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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小说《蓝天白云》出版

新书发布

本报记者杨奕萍报道 作家周承
强 的 环 保 题 材 长 篇 小 说《蓝 天 白
云》，近日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全 书 围 绕 南 方 某 市 环 保 局 新
局长上任与履职揭开序幕，通过跌
宕起伏、精彩纷呈、直击人心的故
事情节，交织在经济发展矛盾中的
新旧环保理念的撞击，塑造了真爱
百姓、心系环境、留福子孙的环保
局长形象，展示了新一代环保人执
政为民的情怀。

《蓝天白云》以“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
以一座改革发展的城市生态建设

为切入点，通过环境整治现场的故
事触角，力求全方位、多角度反映
南方生态环境治理状况。

由 湖 北 省 咸 宁 市 作 家 协 会 主
办的《蓝天白云》作品研讨会近日在
咸宁举行，30 多位作家参与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蓝天白云》这部长
篇小说，充分展现了一名作家对生
活的敏锐感，对社会的责任感。这
部小说既是环保局长的为官之路，
更是作者的呼唤之路，书中故事给
予了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绿色生
活，蓝天白云，离不开每一位从政者
孜孜不倦的奉献与付出。

满卷书香

魔幻历史与残酷现实的触动
◆李景平

地球脉动

书名：《黄金梦》
著者：糜果才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 年 8月

黄金梦，黄金梦断。
我在 2016 年组织山西作家生态汾河行

采风活动的时候，糜果才说他写了一部长
篇小说，书名为《黄金梦》。

我知道，他生活的那个地方，曾经是山
西采金猖獗的地方，也是山西污染肆虐的
地方。小说即取材于此。

但我没想到，糜果才的小说出版后，我
看到的却是这么一个故事：同是做着黄金
梦，找黄金的人死了，挖黄金的人却活着。
或者说，本来以为活着的人，死了，本来以
为死了的人，却活着。死了的，是善者，而
活着的，却是恶者。

这 样 的 结 局 ，隐 喻 着 什 么 ？ 意 味 着
什么？

当然，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故事的全
部是——

暗云激荡的元明时代，明代开国大将
剑指北地，刀光剑影战马嘶鸣之间，将军
的一个儿子在民间征集粮草而没有征得，
却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秘密：灾难贫穷的老
百姓们，都在寻找黄金宝藏。之后，将军的
儿子打了胜仗回到那里，却发现，原来寻找
黄金宝藏的人们被元军杀光了。而他，却
只记住了之前听到的一个秘诀：宝藏在哪
里？“东一线，西一线，谁能找到两条线，能
富九州十八县。”宝藏啥特征？“锅对锅，十
八锅，槽对槽，十八槽。”他想，如果找到黄
金宝藏，就可以拯救百姓于水火。于是弃
甲为民困守山里，由一个人而繁衍至一族
人 ，寻 宝 ，成 为 了 一 个 延 绵 23 代 人 的 黄
金梦。

600 年之后，历史接入了现实。这个家
族的第 24 代，两个人，一个人寻找，一个人
挖掘，演绎了这个寻宝和挖宝的黄金梦。

而且，寻找者只管寻找，秉承了代代遗留的
寻金富民的黄金梦祖训，寻找到宝藏献给
了国家；挖掘者只管挖掘，滋生了狂热升级
的发家致富的黄金梦野心，挖掘的黄金挥
霍成疯狂。本来，寻找黄金者，爆出黄金的
消息，是想要国家富强乡人富裕，结果，人
是富起来了，但生态破坏了，环境污染了。
这个人只得一边勘察寻找黄金，一边调查
遏制污染。可悲的，其不知的背后，是环境
污染了，社会也污染了，自然生态破坏了，
政治生态也破坏了。

这仅仅是找到了“西一线”的黄金，是
“锅对锅，十八锅”，已经成为这样。“东一
线”的黄金，即“槽对槽，十八槽”，尚未找
到。找到又如何呢？也就在又找到“东一
线”黄金宝藏的时候，也许是过于激动，过
于忘情，寻找黄金者却意外踩空山石坠落
下山崖。就在这个时候，挖掘黄金者因为
打通国家金矿发生透水酿成死亡事件而携
金逃窜，仓皇逃跑间，竟发生了车祸。坠落
山崖的，以为只是受伤；发生车祸的，以为
已丧黄泉，然而，最后，人们发现，以为死了
的，棺材里装的是黄金和死猪；以为受伤
的，却在祖坟上堆起新坟。

黄金梦，黄金梦，黄金梦断圆梦时。
这里，黄金梦，呈现了它无奈的悖论。
这个悖论，显性的悖逆在于，黄金梦的

实现，其富民富国，却也害国害民；其救民
于穷困，却也殃民于污染。而这个悖论，隐
性的悖逆在于，黄金梦演绎的贫与富、穷与
达、善与恶、丑与美的人性故事，其实也隐
含了另一种意味，即，富恰恰意味着贫，达
恰恰潜藏着穷，善恰恰助长着恶，美恰恰掩
盖着丑。所以，无论寻找黄金者富国富民
的善良愿望，还是挖掘黄金者富己富家的

恶性开掘，最后都变成了对于生存家园的
污染和破坏。这样的悖论，黄金梦本身，或
者说，做着黄金梦的时候，绝对走不出它的
悖逆。悖论的破局，也许源自于社会价值
观的破局。

黄金梦，金钱梦，财富梦，悲欣轮回，喜
忧并存。历史如此，现实如此。这就给了
我们一个自问：富，作为人类不舍昼夜追逐
竞逐的目标，是理想目标么？是终极目标
么？是幸福目标么？小说于是又给了我们
一个重新审视“富”这个目标概念的所指。
追逐黄金梦的路途走向不归，实现金钱梦
的搏场折戟沉沙，兑现财富梦的地方魂归
地府。黄金梦的诱惑，最终却以梦的破灭
或无梦可做而结束。

当然，那是个意外。事实上，黄金梦也
许还会再起。

只要传说在，就会有新的叙述。只要
秘密在，就会有新的勘探。

糜果才的故事里，不是没有清醒者，不
是没有超脱者，但清醒者把弃学淘金的孩
子们拉回到课堂的时候，郎朗读出的，却依
然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超脱者在看到黄
金梦断而吟出“十梦歌”的时候，最后吟出
的，竟是苍白的“要做梦，做此梦，舍己为人
千古颂”。

魔幻的历史和残酷的现实，似乎依然
跳脱不出黄金美梦。那么，只有社会价值
观的彻底颠覆，彻底重塑，彻底再造，黄金
噩梦才可能不再。

糜果才在《黄金梦·后记》说：“那几年
跑入大山的人之中，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发
过黄金财的人。我有我的人生观。”

他试图以他和他的小说，触动一种根
深蒂固的人类观念。

在万里黄河的曲折行进中，百
折不回造就了黄河独特的秉性。在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曲磨难后，以气
吞山河之势冲出最后一道峡谷小浪
底 ，像 脱 僵 的 野 马 席 卷 千 里 大 平
原。由于黄河的愤怒，裹挟了大量
黄土高坡的泥沙，在距离小浪底十
公里的宽阔河面上形成一个岛屿，
经过时间和水的无尽的打磨和淤
积，这个岛屿越发高亢而坚挺起来，
就成了今天的西滩岛。

最初的荒岛有水草、芦苇、黄河
柳、黄荆等近水植物相继生长。有
水鸟、野鸭、兔子、水蛇等动物择地
而居。很快便有农人涉水登岛，用
锄头刨开肥沃的良田。当大豆、高
粱长出丰收的景象，便有更多的农
人划着小舟，一边捕鱼，一边播种。
周围是东去的黄水，与大陆相望而
隔离着，倒也安静，倒也春华秋实，
倒也人欢马叫、丰衣足食。就有民
房建起，很快形成村落，是谓济源市
西滩村。

西滩村是万里黄河第一村，黄
河形成的岛屿不足为奇，而岛上形
成村落的惟有济源西滩村。尽管该
村只有几十户人家，但这里独具特
色，风情万种，比起陶渊明笔下的世
外桃源美上十分。

我最初上岛是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的一个春季，乘坐三次小划船涉
过三条河岔登的岛。岛上花香袭
人，秀色可餐。见一头毛驴蒙了双
眼在自觉地拉磨式提水，那已是西
滩岛上很先进的汲水办法了。清凌
的地下水涌管道而出，顺水渠流向
菜园。村中一所小学，房顶上飘着
一面红旗，有歌声在空中回荡。大
片的油菜花成了粉黄的海洋，大大
小小、色彩斑斓、翩翩起舞的万千只
蝴蝶，和着蜜蜂的嗡嗡声，让人有无
尽的遐想和陶醉。错落有层次的高
度里，亮丽着红白相间的景致，白的
梨花，红的桃花和杏花，成片成林，
撩人情趣。我在想，到了秋季，这里

将会是何等的硕果累累，何等的金
色飘香的景象呢？

西滩岛土质奇特，全是从百里
以外被河水运输来的。特殊的土壤
滋养出不同品味的果实来，据说西
滩岛的西瓜、花生独具风味，在市场
上价格不菲还十分抢手。那种清冽
的甘甜和悠长的醇香让你回味无
穷。我曾在粗壮的梨树和杏树前默
立，看锦团花簇，赏蝶舞蜂飞。我想
象着秋的殷实。

西滩人豪爽秉直，家家相连互
不设防，家什农具随处置放。黄河
的秉性赋予了这里太多的刚性，凡
事干中求，物质汗中收。他们的所
需所求全凭自己的辛勤劳作，不劳
而获的小偷小摸在西滩岛绝迹，岛
外的不良风气也根本进不来。水
的 天 然 屏 障 把 这 里 净 化 得 风 清
气正。

后来又到西滩岛很多次，那种
原始的自然状态逐渐被文明掉，已
和身边的景致完全相同，因为各种
车辆畅通，没有封闭着的珍贵了。
唯能吸引人的是满河滩的奇石。黄
河奇石是这里的一大景观，石头的
纹络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有自然
的山水，有象形的动植物，更有日月
星辰和动画人物。每次来都有不同
程度的收获，必定拣到自己心爱的
宝物。有时和同伴争夺一块奇石，
追打、撕拽着嬉闹，把一种审美和智
慧全融入了光滑的石头，那种心情
的愉悦这时才真正释放。

如今，这一切的一切全成了美
丽的回忆。西滩人为了国家重大工
程——小浪底配套工程西霞院反调
节水库蓄水发电，在指定时间整体
搬迁。故土情深，难舍难分。尽管
西滩人一步三回头地张望，还是毅
然离开了那片滚烫的热土。如今的
西滩岛已尘封在了绿水中，水面上漂
起的仅剩 200亩的绿洲，那是西霞院
水库对西滩岛的恩赐，水上旅游已成
为今天的重要内容。

远去的西滩岛
◆葛道吉

老马，原名马金娃，大家都习惯喊他
“老马”。

每天早晨六点多，穿着护林员迷彩服
的老马都会带着饮用水、干粮、巡山记录仪
和巡山日记本，从平型关中心林场招柏管
护站出发，沿着崎岖的小路向大山深处走
去，开始他一天的巡山护林工作。

沿途遇到的当地山民，都会热情地用
当地灵丘话和他打招呼：

“老马哎，哪下（去哪里）？”
老马也用地道的灵丘话回答道：

“绕甲绕甲（转一转）。”
招柏森林管护区地处灵丘县的东南部

山区，位于太行山北部、山西省与河北省两
省交界处，是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
太行山绿化及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的重点
区域，生态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这里层峦叠嶂，崖高谷深，交通极不方
便。方圆 100 多里，沟壑纵横，碎石山路极
其难走。

跟山民打完招呼，老马的身影很快消
失在一片片茂密的落叶松、油松深处。

33 年的林间穿梭，老马走遍了管辖近
2.8 万亩山林的每一个山头地块。每块林
地的面积、位置、造林时间、生长状况，老马
都了如指掌，甚至林内的每一条小路、每一
道沟叉的分布，都异常熟悉。他简直就是
招柏林区的“活地图”。

老马特别怀念以前的招柏林区老区长
胡亮，还记得1986年到招柏林区报到的第一
天，林区只有胡亮和老马两个人。胡亮给他
讲植树造林的意义，他清楚地记得胡亮说的
每一个字：“这些年，雨水少了，河水干了，风
沙大了，都是因为山里的树少了。植树造
林，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啊。”

那一天，老马默默地，跟在胡亮后面，
进山了。

头一年秋天栽树，第二年春天就是辅
幼阶段，歪的扶正，松的踩实。到了夏天，
又要修枝、砍灌，小树苗在盘根错节的灌草
丛里长不起来。秋天来了，照例是背着干
粮进山，种树，种树。

五年后，1991 年的夏天，胡亮外出巡
山时，疾病突发倒在林地上，连句话也没留
下，就离世了。老马还记得，出事前一天的
晚上，胡亮躺在炕上和他念叨着：“天太旱
了，老不下雨；咱栽的树，啥时候才能长大
成林啊！”

一个老护林人，就这样去了，无声无
息。后来招柏林区就剩下老马一个人，每
日孤独地在山路上行走着。他每天徒步巡
山 20 多里，每年出勤都在 350 天左右，一年
6000 多里的山路，磨破了 5 双胶鞋底，相当
于绕着山西省走了一圈。

有一年老马获奖了，有 1 万元奖金。
为了巡山方便，发现问题能及时赶到，奖金
一下来，老马就用这些奖金给管护站买了
树苗、鐝头、劳动鞋，剩余的钱买了一辆和
自己名字谐音的“金蛙”牌农用三轮车。

妻子知道后，红着眼，哽咽着数落老
马：“几十年我又当爹又当妈，大事小事我
一人扛，老人生病，孩子上学你都顾不上
管，好不容易有点奖金，你却又……老马老
马，你就和树过去吧。”

老马耐心地跟妻子解释，森林防火工
作有“四早”：早投入、早发现、早报告、早扑
救。购买三轮车，就是为了“早发现”，争取

“早扑救”的。他整天开着三轮车在林区内
崎岖的山路上巡查。尤其高火险期，更是
天天上山，没有一时松懈。

在林区，没有比火灾更可怕的事情。
见到老马，我下意识地就问出口。

“老马，你在林区碰到过火灾，救过火
吗？”

“有过一次，那是有一年的春天，晚
上十一二点，从河北过来的大面积荒山
野火，往招柏林区蔓延。听到火情通报，
我抓起灭火工具就往林子里冲。”

“往火里冲的时候，你害怕吗？”
“着急大了，啥也不考虑。就怕林子

被烧了。我用嘴咬着手电，照着的地方，
用灭火工具一处一处地灭火。”

那场大火，老马会同河北的护林员，
开出隔离带，防止荒火翻山越境。经过
6 个多小时的苦战，最后将明火扑灭，成
功地将荒火阻隔在河北一侧，使招柏林
区千亩林地免遭损失。

林区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我看见多
处大型水泥防火标语牌。标语牌高两
米，宽三米，都是 2003 年前后老马自筹
资金修建的。每块砖、每桶水、每袋沙子
水泥，都是老马人工背运上来的。这样
的标语牌共有 6 座，分布在山顶、山腰、
要道、路口和树林密布的林缘地带，起到
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粗略计算一下，即使不计人工费用，

每 座 标 语 牌 至 少 也 得 1500 元 ，6 座 就 是
9000元，大约是当时老马整整一年的工资。

为了让林区内所有村民都具备防火意
识，老马自掏腰包，买了一台二手电影放映
机，用他那辆“金蛙”三轮车拉着，翻山越
岭，把山民们唯一的精神食粮送到各个山
庄窝铺；在放电影的同时，放映宣传森林防
火知识和有关政策、法规的幻灯片，让山民
潜移默化地有了防火意识。

冬、春季是护林防火的重要时期，每
到 此 时 ，老 马 更 是 坚 守 在 林 区 ，寸 步 不
离 。 尤 其 每 年 的 清 明 前 后 ，火 险 高 发 时
节，马金娃带着干粮水壶，干脆就守在山
上。就这样，招柏林区安全渡过了每个火
险高发期，建区 30 年来从未发生过一起森
林火灾。

在林区，天天与树木打交道，看到一片
片茂密的落叶松、油松像儿女们一样凝结
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茁壮成长，老马心里
由衷地感到欣慰与自豪。

经过 33 年艰苦卓绝的造林护林，如今
的招柏林区已是另一番景象。碧绿的落叶
松和苍翠的油松郁闭成林，站在高处望上
一望，微风过处，林涛阵阵，郁郁葱葱。野
猪、狍子、狐狸、野兔、松鼠等常有出没，环
颈雉、苍鹰、啄木鸟以及各种各样的鸣禽更
是不计其数，还有国家保护动物豹子、雕鸮
等也在林中栖息。

老马的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但是
在林区，老马的话自然就多了起来。

“你看，这是我 1986 年种的油松，现在
长得这么高，空气中都带着松脂的清香，夏
天进到林子里，就是凉快。”

“柴火岭全是灌木，到那里巡查基本都
得半爬着过。要是不熟悉的人进去准迷
路。但那里最容易产生火灾隐患，必须一
点点仔细看。”

“新栽植的小树最让人揪心，我总会多
看几次，就怕有羊群经过。它们一过，小树
的叶子全没了，这一年甚至好几年的辛苦
就白费了。”

老马的眼里，心里，只有他的林子。
2016 年春天，老马该退休了，场长来

管护站看望他。就在大家以为辛苦了一辈
子的老马终于可以歇一歇的时候，他却一
脸严肃地恳请领导允许他继续留在这里巡
山护林。他说：“我不能走，这是我一辈子
的心血，哪怕一分钱不挣，我也要守护好这
片林，这样，我心里才踏实。”

我随口问，“老马，如果当时领导没答
应你留下来的申请，你怎么办？”

老马听到这话，突然用双手掩住脸，大
声地哭了起来。

这一刻，我的心里也特别难受。
足足过了好几分钟，老马哽咽着说：

“这三十多年，陪着这些树，我也想过，就是
心里对这些树一天都放不下，他们就像是
我的孩子，我还想继续留在那里看护他们，
直到自己走不动为止……”

老
马
和
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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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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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新时代，唱响主旋律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启事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伟大成
就，尤其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更是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抒发生态环保人的
家国情怀，即日起本报在文化版开设“我和我的祖国”专栏，开展主题征
文活动。

征稿要求：
1、作品内容聚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这一主题，结合

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小故事”共鸣“大感
动”，生动展现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在生态环境领域取得
的成就，展现个人追求幸福生活、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过程中努
力奋斗的精神风貌以及环境变迁带来的感悟感想。赞美新时代，唱响
主旋律。作品要求主题突出，语言生动，故事感人，情感真挚。

2、本次征文活动所有投稿均要求原创且未曾公开发表，版权归活
动主办方所有。作品体裁限散文和小小说，字数 1500 字以内。

3、所 有 投 稿 均 以 word 文 档 格 式 ，以 电 子 邮 件 形 式 发 送 至
jingjie1201@qq.com，邮件标题处请注明“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字样，并
注明作者真实姓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等信息，本版将择优刊发。

中国环境报社
2019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