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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如果呼吸有味道的话，那一定的甜润的。
如果歌声有颜色的话，那一定是翠绿的。
如果赞美有温度的话，那一定是炽热的。
叩问时空，对于这片土地，丝毫不吝啬对她的赤子情深，绝

非你侬我侬的低吟浅唱，而是平仄起伏的引吭高歌。因为那里
的鱼米之乡养育过我，那里的唐宋遗落陶染过我，那里的温婉江
南润泽过我，

东南西北中，山田林湖草。得益于大自然慷慨馈赠，自古至
今，江西便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唐代韩愈劝朋友“莫以宜春
远，江山多胜游”；宋代苏轼赞誉“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
底江”。山高水长，千年时光。过往繁星，岁月斑驳。但这幅风
光旖旎的大江西画卷，胜境依旧、魅力无限，天蓝、地绿、水净，自
然之美、生态之美，一览无遗。固然，这和新时代的江西人，珍
爱、保护这片山山水水密不可分。

这是具有江西特色的“凡尔赛文学”体正确姿势。“高调”的
炫耀来自于低调的底气。

保护好鄱阳湖一湖清水，再现“秋水共长天一色”。犹记得
十多年前鄱阳湖岸边的猎鸟枪 声 ，惊 恐 了 来 自 西 伯 利 亚 的 尊
贵 客 人 。 殷 红 的 鲜 血 ，洁 白 的 羽 毛 ，被 惨 烈 映 衬 ，猎 杀 只 为
那 一 口“ 天 鹅 肉 ”，荒 唐 至 极 、愤 怒 至 极 。 大 痛 必 然 大 治 ，如
今 ，那 些 高 空 林 立 ，只 为 捕 杀 鄱 阳 湖 白 天 鹅 的“ 天 网 ”，已 经
全部销声匿迹。给天鹅和白鹤们一个安全的家，不再是童话
故 事 。 江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审 议 通 过 了 白 鹤 为“ 省 鸟 ”，沿 湖
政府设立专门保护队伍时刻监护，候鸟天堂名副其实，候鸟
又可以尽情栖息、繁衍、迁徙……关闭沿湖污染企业，禁止鄱
阳 湖 捕 鱼 ，实 施 渔 民 上 岸 工 程 ，为 保 护 一 湖 清 水 ，全 国 最 大
的 淡 水 湖 正 在 治 愈 ，焕 发 勃 勃 生 机 。 落 霞 之 下 ，飞 鸟 成 群 ，
长天一色再现。

打造好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续写“风景这边独好”。山江
湖工程、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长江沿岸大保护……这是
富有时代印记的江西符号，见证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与实
践，让江西成为生态“优等生”。生态补偿机制、河长制、林长制，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治山理水、显山露水，江西让绿色
底色成色更足了，生态发展亮色更亮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品牌更
响亮了。

践行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共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如何守护故土家园，好让 后 人 诗 意 栖 居 的 蓝 天 净 水，为
子 孙 后 代 留 下 一 片 秀 美 山 川 ，这 是 时 代 之 问 ，也 是 时 代 之
责。赣鄱大地上孕育一场发展理念的变革，红土地上掀起一
场 绿 色 革 命 。 江 西 坚 持 践 行“ 两 山 ”理 论 ，深 刻 把 握 历 史 方
位和发展大势，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将清
新 的 空 气 、清 洁 的 水 源 、良 好 的 环 境 ，与 土 地 、资 本 、工 业 产
值 视 同 为 发 展 要 素 保 护 好 、利 用 好 、发 展 好 ，书 写 绿 富 美 的
逆袭故事。坚持将“两山”理论作为价值准则和行动指南，推进
绿色发展，释放生态红利。倡导绿色生活、品味生活，实现人与
自然共荣共生、和谐发展。

晋代陶渊明写九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宋代辛弃疾
写上饶“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无不是江西生态文化
源远流长的写照。滴水藏海，告别千年农耕文明，在新时代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中，江西江山如故、山水依存。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江西籍大文豪王安石曾写“一水护田将
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无巧不成书，践行“两山”理论，今日江
西，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有了全新的历史书写，
有了更加丰富的现实语境，有了更加充沛的想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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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是色彩撒欢的季节。大地在这
个季节变得明亮，红的橙的黄的，纷纷披
挂在山坡上，倾泻在河谷间，恣意在街巷
里，铺陈在公园中。

然而，走进青神，色彩一下变得纯粹
起来，大片大片的绿中泛着蓝，大片大片
的蓝中泛着绿。正疑问，同行的作家朋
友告诉我，这就是青色，青神的“青”。

青神是青色的。青色是一种颜色。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竟一直忽视着这
种颜色。虽然学过几天绘画，对色彩却
比一般人还不敏感，常把绿说成蓝、蓝说
成绿，有时是口误，有时是茫然。

第一次到青神，我就撞到了“青”。
资料说，青神县因古蜀王蚕丛“着青衣教
民农桑，民皆神之”而得名。资料还说，
全 国 仅 有 两 个 县 名 中 有“ 神 ”字 。 在
1400 多 年 的 时 间 里 ，青 神 县 曾 是 青 城
郡、青衣县、青城县……但“青”字一直没
变过。青神县域也有青衣江、青衣渡、青
衣祠、青衣大道等含“青”的地名。不仅
如此，青神人还长期保持着穿青蓝色衣
裤的风俗，老年人常头裹青色布帕或纱
帕，一直沿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记住了“青”。

世界上，不，是中国，居然有一种颜
色，有如此诗意的表达。青色，究竟是一
种什么样的颜色呢？

西方色彩理论的核心是红、黄、蓝三
原色，而中国古代就有红、黄、青、白、黑

“五正色”之说，“青”居其间。西方人重
逻辑，色彩理论基于实验和细胞学说；中
国人重体验，色彩理论是通过体验感知
和想像而获得的。汉字“青”的造字原理，
有草木说和矿石说两种主流说法。草木
说认为“青”指草木初生的颜色。在金文
中，“青”字从生从井（一说从丹），《说文·
生部》讲“生，进也。象艸木生出土上。”矿
石说则认为，书画常称为“丹青”，丹是一
种红色的矿物颜料种红色的矿物颜料，，也叫朱砂也叫朱砂，青自然就
指青色的矿物颜料了指青色的矿物颜料了，，是指共生的孔雀石是指共生的孔雀石
和蓝铜矿和蓝铜矿，，总体上或呈蓝绿色总体上或呈蓝绿色，，或呈绿带
蓝色蓝色，，或呈蓝带绿色或呈蓝带绿色。。

真得佩服中国古人的智慧真得佩服中国古人的智慧。。这种绿
蓝不定蓝不定、、近乎于绿蓝之间的颜近乎于绿蓝之间的颜色就是青
色色。。物理学测定太阳光七色光谱物理学测定太阳光七色光谱，，“青”正

介于“绿”和“蓝”之间。查阅第二版《汉语
大字典》，“青”字表示颜色的词条有 4 条：
春季植物叶子的绿色；深绿色；蓝色；黑
色。英语中，“青色”并没有对应颜色的词
汇。这里出现了“青”的“黑色”义项。而
用“青”来表达黑色，中国古人大抵是经过
考究的。就像人们常用“青”来形容人的
眼睛或头发，如“青鬓”“青丝”用来形容年
轻貌美，“青睐”“垂青”则表示对人的喜爱
和器重。“青”代黑色，并不是替了黑色，本
质是深青近黑，泛着深蓝或深绿光泽，深
青得生动青得生动、、亮润和波光粼粼亮润和波光粼粼。。

青神县青衣大道旁的青衣神广场青神县青衣大道旁的青衣神广场，，十十

多米高的青衣神塑像手持一张桑叶，端庄
肃立，衣衫飘逸，目光炯炯仿佛直达远古，
那些至今存活在人们心里的故事，沿着那
身青衣一代一代传承。只是塑像用材是
当地产的赭红石头，青衣神没能着上青
衣，手持的桑叶也不是青青的桑叶。

但也不难看出，古蜀国农耕文明发端
之际，在蚕丛氏的审美视觉中，青色是一
种时尚、一种风习、一种独具内涵的中国
色。有意思的是，地图上的青神县酷似一
张桑叶，主叶脉是岷江，左右分为东山和
西山，思蒙河等五条支流河延伸进群山腹
地，构成了清晰的叶脉脉络。

我惊艳于青神的青。在五彩缤纷的秋
季，青神依然是青色的——江河青青，群山
青青，田野青青，炊烟青青，鸟鸣青青……

青色，青神大地的底色，自古而来，自
然而然。

尽管青神一年四季都是青色的，但还
是有所差别。只因在春天，漫山遍野青青
的竹子，让它的青得更盛大、更浓烈。

青神的竹子比蚕桑还要久远，这是我
没有想到的。先于蚕丛栽桑养蚕，新石器
时代的先民就在青神用竹篓装石治水、编
竹器用于生活。到了唐代，青神有了竹制
品交易市场。清代光绪年间，青神竹编

“宫扇”被列为朝廷贡品，现在还有一把收
藏在沈阳故宫博物院。

如今，竹子离我们的生活更是贴近。
在外形如青笋状城堡的中国竹艺博物馆
里，竹制品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平面竹
编、立体竹编、瓷胎竹编和竹家具一应俱
全，竹产品多达 3000 余种。

七十多岁的竹编工艺大师陈云华神
采奕奕，话声朗朗。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传统餐桌出现了公筷潮，陈大师迅速
研发推出了一款竹制分餐夹，上市两个月
就卖出三万多把。午饭的时候，我们用到
了这款精巧的“筷子伴侣”，相对于公筷，
分餐夹更有辨识度，青竹制作更具情义、
更有温度。

竹子还被抽成丝，剥成纱，绘成画，编
成多彩的美好生活。竹编画“清明上河
图”是竹艺馆的镇馆之宝，用篾细如发丝，
织品薄如蝉翼，画面光洁如绸，栩栩如生，
呼之欲出，细看则有青青竹色隐隐浮现、

飘逸而出，直沁心脾。
在斑布产业园，竹则化纸浆为神奇，

成为竹本色纸品。竹本色制品，以竹代
木，倡导“简单、适度”的生活理念，最大程
度保留竹纤维的抑菌性能，实现生物质资
源化可循环利用，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在青竹镇竹纤维创新工场，斑布纸基
培育出的绿豆苗、赤小豆苗繁茂生长，青
得欲滴，翠得可人，宛若一个个簇拥在一
起的小精灵，在桔黄色灯光的映照下，美
丽、妖娆，充满魅惑的力量。

如果说，青衣神和桑蚕是青神与古蜀
文明交流的一种语言，那么，竹则是青神
与世界交流的另一种语言。青神竹编甲
天下，青神竹艺制品早已远销欧美、日本
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毫无疑问，青色是上苍赐予青神的秘
语，悠远绵长，又恰到好处。

为了守护青神的“青”，眉山市和青神
县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开展小
流域治理“六大行动”，修复竹林、湖泊、湿
地，创新建立大气污染防治“点长制”，实
现“空天地车人”科技精准治气。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萤火虫作为反映生态指
标的物种，近年来大量出现在青神县天池
村清溪旁，中岩寺涧道上，黄水凼竹林间，
形成了大规模的“竹里萤光”夜观美景。

离开青神前夜，我们下榻川西建筑风
格的青神竹里院子，小青瓦、粉白墙、飞檐
斗角，院内 300 余种世界名竹环绕，屋内
全竹家具布陈，归家的感觉蓦然而生。我
躺在竹床上，拉开窗帘，窗外竹林拖着青
青的影子，时而伴随婆娑的微响，向我的
梦乡我的童年走来。恍惚中，无数只萤火
虫在青青小院里飞腾起舞，萤火摇曳，扑
闪扑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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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眉州生态好，这一点在汉代民俗
陶俑和唐宋文人诗词所反映的当地物产
情况，可以见得。汉代川俑中，有大量的
水田鱼塘之类的生活情境。薛涛、黄庭
坚、杨万里于荔枝的叙述，直接将四川盆
地的年平均气温，提高了好几度。杜甫绝
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据说描绘的就是眉州彭祖山下的江口。

受地球大环境变化的影响，眉山的气
温没有千年前那么高，水量也没有汉唐充
沛，但眉山的山川还能再现唐诗宋词的景
象，风物依然坚持千年生态的品质。

比如，“白鱼紫笋”，历代文人笔下津
津乐道的风物。

白鱼就是“白鰷”或“白鯈”，一种天然
水域出产的江鲦，在我的老家洪雅称其为

“白条子”。据说，“白条子”对水质的要求
近 乎 苛 刻 ，稍 微 一 点 风 吹 草 动 ，就 活 不
了。出山泉水清，清水出白鱼，吸取山川
精华的白鱼，自然肉质也相当讨人喜爱。
小时候，偶尔还能尝尝，后来越来越难以
见到，加上禁渔，更成为一种奢侈记忆。

不过，奇怪的是，近来街面餐馆，一夜
之间又卖上“白鱼”。哪儿来的呢？不会
是冒充的吧。但看其形貌，又符合“长仅
数寸，形狭而扁，状如柳叶”（清·王琦）的
描述。来一条，果然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价格呢？29 元一斤，跟猪肉一个等级。

便纳闷。老板笑道，说是本地养殖。养
的？那鱼可挑水源了。我表示怀疑。老
板又说，现在水土生态好，不仅娇气的“白
条子”能养，就连黄辣丁、土凤、松花等原
来要卖几百上千元的珍稀品种，都可以养
了。技术的开发是一个方面，水质的改善
或是根本。也就是说，眉山乡下渠塘田池
等人工水域，已然接近东坡笔下的“玻璃
江”了（苏轼《送杨孟容》：“我家峨眉阴，与
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

“紫笋”非笋，而是一种绿色茗品，在
明人钱椿年的《茶谱》中名列天下第二（第
一是四川雅州蒙顶石花，第二是浙江湖州
顾渚紫笋）。以诗词写紫笋，印象比较深
的，有两个人。一人是元人冯子振，写道：

“一枪旗，紫笋灵芽，摘得和烟和雨。”（《鹦
鹉曲·顾渚紫笋》）从其描述，我们可以想
见紫笋的形色，还有烟雨缭绕的生长环
境，大致如今天的杭州灵隐寺的龙井。另
一人是乡贤苏轼，他在《寄蔡子华》里讲，

“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第
一次把“白鱼”“紫笋”并提，而且还提到家
乡“青衣江畔”。东坡先生写此诗时，在杭
州任上。杭州自然能常喝到名贵的“紫
笋”，想来要吃上奇货可居的“白鱼”，也不
是难事，为何先生却念念不忘家乡“青衣
江畔”？原来是家乡的“白鱼紫笋”，稀松
平常，“不论钱”！

关于此诗，是否可以作如下猜测是否可以作如下猜测：青
衣江畔盛产“白鱼”和“紫笋”茶，质量的确
不比江南的逊色。青衣江水特别好。“白
鱼”出青衣，旁敲的“鱼”，侧击的是“水”，
好水泡好茶。好是啥，“紫笋”啊。“白鱼紫
笋”，言外之意，青衣江中水，青衣江畔茶，
此水此茶，天作之合，堪比灵隐寺虎跑泉
泡龙井。

今天的青衣江畔茗品，叫“雪芽”。“雪
芽”乃“竹叶青”之极品，以芽之老嫩、形色
美感区分上下等级。

正宗的“雪芽”，出自青衣江畔。那里
茂林修竹，流泉飞瀑，森林覆盖达到七成
以上，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春夏尤多雾
霭。林下溪畔，种茶人家自然结成村落。
得此天时地利，当地的“竹叶青”色如春
雪，形如竹叶，为“论道”极品。

既是名茶，其种、采、制、艺诸般功夫，
便十分讲究。生长时，不得施以化肥农
药，确保其绿色品质。采摘条件又极其挑
剔。清明前后三五天，选雨后初霁时，轻
采茶之嫩芽，即时制作。其制法颇为古朴
精制。先取铁锅一口，以微柴火去青。再
利用锅里余热，用手碚、摔、拍、筛、挤、压，
致茶上毫成形。其中动作，若燕飞，若鱼
游，灵巧多变，难名其状。

冲泡也极其讲究。碗要用白瓷碗，水
要用青衣江两岸山泉。取白瓷茶碗，以泉

烹之。须臾，便见水里茶针悬垂，雀嘴微
开，宛若修竹新篁，久旱逢雨，煞是可爱。小
啜一口，一缕山野清香，自远而近，浸人心
脾。仿佛左右两腋，真有习习风生。冲泡此
茶，城里人所用各种所谓的矿泉水，再贵也
不可取，得用新鲜山泉。否则，其形色味
皆相去甚远，徒有“雪芽”的虚名了。

果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吾乡两江，岷水青衣。“锦
水（岷江）细不见，蛮江（青衣江）清可怜。”

（苏轼《初发嘉州》）东坡先生之于乡土的
情绪，溢于言表。青衣渔火，绿茶蔬果。
岷水清明，圣比玻璃。若说“共饮玻璃江”
是穿越时空的诗意夸张，那么“白鱼紫笋
不论钱”，不仅是东坡先生的诗意渲染，也
是对家乡风物实实在在的叙述。这样的
叙述，直到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能感
受到其鲜活生气，娓娓道来，迎面扑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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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态文学写作的代表人物，著名作家哲
夫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脱贫解困的攻坚
决战之年，拿出一部记录和反映中国生态扶贫的
作品《爱的礼物》，其镜头从山西岢岚的生态扶贫
现场切进去，视角又辐射向中国乃至世界，其展
示的山西故事，不仅对于当代中国具有现实意
义，而且对世界具有现代意义。

《爱 的 礼 物》是 作 家 以 诗 性 切 入 和 思 想 引
领 拥 抱 现 实 的 时 代 之 作 。 自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中 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
这变化，融汇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沧桑之变，融
汇 了 中 国 建 设 发 展 的 跨 越 之 变 ，凸 显 了 中 国
富 强 崛 起 的 惊 世 之 变 。 这 一 切 ，赋 予 了 文 学
以 重 新 审 视 历 史 和 崭 新 抒 写 现 实 的 机 遇 ，也
赋 予 了 中 国 作 家 一 种 历 史 使 命 和 时 代 责 任 ，
而 哲 夫 ，无 疑 承 接 和 担 负 起 了 这 个 责 任 和 使
命 。 作 为 在 场 者 目 击 者 亲 历 者 ，哲 夫 真 实 见
证 和 记 录 了 这 个 变 化 的 时 代 ，如 实 反 映 和 记
述了改变这个时代的人和被这个时代改变的

人 ，切 实 表 现 和 抒 写 了 这 个 时 代 变 化 着 的 人
的情感思想和变化着的作家的情感思想。而
且 他 不 仅 仅 是 现 在 ，而 是 在 进 入 21 世 纪 的 时
候 ，就 执 着 于 书 写 新 时 代 的 中 国 故 事 ，以《执
政能力》《水土中国》《辋川烟雨》《景感生物》，
给中国当代现实和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一种
生 动 真 实 的 历 史 纪 录 和 切 实 可 信 的 时 代 抒
写 。 这 个 意 义 上 ，《爱 的 礼 物》是 一 部 跳 动 在
中国历史与时代脉搏里的纪实诗篇。

《爱 的 礼 物》是 作 家 在 生 态 环 境 抒 写 和 脱
贫 解 困 题 材 上 的 超 越 之 作 。 在 作 品 中 ，哲 夫
以 生 态 视 角 观 察 和 采 写 扶 贫 解 困 问 题 ，发 现
并抓住了一个具有深广现实意义和现代意义
的 写 作 角 度 ：生 态 脱 贫 或 生 态 解 困 。 中 国 是
一 个 农 业 大 国 ，有 7 亿 多 农 民 ，约 占 我 国 人 口
总数的一半左右。我国高度重视农村贫困人
口 的 脱 贫 摘 帽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划 时 代 的 历 史
举 措 ，如 取 消 农 业 税 收 ，设 立 农 业 补 贴 ，推 进
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城市化等。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出发，把
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 标 的 重 点 任 务 ，作 出 一 系 列 重 大 部 署 和 安
排 ，全 面 打 响 脱 贫 攻 坚 战 。 生 态 扶 贫 和 生 态
解 困 ，正 是 其 中 的 现 实 路 径 和 选 择 之 一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这 是 生 态 文 明 时 代 中
国绿色富民的金光大道。哲夫超越生态文学
以 往 的 范 式 ，发 掘 了 岢 岚 农 民 在 绿 水 青 山 间
铺 开 绿 色 化 种 植 创 造 金 山 银 山 的 故 事 ，也 跨
越 了 扶 贫 解 困 题 材 的 一 般 模 式 ，呈 现 了 岢 岚
农村在绿水青山上推起绿色化养殖再造金山
银 山 的 传 奇 。 这 个 意 义 上 ，《爱 的 礼 物》是 一
部流淌在中国生态文明和生态扶贫时代浪潮
里的现实主义理想之作。

《爱 的 礼 物》是 作 家 在 全 球 背 景 视 野 和 人
类发展意义上的奉献之作。哲夫是一位具全
球视野和人类意识的作家。他的视线不仅仅
聚焦于山西岢岚一隅，而是怀揣全球视角，生

动形象典型地呈现了生态扶贫或生态解困的
中 国 方 案 、中 国 方 式 、中 国 故 事 和 中 国 道 路 ，
让 人 们 看 到 ，中 国 创 造 的 生 态 扶 贫 生 态 解 困
道 路 ，不 仅 仅 是 解 决 中 国 生 态 问 题 和 贫 困 问
题 的 现 实 道 路 ，也 是 全 人 类 可 以 借 鉴 可 以 践
行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道路。就像哲夫所
言，中国政府的锐意脱贫攻坚，绝非仅仅一国
一 地 改 变 贫 困 和 饥 饿 的 努 力 ，而 是 具 有 世 界
意 义 人 类 意 义 的 实 践 和 贡 献 。 这 个 意 义 上 ，

《爱的礼物》是一部跳跃在中国纪录和全球视
野里的大气之作。

哲夫说，《爱的礼物》纯属另类生态环境文学
读本，岢岚只是地球生态的一个生态切片，我们
每个人无不如此。在这个地球生态系统中，人是
构成人文生态系统的具体，每一个人都会起到好
或坏的生态效应。把农民从对土地的无度垦殖
中解放出来，其实也解放了土地本身。这是一种
双向的解放，其意义深远而宏大。这可以看作是
哲夫作品的自我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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