章走笔，则可传递
这种生态美。《大地文心——中国生态文学优秀作
品集》于今年出版。书中佳作云集，凝结了大批主
流作家的心血，如徐刚、从维熙、叶梅、哲夫、查干、
郭雪波、梅洁等。作品不仅反映当代的文学理念，
更顺应了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思想性和艺术性
俱佳。

生态文化建设的地位提升，不仅在文学方面，
生态影视 作 品 、画 展 、音 乐 会 等 也 是 层 出 不 穷 。

《自 然 的 力 量》等 影 片 ，获 得 观众的广泛赞誉；北
京竹乐团的演出更是走出国门，向世界传递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华丽乐章；央视一 套（综 合 频 道）一
度 辟 出 了《新 闻 联 播》之 前 的 黄 金时段，对一部 6
集人文生态纪录片《一江清水向东流》进行推介。
这部入围第七届“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
奖”的纪录片，用唯美和壮丽的视角，展现了三江流
域浓浓的人文情怀和生态保护故事，也成为少有的
登陆央视一套首播的大型人文生态纪录片。

生态文化的主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同
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
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
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
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事实上，这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一直贯
穿于今年的生态文化作品中。电视剧《人民的名
义》就呈现了环保与发展的抉择。剧中，一些污染
企业想趁机落户开发区，一向非常重视 GDP 的达
康书记却断然拒绝了：“需要 GDP，但决不要落后
的 GDP、污染的 GDP、血泪的 GDP。”

除了《人民的名义》这类“爆款”影片，反思人与
自然关系的还有更多佳作，看似不温不火，实则直
抵人心，比如纪录片《重返·狼群》《最后的沙漠守望
者》。前者用平实的手法，展现人与野生动物的相
处之道——互不打扰，各自安好。后者则注目塔克
拉玛干沙漠深处，让观众窥见现代文明给大自然和
原始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影片记录了克里亚
人在恶劣自然状态中的生存故事，也记录了独特的
沙漠生态和风光，在自然与现代文明的边缘，有人
选择孤独地坚守，有人选择无奈地离开，但他们对
家园的热爱同样都令人动容。

这一年，喜爱电影的观众大饱眼福，《洪水泛滥
之前》《地球：神奇的一天》《蓝色星球 2》相继上映，
将自然界的故事娓娓道来，也让人看到人类活动对
动植物家园的影响。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描述的，我们要建设的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
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诚然，当下国内的生态文化创作还处于起步阶
段，生态文学作品的题材挖掘广度、深度、艺术感染
力仍有待加强，生态纪录片拍摄的专业化程度有待
提高。但可喜的是，这支创作队伍在不断壮大，他
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也越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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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人与自然，倡导和谐共生

推动公众参与，催生“生态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