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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为进一步繁荣生态文学发展，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生态环境部、中国作家协会将于 2021 年 6 月-12 月，面向
全社会组织开展第四届“大地文心”生态文学作品征文活
动。承办单位为中国环境报社，支持单位为《人民文学》
杂志社。

征文主题
反映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和成

效；展示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
设美丽中国的决心和行动；记录广大公众参与生态环境
保护实践的故事；反思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讴歌自
然生态环境之美、展现可喜的环境变化等。

中国环境报将开设专栏，对应征作品择优刊发。《人
民文学》杂志社择优刊发。优秀作品将收入“大地文心”
第四届中国生态文学优秀作品集。

征文作品要求
1.作品须传递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突出生态文学特

色，倡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热爱自然的理念和精神；
2.文章真情实感，语言活泼生动，结构表达完整，避

免大话空话套话；
3.体裁以报告文学、小说、散文等为主，其中，报告文

学以短篇为主，字数 4000 字以内；通讯、散文、小说 2500
字以内；评论 1800 字以内；

4.所有作品须为原创作品，未公开发表，如因抄袭、
盗用他人作品或歪曲事实等情况产生纠纷，由作者负责。

5.征文作品版权归主办单位所有。
征文投递
1.所有稿件均注明作者真实姓名、笔名、联系地址和

电 话 等 ，以 Word 格式发送至征文专用邮箱：dadiwenx-
in@sina.com。

2. 联 系 方 式 ：中 国 环 境 报 社 文 化 教 育 部
010-67112251

第四届“大地文心”生态文学作品

征文启事走上
◆陈应松

《草木来信》是一部关于植物
的散文集，部分篇章在《天涯》《钟
山》等杂志发表，作者为江苏青年
作家张羊羊。全书选取了 56 种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植物，诸如青
菜、韭菜、燕笋、莴苣、汉菜、霞菜、
马兰、萝卜、茄子、茨菰等，作者以
细腻的文笔为读者再现了一个富
有生活气息、诗 意 空 间 、本 真 之
心的植物世界。在作者对植物
的 书 写 中 ，植 物 本 身 的 习 性 特
点 ，文 学 作 品 中 植 物 被 赋 予 的
象征意义，以及作者的赤诚之心，
共同形成了文本独特的文学气质
和美学品格。

新书推荐

作者：法利·莫厄特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 年 6月

《鲸 之 殇》为 加 拿 大 作 家 法
利·莫 厄 特 为 鲸 类 发 声 的 经 典
之 作 ，讲 述 了 一 头 怀 孕 母 鲸 被
困 海 湾 ，被 人 类 无 情 射 杀 的 悲
惨故事。人类无情而残忍的扫
射，雄鲸不离不弃的守候，作者
努 力 而 徒 劳 地 寻 求 救 援 ，整 个
故 事 温 馨 与 悲 伤 、残 酷 与 绝 望
相 交 织 。 此 外 ，全 书 亦 详 细 梳
理 了 两 三 个 世 纪 以 来 ，世 界 各
大 海 域 中 所 有 鲸 类 惨 遭 屠 戮 、
几 近 灭 绝 的 真 实 情 况 ，揭 露 了
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无限膨胀
的 欲 望 ，批 判 了 人 性 的 自 私 与
丑陋，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具有
强烈的警示意义。

作者：张羊羊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 年 3月

《草木来信》

《鲸之殇》

我小时候对荷花就不陌生，因为那时村
里有个“藕坑”，夏季各种颜色（以红白为主）
的荷花开得满满的，我常在坑边观赏、玩耍，
回到家便用水彩块在硬纸上涂鸦。母亲经
常给我煮菱角、炒藕片吃，讲述与荷花有关
的故事。父亲常用大草书写周敦颐的《爱莲
说》，讲解其中的字句，还给我取过一个号：

“不染不辩”。
我对荷花近距离的观察、查瓣数，是从

2000 年开始的。这一年，我去京拜访了一
位著名的书画家，他家中有假山、花树、草
坪、仙鹤，还有一个小荷塘，塘中有一朵莲花
开了很多瓣，据他说是 200 瓣，我们同去的
人都感到神奇。画家信佛，胸前挂一串佛
珠，口中念念有词，他指着这朵莲花说：“史
书上有记载，一千年前出现过（这种现象）。”
我们的思维瞬间被他带到一种神秘的境地，
似乎走进了太虚幻境，回来时，我们都说沾
了一身仙气。此后，我便开始留心观察荷
花，并开始查瓣数，看看能不能发现 200 瓣
的荷花。

一次我去家乡（滕州）的红荷湿地寻找、
游赏，看到一群着装靓丽的女子在亭子下面
聊天，她们谈的是古代写荷花的诗词，也谈
到了格律，这让我非常惊讶。这年月研究这

个（诗词格律）的不多了，便想与她们搭讪、
交流，可觉得是一群女孩，又持外地口音，便
止住了脚步，转身在一旁找了个地方坐下，
假装看手机，实则听她们“高谈阔论”。后来
她们谈到：“莲花虽然高洁，出淤泥而不染，
但莲花也离不开淤泥呀！没有淤泥和水，莲
花怎么能生长？淤泥和水不正象征着辛勤
劳动而又默默无闻的劳动人民吗？”

这个观点让我感动，于是我便走上前与
她们交流，并主动当起了“导游”，向她们介
绍红荷湿地和它的作用：红荷不仅是用来旅
游观赏的，其主要的作用是吸收水中的有机
质，净化水质；湿地犹如地球之肾，可将水中
有毒有害物质过滤掉，使河流水质良性循
环。

滕州湿地分为两种，一是生态湿地，二
是人工湿地。前者主要是美化环境，净化水
质，保护生态，后者则是人为开发保护、种植
一些有用的水生植物，如荷花等。滕州除微
山湖红荷湿地外，还有 6 个人工湿地，都种
有荷花。每当夏季来临，几处湿地荷花竞相
开放，让人心旷神怡，激动万分。

当然，荷花对水质、水深、水温都有一定
的要求，滕州市生态环境局对湿地上游水质
管控非常严格，24 小时实时监控，一旦发现

异常，执法人员便采用“溯源法”对河流沿线
重点污染源和相关污水处理厂进行现场检
查，并在敏感点位上提取水样化验分析，及
时解决污染问题。去年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领导亲到滕州水污染防治现场帮扶指导，对
滕州水污染防治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此外，
滕州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控
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滕州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一村一策，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对
待，走出一条新路，形成了“滕州模式”在全
省推广。

“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
艳，然而当初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水，洒
遍了牺牲的血雨。”（冰心语）

打造一个优良的湿地不是件容易的事，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滕州最初的湿地是
一 家 造 纸 厂 废 水 沉 淀 池 改 造 而 来 ，距 今
已 有 三 十 多 年 了 。 当 时 造 纸 废 水 经 机
械 、化 工 处 理 后 ，仍 不 理 想 ，于 是 又 挖 沉
淀 池 对 废 水 进 行 沉 淀 ，有 专 家 建 议 在 沉
淀池里种植荷花、水葫芦等水生植物，池上
种植速生林。这样对废水又做了进一步净
化处理，对解决污染问题有一定的作用，当
时称之为“氧化塘”。

我还曾问造纸厂厂长，氧化塘里的荷花

怎么没有我老家村里的荷花鲜艳呢？其后，
滨湖矿建滕州港，把港泥堆成了小岛，上级
部门及专家来滕视察，建议把滕州港附近的
水面保护起来，滕州开始对港附近的湖面进
行规划，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建设，除了尽
可能地保持原生态外，还建立生态补偿机
制，禁止当地渔民进入湿地捕鱼，“退渔上
岸”，再人工种植水生植物，培育水生动物的
繁殖，把港泥建成了红荷广场、小李庄等景
点，以保护为主，逐渐形成规模。

如今的滕州湿地“万花红紫一齐开”，发
展有 4A 级滕州微山湖湿地红荷旅游风景
区，并设有“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
环境教育示范基地”等。

随着湿地规模的逐渐形成，我也增加了
到此旅游的频次。去年，我再次泛舟于微山
湖，寻芳探幽，体会李白《江上吟》的感受，更
是去人工湿地寻找那种多瓣荷花。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
地方，我发现了多瓣荷花，问一老农：“这是什
么原因？为什么这朵莲花开了这么多瓣？”

老农说：“这是品种的原因，这叫重台莲
花！”“噢！原来如此！”书画家的“玄虚”终于
被解开。我也不禁感慨，美丽的画卷就在眼
前，何必西天万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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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达坂山，祁连山脉的群峰遥遥在望。在一个垭口
的隧道前，看到一晃而过的路牌上写着：海拔 3792.75 米。
这片天空突然布满了烟尘般腾起的浓云，乳白，灰白，山火
一样暴烈地燃烧。苍凉劲美、沉郁庞然的山体越来越大，
积雪越来越白，听到那被风云擦过的山峰吱吱作响的声
音，峡谷在回荡。残雪历历，在山沟间顽强地白着，不肯死
去。但更多的水奔腾下山，去滋润大地上的生命和秩序，
滋润河流、草原、森林、禽兽和人类，滋润他们的文化与习
俗，滋润所有生命裹挟的欲望。

祁连山，万山之宗。在三百万年至七千万前的印度板
块向欧亚板块俯冲，在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中隆起的这片
高原上，诞生了昆仑山、祁连山、秦岭，造成了扭曲的、倾轧
的、蹂躏的、悲愤的、经受过无数死亡和冰川时代的绞杀
后，遗存的大地的奇观 ，出 现 了 奔 跑 的 动 物 和 疯 长 的 植
物。生命的洪波涌动，高高抬起的石头，铁骨铮铮的山
脉，大地伤口上凸起的累累痂痕。在祁连山脉，横亘一
千公里的汹涌群峰，矗立着大雪山、托来山、托来南山、
野马南山、疏勒南山、党河南山、土尔根达坂山、柴达木
山、哈尔科山和宗务隆山。它的主峰叫岗则吾结，海拔
5808 米。在我们将去的路上，还有牛心山、卓尔山、冷龙
岭、岗什卡雪山……我们将沿着大通河逆水而上。

祁连山是青海的北大门，是青海北部的天然生态屏
障，通往西域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南线经过此处。这条古
道上，无数的驼铃和无数的商旅，无数的征人和无数的掠
贼，都曾目睹并感叹过这祁连的壮美。“祁连高耸势窈窕，
积素凝花尚未消。”（郭登）窈窕，这两个字用得太妙了，我
不知道诗人是指山势，还是指雪峰之美，或者是指云雾，它
真的只是娴静和幽深吗？“马上望祁连，奇峰高插天。”（陈
棐）仰望者的诗，是要拔高行程的奇险。“祁连不断雪峰绵，
西行一路少炊烟。”（徐陵）这荒凉之美，抒发着南朝官员出
使路上的漫长孤寂。

中国湿岛，中国湿地，都是赠给她的美誉。因祁连山
阻断了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库姆斯格沙漠和柴达
木戈壁的沆瀣一气，连成一片，而让中华大地上鸟语花香、
青山绿水。祁连山，像一位伟大的母亲，替我们遮挡了所
有风沙、痛苦和灾难。它庞大的冰川，充沛的雨水，众多的
河流，是对一切生命的盛大恩泽，在古老的祁连山民歌中，
它被称为“洒满乳汁的山川”。

牦牛点点，山顶上的积雪像一条壮丽的白色长城，沿
着山脊蜿蜒而去，通向无边的苍穹。这就是祁连山脉积雪的
奇景，它用雪线勾勒出漫长的、连续的山脊，将山与天空分
开。如此高耸的雪线长城，在这个星球上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到达门源县的青石嘴镇，在这里小憩，即将进入
中国最美的草原祁连山草原。门源被誉为“小江南”，也是
祁连山的一个大风口，常年大风劲吹。但因为美丽的河谷
和草甸，这里成为了一片不小的平原。祁连山已经完全呈
现在我们眼前，更加壮观和巍峨。云彩团簇着向上卷动，
与山峰缱绻相偎，大通河哗哗流淌的声响，代表着祁连山
的活力。发源于祁连山的大通河，是湟水河的支流，而湟
水又是黄河的支流。

到达一个叫羊肠子沟的地方，草原突然开阔无边，一
览无余的祁连山脉被积雪完全覆盖，像是披着巨大的白色
绒毡。云彩澎突，跃上苍穹，天之蓝是洪荒的蓝，没有任何
注释的蓝，既羞怯也袒露的蓝，既空荡也丰厚的蓝，是白云
的衬幕，是祁连山千古的眠床。更高峰上的雪，最后被白
云所遮断和洇化，成为烟霭。“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是王昌
龄的诗句，青海有长云才使雪山暗淡渺远，“暗”是隐去，是
渐渐消逝于眼际的白。可是在这个河谷，祁连山一下子明
亮起来。被白云熏炙千万年的天空，在激越、散漫、悠闲和
沉默中得以壮美的山脉，显示着自己的野旷与高洁。祁连
山所备下的这片天空，风云激荡，坚硬沉默，光芒显赫，宛
似巨型无垠的湛蓝美玉。

这里，白色火焰腾空的景象再次出现，云彩更加放
肆。它们的下面，横陈在青藏高原的远古戈矛、戈矛的列
阵，旌旗飘扬的幻景，征战迸溅的热血，灼热的躯体，是祁
连山脉的浩荡群像。悲风猎猎。寒燧狼烟。羌笛胡笳。
黄沙归雁……这些刺痛天穹的山峰，卧在苍茫大地上的众
神。铁青。白雪。冷隽的巨兽。被冰霜和积雪的暴力鞭

笞的躯体，被时间摧折漫上来的苍苍白发……我无法形容
这些群峰和群峰之上千年的积雪，我瞩望着这陌生的地质
老人，其实它还非常年轻。

我躺在草地上，一只旱獭从地下钻出来，站着，扬起头
看着我。山腰的云杉林带郁郁葱葱，十分盛大。云杉是青
海的主要树种，可以攀上海拔四千米生长，除了雪松、云
杉，还有塔松、华山松、祁连山圆柏、桦树……这里的植被
极像天山深处的模样。而野生动物有雪豹、野牦牛、白唇
鹿、马麝、马熊、野驴、荒漠猫、豺、盘羊、岩羊、雪鸡、蓝马
鸡、天鹅……

开满了蓝色五星的邦锦梅朵（龙胆草）和金黄色的
哈 日 嘎 纳（金 露 梅）的 草 原 ，鹰 在 天 空 盘 旋 。 我 寻 找 着
虫草，一无所获。这里产冬虫夏草，是当地藏民主要的
收入来源。

太阳明亮如炬，照在静穆的祁连山脉断崖，一层一层
的明亮，一片一片的灿烂。雪山摊晒在高原灼烈的太阳
下，条状的白雪冲向山沟，有的山峰干干净净，好像摆脱了
冰雪的纠缠，露出它亘古的肌理。这些山上的积雪，属于
神话中的部族，不属于白云，也不属于山冈，只不过它们居
住在这片祁连山脉之上，分割成无数个部落和个体，顽强
地保持着白色的基因，让人们仰望。云影奔走，我追逐着
一群羊，它们是小尾寒羊，像是粉嘟嘟的野蘑菇，开放在山
谷中。噢，那么多盛开的紫杜鹃，这个季节最绚烂的花，太
多太多，它是藏人煨桑的配料。大花，单瓣，香味刺鼻，又
叫千里香。这千里遍布的香味，一直浪向远处蓝色或者白
色的帐篷中，那里，有牧人的炊烟升起。从祁连山蓝色的
血脉里渗出的溪河，让空气湿润，芳野蓊蓊。

我忽然看见公路边上有巨大的地名牌，上写：祁连山
草原！

这就是祁连山草原！祁连山脉中间有八条大的谷岭，
其中间就是中国最美的草原——祁连山草原。如今，我正
在这片中国最美的草原上。一群牦牛在沟壑间吃草，这些
牦牛，个头不大，它们呈黑色，长尾拖地，腹部的长毛飘
曳。它们活着的任务就是吃草，跟羊一样，它
们的牙齿就是一部割草机，而它们的胃，
就是一部粉碎机。这些家养的牦牛
温驯，胆小，一些牦牛吃饱了在打
盹，一动不动，像是一尊尊草原
的雕塑，或者在入定和灵修。
牦牛在神祇充满的青藏高原
上，同样是有神性的。它们
只是埋头吃草，但心中一定
想着天地大事。祁连山雪
水滋养的高山草甸，同时
滋养着这些高原的牦牛，
无论是家养的牦牛还是凶
猛的野牦牛。野牦牛高大，
雄性肩高超过两米，体重逾
一吨，它们在残酷的生存条
件下进化出强大的体魄，以对
抗 严 寒 、缺 氧 和 无 数 天 敌 的 霸
凌，在高原上成为庞大的武士。作
家古岳给我说，他看到过当地牧人家
里用野牦牛头骨做的沙发，在两个犄角之
间，可以坐两个壮汉。

我们进入了祁连县，这个县以祁连山命名，它正在祁
连山国家公园里，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了祁连山的腹地。
在我们居住的五矿酒店后面，即是藏区神山阿咪东索（牛
心山），它是祁连县的标志。过去，它的积雪是冰盔，终年
不化，现在山体现出了躲藏万年的石头，冰雪褴褛。为什
么叫牛心山，是指过去的冰雪披淋而下，像一个牛的心脏
蒙上了一层白油，十分形象，现在的牛心只有残雪点点。
八宝河在它的面前淙淙流淌，河边的悬崖，被风雨切割成
传说中的城堡，像一层层被石柱撑起的楼阁，这样的地质
地貌真是罕见。

卓尔山，即宗穆玛釉玛，海拔 4328 米，而我们已经爬
上 3600 米的烽火台。它的山体为红色砂砾岩崛起的丹霞
地貌，被岁月侵蚀的红色砂砾岩绝壁上，赤焰飞瀑倾泻，凝

止在它跃下的瞬间。这壮丽的飞跃，触目惊心的血色之
崖，在飘浮的云彩中俨如岿然不动的兵阵，它就叫千兵
崖。烽堠万里，长烟落照，汉阙霜秋，铁马冰河，他们都曾
亲历……而这血红之崖，如千万将士捧出的彤红的心脏，
裸呈在祁连山深处的一隅，任朔风劲吹，沙惊石怒，铁甲裹
冰寒，颦鼓动地裂……而另一边，八宝河的对岸，阿咪东索
神山的积雪勾勒出山的坚硬皱褶，大片的云杉林苍郁浓
密，承接着阳光的抚摸，一直蔓延至山顶。森林葱茏，雪山
高远，长云袅袅，鹰翅啸啸……

我们进入了真正的祁连山国家公园，野兔在身边奔
跑，旱獭结群巡游，森林鸟声如雨。虽然无法亲睹雪豹的
身影，但这里看到了一只雪豹标本，又重温了曾经轰动世
人的五只雪豹出现的镜头。这些健壮的雪豹们，高举着尾
巴，用前爪刨地，在冰雪中打斗、嬉戏。它们在夜间出行，
在乱石中散步，它们一只只体毛丰厚，肚腹鼓胀，表明它们
衣食无忧，怡然自得，没有天敌。虽然它们个头较小，但凶
猛灵巧，战斗力强，捕食一只六七十公斤的岩羊不在话
下。眼前的这只标本蹲在山岩上，它英气未泯，冰净雪白，
但也有造物主为它绣上的斑点，犹如它生命的神秘符号。
雪豹是雪和悬崖的宠儿，是峭壁上的灵兽，是奔跑的雪与
冰，一块祁连山的冰种美玉。沉静，高贵，灵跃，纯净，一尘
不染。雪豹让祁连山千年的雪原复活为激情和生命，它神
出鬼没，在悬崖绝壁之上，为了捕猎一只岩羊，它同样冒着
粉身碎骨的危险。雪豹是雪山之王。据当地的动物专家
讲述，一只被牧民收留的雪豹放归山林之后，给它戴上的
GPS 电子项圈，监控得知，它已经翻过了南坡，进入甘肃一
侧，远行几百公里，经常逮到岩羊。据专家介绍，雪豹的活
动范围可以达到一千公里，寻找食物的路途在漫漫风雪之
中，巍巍高山之上，是何其艰辛。

地球上仅存的雪豹有七八千只，徜徉在祁
连山脉的雪豹就有两三千只。五只雪豹

的出现，要有一千只岩羊种群的供养
才能够生存。雪豹是这片高山上

真正的原住民，保存着古老的
基因和英雄的血脉。

多 好 啊 ，在 高 山 裸 岩
上，雪豹和岩羊们在生活
和角力；在森林和灌丛中，
有马鹿和蓝马鸡在奔跑；
在草原上，有黄羊、秃鹫
和旱獭在生活；在荒漠，
有野双峰驼、沙鸡和沙蜥
在游弋……

“青海青，黄河黄，更
有 那 滔 滔 的 金 沙 江 ，雪 浩

浩 ，山 苍 苍 ，祁 连 山 下 好 牧
场，这里有成群的骏马，千万

匹牛和羊，马儿肥牛儿壮，羊儿
的毛好似雪花亮。”在牧民的嘴里，

我听到了这首青海的民谣。而身边是
雪山、森林、冰川、草原、河流、沼泽、湿地、山

脉、野兽，这些遥远美丽的字眼，一般人无法靠近。但
如今，我这个惯于行走的人，独自享用着这浩大的山河盛
宴，多好，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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