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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震

很多城市都有很多树，但很少有一种树能够成为一个
城市的符号。而有一种树——看到它，就会想起一座城；说
起这座城，就会想起一种树。这树，是梧桐树；这城，是南京
城。

南京是一座充满绿色生机的人文绿都。在中国的城市
中，南京的绿化水平无疑是排在最前列的。当然，南京有这
个底气。

树多，是南京人引以为豪的事情。无论是城里城外的
山，还是城里城外的路，到处都是树。南京的树木数量多，
品种也多，但最多的还是梧桐。

梧桐大道，是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亮丽的风景和绿
色名片。这些年来，南京之所以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特别荣
誉奖、国际花园城市金奖等荣誉，梧桐树功不可没。

春天来了，梧桐发出新芽，整个城市渐渐充满生机。及
至夏天，梧桐宽大茂密的树叶使整个城市沉浸在绿色的海
洋中。一条条大道，两侧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在空中握手，浓
荫如盖，遮天蔽日，好一个清凉世界。车行道中，犹如驰入
了一条被绿叶覆盖的隧道；三伏天出门不用打遮阳伞，人行
树下，别有一种清凉的浪漫。到了隆冬时节，梧桐卸下一身
浓妆，让人们尽情享受冬日的阳光。

历史上，夏天的南京如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酷热难
耐。而近几十年来，因为梧桐的撑天巨伞，把炎炎烈日挡在
树梢之上，大大缓解了城市热岛效应。前些年，凤凰卫视评
选中国新“火炉”城市，作为老资格的火炉城市，南京却连前
10名都没排上。

当下，生态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人们更加向往在优
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生活。南京的梧桐树在降尘、降噪、固
碳、制氧、改善环境方面的巨大贡献愈发凸显出来。

然而，早年的南京，最多的是柳树。民国以前的南京文
化中，是不含有梧桐树的。

1872 年，法国传教士倪怀伦在南京石鼓路边种下了第
一棵梧桐树，由此开创了南京栽种行道树的历史。

一些国人认为这树和中国的梧桐相似，又
是法国人种植的，就把象征浪漫、时尚的法国
和中国传统意境里的梧桐树结合在一起，创造
了“法国梧桐”这一名词。

100 多年过去，当年传教士在南京种下的
那棵小树苗已成参天之势。1998 年，南京园
林部门进行古树普查，这棵具有历史意义的参
天古木，被挂上了“001 号悬铃木”的牌子。有
关部门没有使用“法桐”或“法国梧桐”的名称，
可见，官方命名是很严谨的。诚然，从植物学
来说，悬铃木和梧桐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树
种。但习惯成自然，人们就这么叫开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树。梧桐在
南京落地后，迅速生长，密集而宽大的叶片很
快成荫。这种享有“行道树之王”美誉的树木，
深得市民和民国众多名流的喜爱。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美国建筑
师墨菲受聘主持制定“首都计划”时，引进了

“林荫大道”等新概念。当时的首都绿化委员
会，选定梧桐作为南京的行道树。1929 年前
后，南京第一次大规模栽种梧桐树。

1953 年，南京市民响应政府号召，掀起植
树热潮，在全市 600 多条大小道路上，栽种了
近 10 万株梧桐。这是南京又一次大规模栽种
梧桐树。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了上世纪 80 年
代，南京第一轮城市改造前，道路两旁都是一
排排的梧桐。遮天蔽日的茂密枝叶，福佑着南
京人的美好生活。在那电扇和空调甚为稀罕
的年代里，南京人对“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俗
语有着最深切的体会。

时代的车轮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城
市的发展，尤其是机动车的增多，南京的道路
拥挤起来，人树争地的矛盾显现出来。在一些
城市管理者看来，道路两侧那一排排梧桐碍手
碍脚，限制了城市的发展。随着道路拓宽改造
等工程的启动，不少梧桐遭到砍伐或被移走，
南京的梧桐数量日益减少。

早前，中山路上共有 6 排梧桐，中间隔着
一条快车道和两条慢车道。2000 年，南京开
始修建地铁 1 号线，为给地铁让路，大量梧桐
被移除。虽然 2006 年进行了补植，但这条曾
让南京人引以为豪的绿色长廊已很难恢复昔
日的雄姿。

梧桐的命运牵动着南京人的心，不少市民
拨打政府热线电话，表达对砍伐梧桐的不同意
见，民间也有自发的护树行动。

2011 年 3 月初，南京市为建设地铁 3 号线
与 10 号线，决定砍掉或移走数百株有七八十
年树龄的梧桐。此举引发部分南京市民的强
烈不满。保护梧桐的行动到达高潮，并催生了
我国城市市政建设的一个新制度——绿评。

网友在网络上曝光了大行宫地铁工地大
树的砍头照，霎时掀起了席卷全城的舆论巨
浪。护树运动迅速由线上延伸到线下。有的
市 民 自 发 给 主 干 道 沿 途 的 梧 桐 树 系 上 绿 丝
带。市民的护树运动，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热
点。

这场民间护树行动，推动市政府出台了重
大工程“绿评”制度，并与环评、安评等一样，成
为重大工程实施的必要条件。

原有的环评制度不包括树木保护内容，
“绿评”补上了环评的缺项。按 照“ 绿 评 ”规
定 ，南 京 市 住 建 委 会 同 市 城 管 局 、园 林 局 、
规划局、公安交管局，对全市重大工程实施

“绿评”。“绿评”人员由园林、建筑、结构、交
通等方面的专家和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代表组成。

“绿评”的横空出世，使南京的梧桐树有了
一道护身符。

历经近百年沧桑岁月，高大茂盛的梧桐已
成为南京城市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融入南京城市发展的年轮，刻入南京人的记
忆，演变为南京城市文化的经典符号，古都南
京也因此而更加精彩！

南
京
的
梧
桐

以真诚之心，体察自然万物
——叶梅生态散文集《福道》研讨会侧记

由中国编辑学会、《中国文艺家》杂志
社、重庆出版集团主办的“以真诚之心，体
察自然万物——叶梅生态散文集《福道》
研讨会”，近日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在
北京、重庆两地连线举行。来自中国文学
界、出版界的 30 多位专家学者，就《福道》
以及当前生态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展开了
研讨。

重量级嘉宾汇聚一堂，就一本书展开

研讨，其规模和层次都是少见的。这与
《福道》一书优美灵动的语言、饱满深厚的
情感、深刻生动的笔调是分不开的；与叶
梅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放歌、书写现实生
活新变、表达时代精神气象的使命担当是
分不开的；更与她坚定自然立场，以广阔
的视野深入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揭示

“唯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
能走上幸福生活的福道”是分不开的。

展现使命担当，以自
觉向度聚焦人与自然
和谐

建 设 生 态 文 明 ，关 系 人 民 福
祉，关乎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大把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
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表明了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
坚定意志和决心。”出席研讨会的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表示，生态文学
在生态文明的构建中担负着重要
的历史使命，越来越多的作家、艺
术家关注和思考生态环保。

叶 梅 正 是 其 中 的 佼 佼 者 之
一。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生态环境
意识的作家，叶梅以高度的责任
感、使命感，以自觉的生态向度深
入思考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后，人
与自然关系、自然在人类社会发展
中的处境、人与未来关系，一路去
走、去看、去听、去想、去写，反思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在美丽的有福之州，叶梅聚焦
纵横交错的内河湖溪，聆听 156 条
河道治理的艰辛历程和行之有效
的经验，发出福州生态环境变化给
城市未来发展开辟宽阔“福道”的
感慨；在渤海湾边的锦绣之州，她
以湿地修复治理后翩翩回归的珍
稀鸟儿——东方白鹳连缀全篇，生
动地勾勒出一幅人类托举生命、生
机得以盎然的万千景象；在四川眉
山，她眼见乡村垃圾分类、污水治
理，一阵阵绿色环保的清风吹动在
山间农舍；在雄安新城依 傍 的 白
洋淀，她看到了逡巡于湖边的环
保监督员，高大茂密的芦苇荡上空
鸟儿翻飞，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野鸭
成群……

“这是中国当代作家回应时代
呼唤交出的一份优秀答卷。”吴义
勤表示。

重庆出版集团通过加强策划、
深入挖掘、配置资源、推出精品，出
版了优秀作品《福道》。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
赞叹，重庆出版集团出了一本反映
生态文明建设的好书。

2020 年 ，叶 梅 被 生 态 环 境 部
聘为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在行走

山川大地的同时，拥有了一份更加
自觉的使命意识——既有对过去
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批评和反思，
更有对新时代保护生态、重建生态
的实践进行的热情记录。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亲身感受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可
喜变化，叶梅以鲜活的故事、灵动
的笔触记录并展现了中国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表
示，本次研讨会旨在进一步利用文
学和出版载体阐释传播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讲好中国生态环保故
事，宣传推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
就，促进生态文明的构建。

篇篇感情饱满，以深
功厚力传递生态审美
体验

《福道》中的文章，篇篇感情饱
满 ，语 言 优 美 生 动 ，眼 光 视 角 独
到。其开篇常常开门见山，一两句
话就抓住了读者的心，显现出了高
超的语言艺术和结构艺术，也让一
幅跨越五湖四海、纵观天地人和的
生态图景徐徐铺展开来。

研讨会上，许多作家谈到了品
读《福道》中作品的感受与体会。

《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
称，叶梅的作品最打动他 的 地 方
在于“有魂有韵”，无论是青海湖
的 鱼 ，还 是 巴 山 蜀 水 的 风 土 人
情 、内 蒙 古 草 原 的 蓝 天 白 云 ，始
终围绕着一个魂，“魂像意念，牵
动一招一式，韵像好酒，口中余香
连绵。”

中宣部副秘书长、中国图书评
论学会会长郭义强用“画龙点睛写
散文、纸短情长讲故事、如数家珍
说文化、浓墨重彩绘山水”来评价
叶梅的作品，从文字中能感受到作
者对大自然情深意厚，“走一路爱
一路，到一处爱一处，爱家乡，也爱
山河，更爱山川的巨变。”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著名作家
聂震宁则感受到一股“清新的自然
气息”，能让读者亲切地触摸到洁
净的绿叶、灵动的山川原野、带露
珠的植物苔藓。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鲁
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评价：

“叶梅的散文语言自带光亮，简洁
明白，就像高天上的流云，辽阔而
高远、明亮而灵动。”

专家们认为，成就这一切的是
叶梅丰厚的知识素养、娴熟的文字
功力以及内心深处对大自然最真
诚的爱。

《福道》里的文章有长有短，有
的分成小节，有的一以贯之，但每
篇都或有起承转合，或有纵向发
展，巧妙地将人文知识、历史知识
融入其中，让读者透过她对自然生
态的描写，看到背后人的思想行为
的改变，折射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和
独特的艺术性。

如《福道》中写福州的流花溪：
“它并非孤独的小河，它是闽江顽
皮的孩子。乳汁饱满的母亲从武
夷山向东而来，一路携带起众多儿
女，在即将奔向东海之前，更是奔
腾跳跃，造化出一条条小溪。这条
先是无名的小溪，也是由母亲的呼
吸和伸展而生发的。”将闽江与它
众多的支流形容为母子关系，亲切
生动，很容易牵动读者的情思。

又如《鱼在高原》中写青海湖
裸鲤悲壮生命历程的文字：“在这
天地间没有帷幕的舞台上，生命如
戏剧般进行，悲欢离合，绵绵不绝，
一幕幕起落不止。”读来酣畅淋漓、
高亢激昂，极具震撼力，描绘一年
一度的裸鲤洄游是舍生忘死、向死
而生的过程，牺牲之惨烈，令人惊
心动魄。

为《福道》作序的中国作家协
会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邱华栋表
示，好的文章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共
情，拥有唤醒读者复杂、丰富生命
经验、体验的能力。

在邱华栋看来，《福道》不仅拥
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
来”的文章之道，也体现了“结构之
美、疏朗之美、用词准确”的文章之
美，为正在推进的文学攀登计划树
立了一个标杆，让更多青年作家看
到努力的方向。

启示深远，引领新时
代生态文学创作

“生态和每个人都很近，但生
态与人们近，并不等于生态文学离
人们近。”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仓一针见血
地指出。

但为什么叶梅的《福道》能受
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并引发如此丰
富的感受？

在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文
艺报》总编辑梁鸿鹰看来，这与叶

梅长期以来坚持把散文写在大地
上、坚持走进生活、走进大自然、走
进人民群众生活当中有关。

《民族文学》主编、评论家石一
宁认为，叶梅身上有一股正确的生
态观：“她不孤立地表现自然，不因
热爱自然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她尤
其注意到生态的改善、自然的保护
离不开人的觉醒和主观能动性，推
动人与自然重新和解，使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许多专家也注意到叶梅的少
数民族身份和南方巴东文化的成
长经历赋予她的创作底色。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
福民表示，叶梅是南方人，是土家
族女儿，与江浙地区的婉转灵秀不
同，她的身上带有巴东文化特有的
精灵、刚烈、果断，同时又深刻、深
挚、深情。叶梅 对 自 然 的 体 验 带
有个人深刻的文明记忆，不是理
念 的 外 植 ，而 是 有 个人深刻的生
命底色和情感价值观在其中。

“叶梅的写作可以给很多写作
者带来一种启示，就是如何更好地
激发写作者个人的生命激情，以及
对养育自己的自然环境水乳交融
的热爱，帮助更好地写作。”陈福
民说。

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党支部书记王山也认为，
叶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阅历让她
的散文创作达到了写作新的高度、
深度和广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评论家黄开发认为，

“少数民族的身份，特殊的成长环
境，造就了叶梅独特的生活认知和
生态智慧”，在她的散文深处，赓续
着 古 老 民 族 生 态 的 智 慧 和 山 水
灵气。

同时，专家们表示，叶梅在创
作上强烈的主体意识、求新求变的
创新精神、执着深耕的专一态度，
亦成就了她的散文创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教授张莉表示，“ 叶 梅 一 直 走 纯
正的散文创作之路，在正大的散
文 美 学 道 路 上 践 行 自己的所思
所想、所感所爱”，不被纷繁的散文
探索困扰，而是执着、专一地探索
写作，最终达到了旁人难以达到的
高度。

有 感 而 发 ，踏 实 地 到 生 活 中
去，真切地体验感受，动情动心动
脑。一处处山青水绿，见证了新时
代生态环境的历史性变化，也成就
了叶梅的一篇篇美文作品。

◆本报记者王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