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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城，北面有山，名曰北
门山；南面也有山，名曰阳坪山。
山下有江流穿过，千年不息，发源
于夹金山的青衣江，途经宝兴、雅
安城、槽渔滩、百花滩奔流而下，
至四川省洪雅县城，再至夹江、乐
山，最后汇入长江。润一方地域
风情，养一方文化灵韵。

打小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喜
爱这方小城，每每向远隔千山万
水 的 朋 友 讲 起 ，总 让 他 们 羡 慕
不已。

“ 得 半 日 之 闲 ，可 抵 十 年 尘
梦。”阳坪山离县城仅两三公里，
周末或早晚闲暇时，我常骑自行
车来此，登高望远，心境辽阔，不
肯离去。

阳坪，一方好山水。在上个
世纪 80 年代，便以四川省阳坪山
种牛场所产牛奶、奶粉闻名。洪
雅，古有耕牛养殖的环境与习俗，
原是全国七大耕牛市场之一。90
年代初，奶牛养殖在全县渐渐发
展起来。最高峰时，发展到接近
4 万头奶牛，而这里，是农民所产
牛奶的集中收购地。

一方好土地，随处可见黑麦
草在风中摇曳。春季里绿油油
的，夏季也不会枯黄，秋季依然繁
茂，冬季历经风霜。洪雅的气候，
利于动植物生长，大部分植物四
季常绿。牛羊肥壮，那时，本地畜
牧产业占据了农业产值的“半壁
江山”。

不只畜牧业，在阳坪，茶业也
是一大特色产业。

阳坪的茶，吸天地雨露之灵
气，因村民辛勤劳作与管理，茶园
之春，是一道美丽怡人的风景。
依山势地形，村民们历代在这片
土地上劳作，汗水滴落在黄色的
土地上，萌发出绿色希望。

阳 坪 的 茶 园 ，一 层 层 ，一 圈
圈，春天的嫩芽生发时，满山都是
茶农们在茶地里穿梭的身影，十
指尖尖，触动着茶叶，把一叶叶装
入竹筐，有满脸皱纹的老者，也有
稚气的孩童，循着祖辈的足迹，一
代代村民在这片土地收获喜悦与
幸福。

这里没有工业污染，这里晨
雾 夕 雨 丰 润 ，所 以 茶 的 品 质 很
好。牛粪用来施肥，臭的粪却滋
养了清香的茶。想起别人说的一
句话“鲜花插在牛粪上。”原意说
美的东西用错了地方，可惜！但
没有牛粪的营养，鲜花又怎能那
般鲜亮？

我喜欢春季的黑麦草，也喜
欢春季的茶飘香。喜欢聆听山里
的鸟鸣歌唱，也喜欢山风拂过耳
畔，而我，在山的怀抱里恣意地吸
吮芳香的气息。

我曾在清晨，来阳坪追逐光
的影子。在大片的黑麦草场里，
看绿浪翻涌，树影斜倾，啪啪啪地
按下快门，我要留住这山中的晨
曦，照片定格在那一瞬，有山村的
美景，也有我快乐的心境。

我也曾在夜晚，来阳坪欣赏

满天繁星。农家稀疏的灯光应和
着山村的宁静，偶有犬吠，似在呼
唤同伴或主人，也有秋虫唧唧，不
知在哪个田畦里鸣叫，叫不出名
的树站在高高的山巅，迎着风霜，
看满城灯火，遥远又迷蒙。人在
山野间，身归大自然，可以什么都
不想，闭上眼，风携带青春及梦想
而回；睁开眼，无边的夜空，所有
的星星都诉说着人世间的哀怨与
美丽，诉说着未来与昨天。

阳坪，是离城最近且最高的
山峰。俯瞰洪雅县城，一切尽入
眼底。我看着小城一年年变化，
高 楼 一 座 座 建 起 ，小 城 越 来 越
美。人来人往，车流川息，唯有江
流依然清亮明净，默默无语。

在快节奏的都市，人们都在
努力拼搏，寻找生命的价值。闲
暇时间，也需要寻找心灵的居所，
安放身心。来阳坪，可使人远离
喧嚣，在清浅明净的池塘边，青山
绿树的和风中，泡一杯清茶，抒怀
赋诗，谈今论古。

山水相逢，无问西东。
阳坪是一个村，隶属将军镇，

东接止戈镇。一边是将军挥剑威
镇四方，一边是止戈和平共享春
光。历史在这里书写多少沧桑与
荣光。

而今，我走在山间，聆听它的
昨天，感受它的今天，期待它的明
天 。 县 上 正 准 备 打 造“ 洪 柳 新
区”，这里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点，
据说将建万亩茶园地，山下正在
修路，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也
许它将成为离城最近的一个“大
花园”。晨风与繁星仍在，而我
们，可以在此品着茶回味从前。

走在曲曲折折的乡间小路，
农家房屋背后的柿子树吸引了我
的目光，黄澄澄的，这是阳光的色
彩。院子里的村民热情地招呼
着，无论认不认识，都可以拉拉家
长，聊聊今年的收成及这村庄的
过往。

十多年前，这里很是热闹，兴
办了很多户农家乐。也是新农村
建设的示范点，家家建新房，房前
有水塘，屋后有果树，山水温润宁
静，吸引来各地游客。我做记者
的第一次户外采访便是这里。

连 着 阳 坪 的 ，是 青 杠 坪 村 。
这上面有一所小学，汶川大地震
中，这里也遭受了重创。那时，我
们上来采访报道，作协向学校捐
赠了本地作者的书籍，其中包括
我的两本书。赠人玫瑰，手留余
香，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孩子怎
么样了呢？

村庄依然是村庄。但它的今
天与昨天相比却早已大变样。兴
衰起落，承载着一方风土人情。

茶树、牛奶、农家乐，清风、明
月、花园房。阳坪之美，在无声无
息中蔓延；阳坪之秀，让人心怡
神往。

这里是阳坪，阳光的阳，草坪
的 坪 。 它 正 朝 气 蓬 勃 地 向 前 、
向上。

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作
协社会联络部主办，中 国 环 境 报 社 、四
川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四 川 省 作 协 承 办 的

“大地文心”生态文学作家采风活动近
日走 进 四 川 ，“ 人 民 艺 术 家 ”国 家 荣 誉
称号获得者、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
王 蒙 先 生 欣 然为采风活动录制视频寄

语，并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在近 40 分钟的对谈中，王蒙先生深

情回忆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与环境文学结
缘及参与活动的经历，阐述了作家在书
写自然、弘扬文化、促进保护方面的责任
与义务，并分享了自己日常生活中关心
环保、参与环保的生动案例与细节。

◆王琳琳

生态环境文学的参与者、
推动者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王蒙先生便
与生态环保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 时 ，中 国 环 境 报 副 刊“ 绿 地 ”从
1985 年起先后开展“祖国环境美”“胜利
杯”“绿色三明杯”等多次环境文学征文活
动，大量的环境文学作品应运而生。随
之，陆续开了八次作家座谈会，讨论环境
文学创作和发展问题。

这些活动得到了众多知名作家朋友
和业余作者的热心关怀和积极支持。这
些知名的作家中，起到核心与关键作用的
就有王蒙。

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时任国家环保
局局长曲格平谈到，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环
境挑战，包括土地沙化、森林减少、气候变
暖、臭氧层破坏等，这些都给人类生存带来
威胁，希望作家们在拿起笔讴歌人们美好心
灵、祖国壮美河山的同时，也要鞭挞某些
因袭的愚昧，来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

当时，有作家建议，应把大家组织起
来，并尽快建立一个发表环境文学作品的阵
地。这个主张得到与会作家的一致拥护。

经过王蒙和知名作家冯牧以及时任
中国环境报副刊部主编高桦等人近一年
的努力，环境文学研究会在 1992 年初正
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王蒙倡议创办一
种环境文学刊物，并亲自起名为《绿叶》，
得到大家的赞同。

1992 年 1 月，《绿叶》杂志正式创刊。
在创刊号上，王蒙倾情写下了文章《赞美
绿叶》。文章里，王蒙深情地写道“我们赞
美象征生命的绿叶，我们欢迎它的降生”，
并呼吁“让我们拥有更多的绿树和绿叶
吧，让我们做一片又一片的能够起一些净
化空气和调节湿度作用的绿叶吧，让我们
呼吁减少一点化学污染、噪声污染、水土

流失、沙化和野生动植物的毁坏吧，让我
们生活在更加美好、更加纯洁、更加健康
的生态环境中吧”。

王蒙在文章中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作
家 天 生 应 该 与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者 携 起 手
来”，“作家天然是环保工作者的同盟军”。

王蒙说，作家总是更容易接受环境保
护的理论和实践，并非作家都懂多少环境
保护的理论和知识，而是说作家毕竟更富
有对于自然、对于祖国河山、对于一切生
命的感受和热爱。作家也往往更早一点
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发出保护自然、保护环
境的呼声，警报环境破坏的危险。

在以后很多重要的场合，王蒙都向外
传达着同样的观点和看法。已故作家赵
大年记得，在一次会上，王蒙说，过去都讲
战争和爱情是文学的两个永恒的主题，我
看还应该加上环境这个主题。

此外，王蒙先生还付出大量时间和心
血，推动了两次世界环境文学研讨会的召
开，团结和联系了一大批国际生态文学的
创作者，促进了生态文学和生态文化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

王蒙先生身体力行，极力推动着环境
文学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全民生态环境意
识的提高。

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
写作者和记录者

作为著作等身的文坛大家，王蒙先生
体味过“半生多事”的苦难艰辛。但他始
终保有“九命七羊”、永不言败的激情与活
力，始终不变地热爱着生活，热爱着大自
然，从大自然中汲取能量和智慧。

他十分热爱大自然。
1997 年，王蒙前往北京郊区雕窝村

居 住 写 作 。 他 十 分 享 受 那 里 清 新 的 空
气。看满山的柿子、山楂、板栗、梨、杏与
花椒，欣赏那里的石与土峰，既有奇石峭
壁，也有郁郁葱葱，仿佛不论哪一块都是
李可染画出来的。

在他的眼里，雕窝的小动物也“实在
可爱”。当时，他住的屋子外有一盏电灯，
有一天，拉线电门突然不灵了。经过检查，
最后发现是一只飞蛾往电门内部甩了卵，成
为不良导体，隔断了电路。村里还发生过一
次自来水停水事故，经查，是因一条小蛇
咬断了电源线。至于雕窝的虫声、鸟声，
更是盛大的交响乐，“是一个天籁乐队”。

王蒙享受着这样的田园风趣。曾经，
他与金宏达在雨中举伞漫步，来回有十四
五里地，但他却说，“人生能浇几次雨？风
风雨雨，不也正是人生的乐趣吗？”他也曾
好几次在入冬前，欣赏赞叹着遍山遍野的
怪石，体味着寒风渐起的肃杀，观看归林
的倦鸟，心中生出无限感慨。

在大自然中，王蒙体会着人生快乐的
极致。曾经，他从一句“明月落山中”这样
的佳句出发，写下了很多关于“明月落山
中”的诗句——

明月落山中，世界经水洗。
……
秋月升悬镜，星辰近可语。
……
皓月正当空，高居临广宇。
高洁自无言，含羞更岑寂。
……
月清不自骄，月满不自溢。

高处不胜寒？冷暖知而已。
……
既是写月亮，也是写自己。王蒙以月

为榜样，以月为风格，也被月亮感动着、吸
引着。

王蒙还下决心务过农，种过蔬菜、玉
米以及一大片草莓。后来，他还种过很多
树，专门从遵化东陵移来了两棵梨树、两
株 黄 杨 、一 株 香 椿 ，还 找 人 嫁 接 过 柿 子
树。一株长得很好，另一株也嫁接成活，
但因为遭遇“非典”，嫁接好的柿子树最终
也夭折了。

第二年，王蒙又将柿子树嫁接了一次，
极为不放心。即使不在北京，出了国，他还
惦记着打越洋电话给孩子，嘱咐他们把母树
上出的芽摘除，保证柿子树能成活。

此外还有一株杏树、两株小核桃树，
不论走到哪里，都是王蒙心里所惦念的。

他说，“有树木可以越洋挂念的人是
幸福的。树木就是亲人。”他也写过小说

《无言的树》，托物言志，表达了对树木的
敬意。

有一首诗，王蒙先生十分喜爱，可以
说表达了他的心声。那就
是——

草密虫啼好梦酣，一腔
平淡爱高山，

怡然叹咏晴空夜，欲枕
星辰抱月眠。

“一腔平淡爱高山”，写
得多么好。这是王蒙先生
的胸襟与情怀,也是他一生
的追求。

阳坪揽风阳坪揽风
◆◆山眉山眉

本报综合报道 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
第三季近日举行启动仪式。九位
历史文化遗存负责人用简短陈词
表达了参与节目愿景，并揭开了
第三季文博资源的神秘面纱——
北京故宫、西安碑林、布达拉宫、
莫 高 窟、苏 州 古 典 园 林、秦 始 皇
陵、孔庙孔林孔府、殷墟、三星堆

等，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无穷魅力。
《国家宝藏》前两季获得了不

错的收视口碑，节目创造性地践
行了“让文物活起来”，使观众通
过这个节目更加热爱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据了解，第三季预计将于 12
月 6 日在央视播出，共 10 集，每集
100分钟。

文化快讯

《故宫日历》推出十二载典藏版

献礼紫禁城建成600年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故宫出版社 23 日限量推出《故宫
日历》十二载典藏版，献礼紫禁城
建成 600年。

十二载典藏版《故宫日历》完
整囊括自 2010 年至 2021 年的十
二册日历，收录了 4300 余件文物
珍品，涵盖陶瓷、青铜、绘画、法
书、玉器、雕塑、宫廷珍宝、明清家

具等各个文物门类，意义厚重而
深远。

此外，典藏版同时附有“紫禁
城建成 600 周年纪念券”和故宫
博物院典藏晚清梅派画家任预

《十二生肖图》的高仿图册。典藏
版已在京东首发，故宫博物院官
方旗舰店开始预售，院内故宫书
店也即将上架。

《国家宝藏》第三季下月开播

文化快讯

对话王蒙——

一腔平淡爱高山
——王蒙先生的绿色情缘

◆本报记者王琳琳

中国环境报：您如何看待文学与环保的关系？如
何吸引更多作家加入到保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美丽
中国的队伍中来？

王蒙：让文学家歌颂自然，我觉得这个太不难了，是
很容易做到的。我曾经说过，作家天然是环保工作者的同
盟军，作家天生应该与环境保护工作者携起手来。

这并不是说，作家都懂多少环境保护的理论和知
识，而是说作家更富有对于自然、对于祖国河山、对于
一切生命的感受和热爱。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里会很
自然地流露出对生态、对大地、对天空、对海洋、对空
气、对山林、对江河湖海的关心与热爱，有很多写自然
环境、写可爱动物的作品，童话也有很多，比如义犬救
主，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

“善有善报”等观念。
从另外一个角度，作家往往也能更早一点自觉或

者不自觉地发出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呼声，警惕环境
破坏的危险。有很多嘲笑、抨击破坏自然、残害生命的
作品，比如契诃夫的《草原》《万尼亚舅舅》，文字里充满
了对生态破坏的忧虑。

当然，也有一些文学描述按现在观念来说落伍了，比
如说武松打虎，以前彰显的是武松武艺的高强和内心的勇
敢。现在见虎再打就不行了，因为虎变得越来越稀缺。我
看姜戎的《狼图腾》，觉得狼也很可爱，我可喜欢了。

中国环境报：您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和建议？

王蒙：生态环境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很
重视运用文学的力量，加大对环境文化的宣传教育力度，
现在已经几十年了，一直在坚持做着。我也有幸参与过环
境文学杂志《绿叶》杂志的创办，以及有关活动，所以我很
愿意和咱们环境工作者保持密切联系，互相支持。

《绿叶》杂志团结和动员了一大批关心生态环境保
护、普及推广全民环境意识为己任的作家，刊登了一大
批书写祖国壮丽山河，描绘大自然和人与自然美妙和
谐关系的文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阵地，可以继
续做下去。

另外，你们中国环境报的“大地文心”生态文学征文活
动以及采风活动也非常棒。祖国大地，壮丽山河，有太多
太多地方、太多太多人值得记录，走也走不完。

中国环境报：和之前相比，您如何看待当前人们的
生态环境意识？

王蒙：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对生态环
境保护的重视前所未有，公民的生态环境意识越来越
深入，人们已经意识到再也不能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了。但是，我们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的成效并不稳固，面临的污染治理形势还很严峻，这
就需要不断开创新局面，吸引更多人加入到美丽中国
的建设中来。

当前，针对环境问题，我们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
许多污染大的企业和工厂得到治理，政府和企业投入
大量资金对设备升级改造。前些年，雾霾现象非常严
重，但这两年比过去好多了，所以只要真正重视环保，
很多问题是能解决的。

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仍然面临各
种阻力，许多令人痛心的现象仍然在发生，比如乱砍滥

伐、捕食珍稀野生动物、污染水源等……有些人为了自
己的蝇头小利，竟然做出了污染环境的大恶，甚至瞒天
过海、隐瞒真相，或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些都是非
常不好的社会风气。

这当然是文学最为关心的事情，也是作家、知识分
子以及全体公民有切肤之痛的事情。作家对这类现象
或行为予以关注、有所声讨、进行谴责，是文学的天职，
也是写作者的使命与责任。

中国环境报：请问您平时会关注哪些具体的生态
环境问题？有哪些绿色环保的小习惯？

王蒙：我虽然实际接触的不是很多，但是日常生活
中非常关注和留意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现象。比如，我
看到北京很多工地的砂石土堆，在施工过程中都加罩
了网布，我感觉很不容易。因为要增加很多成本，付出
很多劳动力。但是，如果不立即行动，不关心环境，我
们将来吃的亏就更大，损失也更大。

一些环保的习惯，我比较注意，但做得还不够。像
节约用水、垃圾分类，还有节约粮食，避免餐饮浪费以
及少用塑料等，都是人人应该践行的绿色生活习惯。

我还注意到商品的过度包装造成的浪费太多了，
里三层外三层，有时真是气得不行。其实，商品的好坏
与否，与外在的包装并无关系。小时候，买的月饼并没
有多少包装，但吃起来非常美味。我们应该力行俭朴，
不应该把资源浪费在这些外在上。

中国环境报：好的自然环境对您的写作，有没有作
用和灵感启发？

王蒙：当然。一个写作人，写作的时候需要精神非
常的集中，需要有足够纯洁的空气氧气。一个写作者，
不太可能在雾霾天气中或吃着被污染的食物，还能保
持很好的创作状态，让大脑维持活跃的强度和活力，这
是很难做到的。

每年，我很重要的一段写作时间，就是夏天到中国
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进行创作。我大概在那儿 50
天左右，但是在那儿 50 天的时间，比在北京三四个月的
时间还出活。所以，我常常在那儿把一个作品大体构
建出轮廓，或者在那儿最终完成一个作品。

所以我想，好的环境对一个写作人来说，是一件非
常有福气的事情。

王蒙先生为本报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