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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李乐明是我的朋友，相识于 20 余年前一
个偶然的场合。当时，只简单地交流了几句，
眼睛看着眼睛的瞬间，呼啦一下心就通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奇妙——跟不对
的人相识，见一次都嫌多；跟对的人相遇，即
便一句话不说，也能彼此相知。

李乐明是客家人，生态文学作家。他谦
卑而儒雅，讲话略带赣南客家腔，语速疏密有
致，条理张弛分明。对待朋友，不敷衍，总是
尽其所能，用真心和真情去帮助。他没有官
气，从不咄咄逼人。就本质而言，他是个文
人，是个真诚且有情怀的人。

之前，他已出版了若干本书。我读过其
中两本，一本叫《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另
一本叫《世界低处的端详》，印象深刻。某
日 清 晨 ，接 到 他 的 电 话 ，说 是又写了一本
书，并 告 诉 我 书 名 叫《草 木 来 照 相》，我 说
好 呀 ，应 该 祝 贺 。 当 我 读 完 了 这 部 书 稿 ，
不禁感慨万分。

——这是一部有趣的书。主题仍然是人
与自然，特点鲜明，格调雅致。无论是叙事还
是论理，都遵循着自然的逻辑。一行一行读
下去，我渐渐进入到作品的情境中去了，仿佛
置身于山林，置身于荒野，感应到了草木间某
种灵魂和精神的存在。

——这是一部有温度的书。字里行间渗
透着李乐明作为一个生态文学作家，对自然
的个人体验、感悟和思考，也倾注了他对草木

及其生命的那种超乎我们想 象 的 情 感 。 他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敬 天 地 ，敬 日 月 ，敬 草 木 ，
敬 生 命 ，追 求 一 种 从 内 容 到 审 美 都 能 够 融
入 自 然 的 生 活 ，从 而 获 得 了 内 心 的 安 宁 和
喜悦。

无疑，李乐明是一个勤奋的作家，他有自
己的本职工作，生态文学创作不过是他的业余
生活。然而，他的作品却以清新的风格，独特的
思想性和艺术性，在赣南乃至全国产生了广
泛影响。

鉴于其作品的价值和影响力，他曾多次
被邀请出席全国生态文学研讨会。每每发
言，都有超拔之处，都有光芒闪烁。

李乐明曾告诉我，他最喜欢读的书是《本
草纲目》，最敬佩的人是李时珍。7 岁时，他
兜里揣一本《本草纲目》上山采草药，用采草
药赚来的钱买连环画。小小年纪，他怎么会
认识那些草药呢？——掏出《本草纲目》，对
照着书里的描述去一一识别，竟也准确无误。

李乐明有早起的习惯。当别人还在沉
睡，他已步入山林或者荒野，观察并采撷草木
标本了。他喜欢这种状态和感觉——脚步惊
醒了寂静，寂静便放大了声音，鸟语虫嘶蛙鸣
也就都从寂静中浮出来了。那些 声 音 是 湿
湿 漉 漉 的 ，也 是 晶 莹 剔 透 的 。 在 空 灵 朗 润
中 ，声 音 追 逐 着 声 音 ，就 像 一 波 一 波 的 水
纹，疏落而饱满地散开了。于是，东方就现出
了鱼肚白，接着，红亮亮的太阳就跳出来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当然，草木凋零的深秋，山里的早晨是清

冷的，无风，塘里的水也没有一丝涟漪。然
而，在略显寂寥空旷的荒野里，那些个性鲜明
的草木却绿得醒目，让他意外和惊喜。

李乐明的可贵在于观察、体悟和思考，并
且坚持不懈。

生态文学的特征是什么？通过研究李乐
明的创作活动和作品，不难发现，生态文学的
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它的位置感——作
者所处的生存位置或者空间状态，那种置身
自然中的身体和精神的体验和感受，在作品
中是必须呈现和表达的。

李乐明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赣南山区，熟
悉那里的山岭草木及河川水域。可以肯定，
李乐明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无不来自于他长
期的观察，以及独特的体验和感受。草木的
灵魂，草木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和基
因里了。——也许，这就是《草木来照相》与
一般意义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吧。

李乐明执着并且坚定地走着属于自己应
该走的路。尽管那条路上荆棘丛生，但他摒
弃了某种固有的价值观，在更深刻的层面理
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作品的境界也就更加
高远并且充满大美和大爱了。

何谓草木精神？——我想，这个问题就
无需我来回答了。你只要读了李乐明的书，
自然就有了答案。

历时两年多拍摄，由中国环境报社作
为主创单位之一的四集人文生态电视纪
录片《汉丹清流》，5 月 18 日在央视一套综
合频道《中华民族》栏目陆续播出。本片
聚焦陕南三地汉中、商洛、安康作为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地，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努力实现绿色转
型发展，为确保南水北调一江清水永续北
上，在经济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等方
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

纪录片播出后，受到社会公众尤其是
生态环保人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陕
西多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观看，陕西省委
宣传部也组织专家评审，专家一致认为，
纪录片主题突出、画面生动，案例选择广
博翔实，亲民质朴，充分展示了秦岭、汉
水、丹江的自然人文景观和区域的绿色发
展成果，对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倡导
绿色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以宏观视角说环保，在故
事中展现人文生态

主题，是纪录片的内核。主题的表达
与呈现，考验着主创团队的层次与水平，
视野与格局。

《汉丹清流》的视野与格局，就让湖北
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陈同亮眼前一
亮。在他看来，《汉丹清流》“没有拘泥于
生态环保工作，显示出制作者的宽广胸
怀”。

中国环境报社影视新闻中心主任黄
勇告诉记者，《汉丹清流》由中国环境报社
和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共同策划，行业的专
业性非常强，但在纪录片的具体表达上，
却早早地明确了内容不局限在生态环保
工作，而是站在宏观全局的高度，从历史
人文、生态环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
发展、生态脱贫攻坚等角度，全景展现包
括秦岭、汉水、丹江在内的自然人文景观，

反映陕西省在保护秦岭生态，保护汉江、
丹江流域及绿色发展方面的成果。

因此，创作团队的思路是，在故事中
突出人，体现人文生态，既充分展示秦岭、
汉水、丹江的自然人文景观，也体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选择
过程，从而让人更深刻地体会到生态环保
的作用，理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双
赢的重要性。

宏大叙事的小切口表达，
散点式结构的全景呈现

《汉丹清流》共有四集，分别为《水出
秦岭》《和谐共生》《绿色家园》《清水北
上》。每集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一脉相承。
概括来讲，第一集讲述的是好山好水养育
一方子民，第二集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第三集讲述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
第四集讲述一江清水永续北上。

据了解，《汉丹清流》涉及人文历史、
生态环境、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等多个领域，仅出镜人物就有七八十位。
而摄制组历时两年多的拍摄过程中，曾前
后数十次前往陕南三市，拍摄了上千个小
时的高清纪实素材、200 多个小时的航拍
素材，采访人物上百个。

看了《汉丹清流》，很多人的感受是
“散而不断，散而不乱，散而相聚”。之所
以能够有这样丰富、全面而又统一的感
受，与本片总导演杨小朴出众的纪录片拍
摄能力和高超的拍摄技巧有关。

杨小朴告诉记者，为了统筹好体量庞
大、内容丰富的影像素材，他以“水”为主
线，采用散点式结构和碎片化叙事相结合
的方式，将人文、生 态 、绿 色 发 展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等 多 个 层 面 的 内 容 贯 穿
其中。

如《和谐共生》这一集，通过空间结构
顺序，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了秦岭特有

物种羚牛、金丝猴、大熊猫、朱鹮的生存与
保护故事，不仅实现了空间的跨越和转
换，还利用画面和场景的切换，向观众传
递情感与信息，唤醒了观众的想象，进而
对秦岭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形成统一的认知。

越是宏大的叙事，越强调小切口。杨
小朴告诉记者，在制作中，他注重“两大一
小”，即大叙事、大故事、小人物 ，通 过 一
两 个 人 物 故 事 或 生 活 习 俗 的 介 绍 ，让
观 众 沉 浸 其 中 ，同 时 又 潜 移 默 化 地 受
到影响。

祖籍陕西安康、如今居住在北京的影
视剧发行人刘恩军看了《汉丹清流》之后，
激动难掩。让他印象深刻的，除了航拍镜
头下家乡山川的秀丽、特写画面中泉水叮
咚的清脆，还有儿时生活方式的真实还原
和质朴再现。

“第一集出现了浆水菜，出现了村民
去源头打水的场景，这正是我们小时候所
吃的菜。”刘恩军告诉记者。那时，十几岁
的刘恩军每天都要去河边挑三四担水供
家中日常使用，纪录片呈现的正是刘恩军
的童年记忆和家乡情感。

清水北上背后的付出与
努力

对于刘恩军和更多陕南三市的人来
说，对养育他们的汉丹江的情 感 是 与 生
俱 来 、深 入 骨 髓 的 。 而 陕 南 三 市 汉 中 、
安 康 、商 洛 特 殊 的 地 理 位 置 和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工 程 水 源 涵 养 地 的 地 位 ，让 这
里 的 人 们不仅出于情感保护水源，更出
于责任和担当保护水源。

众所周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
地是湖北丹江口水库。但很少有人注意，
丹江口水库优质的水资源从何来？

答案是汉江、丹江。而汉江、丹江的
发源地，是陕南三市——汉中、商洛、安

康。数据显示，陕西境内的汉江、丹江每
年汇入湖北丹江口水库水量 284.7 亿立方
米，占丹江口水库年均入库水量的 70%，
也就是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主要调
用的是陕南的水，京津市民饮用水的 70%
依靠陕西水资源支撑。

《汉丹清流》通过大量鲜活的故事，生
动呈现了在陕西省委省政府坚持绿色发
展战略理念的指导下，为了保证一江清水
永续北上，当地无私奉献，转变思想，克服
困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勇气与智慧。

素有“陕西千岛湖”之称的安康瀛湖，
是西北五省区最大的河流淡水湖，也是当
地很多人的生计所在。为了更好地保护
水源，实现一江清水供京津的目标，当地
实施“人退、畜退、耕退”三退工程，许多人
开始了自己的转型。

蒋轶铁以前并不从事养殖业，在水源
涵养地保护政策的倒逼下，他利用当地优
良环境、优质水源，转型养殖对生态环境
质 量 要 求 甚 高 的 细 鳞 鱼 ；而 瀛 湖 养 鱼
专 业 户 艾 家 宏 ，转 型 更 加 彻 底 ，不 仅 改
行 成 了 枇 杷 种 殖 专 业 户 ，还 加 入 当 地
的 生 态环保志愿者队伍，当上了瀛湖护
水员。

据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宣教中心介绍，
为保证“一江清水永续北上”，汉中、安康、
商洛三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顾全大局
的责任心，始终把保一江清水作为自己义
不容辞的头等大事，省、市、县、乡、村五级
河长真抓实干，全面落实汉丹江生态环
境、水源水质管护责任。“十三五”期间，
汉 丹 江 水 质 持 续 保 持 优 良，保障了南水
北调中线水源地水质安全。

“我们送出的是水，带出的是深情，改
善的是生态，推动的 是高质量发展，受益
的是广大人民。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的建
设者，也正在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受
益者。”这些饱含真 情 的 质 朴 话 语 ，正 是
800 多万陕南三地人民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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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江清水永续北上
中国环境报出品人文生态电视纪录片《汉丹清流》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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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由 中 国 行 业 报 协 会 、中
共三门峡市委宣传部主办，
中国行业报协会新闻摄影专
业委员会、新华互联电子商
务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大美
三门峡 美丽天鹅城——《天
鹅之舞》画册座谈会，近日在
京举行。

据了解，《天鹅之舞》画
册是中国行业报协会新闻摄
影专业委员会会长丁幼华的
最新摄影作品集。9年间，他
10 次 赴 三 门 峡 拍 摄 越 冬 天

鹅，从十万余幅作品中遴选
出 249 幅结集出版。整本画
册共分精灵之舞、国色天姿、
鹅湖争渡、鹤舞九天等6部分。

“近年来，三门峡市生态
环境持续优化，白天鹅数量
逐年增加，天鹅栖息带顺黄
河延展，形成了一幅百里美
丽画卷。三门 峡 也将持续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实际
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中共三门峡市
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任战洲
表示。

辛丑年 4月 11日，阳历 5
月22日，中午，91岁的“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带着“禾下乘
凉梦”，永远地睡去。

此时，正是小满时节，在
北方，夏收作物将满未满，籽
粒渐盈；在南方，夏收夏种，
一派繁忙。

回到家打开电脑，凝视
着十多年前，一个偶然机缘
下与袁隆平的合影，不由得
哀思如潮，泪眼朦胧。

那时，我在江苏省环保
厅政策法规处工作，分管环
境政策。那年夏天，我与负
责全省排污收费的同事及省
物价局的同仁，去广东省调
研环境价格政策，住在省政
府附近的广东大厦宾馆。

那是午后，我与同事在
宾馆大厅等候同行，一抬眼，
一个老农民模样的身影出现
在大厅里：黝黑瘦削，颧骨高
突，脸上布满皱纹。定睛一
看，那不是袁隆平吗？

因从小在农村长大，饥
饿给我少年时代留下了太过
深刻的记忆，故此对袁隆平
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敬重与
感恩。我与同事不揣冒昧地
迎上前去。

“您好！袁老！”
“你们好！”
袁老见我们走来，双眼

流露出慈祥而温暖的光芒。
一边热情地回应着，一边与
我们一一握手。老人的手虽
然瘦瘦的，但很有力量。

与袁老交谈得知，他来
广 州 是 要 出 席 一 个 学 术 会
议，这会儿在等人。我试探
性地提出与他合影，平易近
人的老人家爽快地答应了，
并配合着与我们一行 5 人一
一合照，一点儿架子都没有，
俨然自家的一个长辈。

那时，袁隆平担任湖南
省政协副主席和国家杂交水
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的
职务，又是资深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是名副其实的高级干部
和名满天下的知名科学家，
但他出现在宾馆大厅时，不
仅没有身边簇拥的人群，连
秘书和助手也没有，就一个
人安安静静的，平凡得仿佛
让人觉得他是全中国最像农
民的农民，甚至与豪华的大
厅“不协调”。

我们向袁老表达着对他
在杂交水稻 领 域 成 就 的赞
誉，以及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老 人 听 了 ，开 心 地 微 笑 着 。
我感 觉 到 那 和 蔼 的 笑 容 里
既 有 成 功 的 喜 悦 ，分 明 还
有些许羞涩。

袁老年轻时曾就读于南
京师范大学附中，得知我们

来自江苏，来广东是为了学
习运用 价 格 杠 杆 促 进 环 境
保护的经验时，思维敏捷的
袁老说，南京有我的母校，我
很关注江苏的环保工作。然
后夸赞说，你们的调研很有
意义，完善有利于资源节约
和环境保护的价格体系，是
利用市场的力量，推进环境
保护的好办法。

由于我们和袁老都要赶
着去参加下午各自的活动，拍
照之后，便匆匆分开了。分别
时，我们祝袁老健康长寿。

那 年 袁 老 已 是 八 十 高
龄，祝他健康长寿，既是分别
时的客气话，也是我们作为
晚辈的真心祝福。

由于见过面、合过影，此
后的日子里，我自然而然地
留意着袁老的消息，知他始
终活跃在科研一线，每每在
电视上看到袁老的形象，感
觉 他 尽 管 年 岁 一 年 高 过 一
年，但一直都很健康。在他
成为“90 后”之后，我想他定
能成为“00后”的百岁寿星。

有些人，他们的人生精
彩绽放，达到了世人景仰的
精神高度，让我们恍惚以为
他 没 有 生 老 病 死 。 在 我 心
里，袁隆平就是这样的。

因此，袁隆平逝世的消
息传来，于我来说，感到很突
然，甚至是很震惊。虽然我
知道，再精彩的大戏都有谢
幕的时候，人也总是要经历
生死的。但袁隆平的突然离
去 ，还 是 让 我 一 时 难 以 接
受，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啊。

“我要为让中国人吃饱
饭而奋斗！”为了这个千百年
来 中 国 人 心 中 最 朴 素 的 愿
望，袁隆平一辈子痴心不改，
始终做一位“稻田守望者”。
他说他有两个梦，一个是禾
下乘凉梦，超级杂交稻长得
比高粱还高，他和助手坐在底
下乘凉；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
盖全球的梦，保障国家和世界
的粮食安全。为实现这两个
梦想，袁隆平奋斗了一生。

一生修道杂交稻，万家
食粮中国粮。袁隆平使中国
人吃饱了肚子，他是我们的
亲人和恩人。

袁隆平走了，那个回答
外国人质疑 21 世纪谁来养
活中国人的“老农民”走了；
那个胸怀“让杂交水稻造福
世界人民”梦想的人走了。

江山思国士，人去稻田
丰。袁隆平用一粒种子改变
了世界，而他本人就是一粒
卓越的种子。他将粮食的种
子、创新与奋斗的种子留给
了后来人。浩渺星空，那颗
被命名为“袁隆平”的星，永
远是夜空里最亮的星。

与袁与袁隆平的隆平的
一次一次合影合影

◆◆贺震贺震

文化热点

记录生态之美 展示城市风采

《天鹅之舞》画册座谈会在京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