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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绿孔雀，飞到杨思晴的笔下变
成了一本精美的科普绘本。

去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为绿孔雀保
护的科普绘本公益项目招募插画师，景颇
族女孩杨思晴被选中。历经一年，这本由
儿童阅读研究专家徐美玲和来自云南的插
画家杨思晴共同创作的，以中国唯一原生
孔雀——绿孔雀及其栖息地保护为主题的
生态环保绘本——《绿孔雀——我的家在
哪里》近日与读者朋友见面了。

这是杨思晴创作的第一本科普绘本，
于她而言，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
份体验珍贵而独特，其中有绘本的环衬画
了一万笔的辛苦，有坚持水彩画创作后在
颜料和色彩上所付出的心血。而最终，绘
本给读者带来的审美体验及它所能激起的
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热爱，都让杨思晴
更确定了以后创作更多关于野生动植物保
护方向的科普绘本。

科普绘画需平衡艺术性与
科学性

小时候的歌谣里唱着金孔雀轻轻地
跳，在月光下起舞。在杨思晴的家乡，绿孔
雀又被叫做“金孔雀”，因为从不同的角度
看，绿孔雀的羽毛还会呈现出金色光泽，灿
烂又动人。

美丽的颜色要落在画笔上，既要有审
美的艺术性，还要有写实的科普性，这对杨
思晴来说，并非易事。“一开始我也纠结到
底是用金色还是绿色，因为很多专业研究
人员发来的视频及图片里，绿孔雀看起来
都是金色的。”杨思晴说起创作过程中所遇
到的难题，颜色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绿孔雀》绘本采用的是水彩画的创作
方式，水与颜料交融在纸面流动的自然效
果非常适合这一主题，但这种方式比起电
脑绘画要麻烦许多。为了更好地呈现绿孔
雀的优雅身姿和云南雨林的自然环境及动
植物，杨思晴坚持采用水彩画，而这种坚持
带来的是修改的麻烦和创作周期的拉长。

绘本的开篇介绍了绿孔雀目前的主要
栖息地——红河流域，为与现实保持一致，
杨思晴将其处理成红色。“为了强调地域
性，我当时与编辑老师沟通，是否将内页的
河流也都处理成红色。画完之后发现红色
的水看起来有点脏，对画面的呈现会有影
响。”杨思晴笑着说道，“水彩画修改起来很
难，我花了许多功夫。”

绘本讲述的是一只绿孔雀从孵化、被
人类捕捉被迫离开家园，最终获救重回自
然的故事。故事跨越了四季，从孔雀蛋孵
出来的夏天，到最后被放回森林时又来到
夏天，杨晓晴用不同的色彩表现了这些变
化。“在画植物和鸟类的小细节时，我都对
比过绿孔雀栖息地的动植物在不同季节里
的状态。不仅是这些要与现实保持一致，
还要考虑到随着书中小孔雀的长大，在季
节更迭中，植物的变化、动物和人类的行为
等细节。”绘画过程中，杨思晴一直保持着
与数位科普顾问的密切沟通，对作品反复
修改，“在动植物形状上我也会尽量贴合原
型，基本保留动植物现实中的状态，仅配合
画面稍作调整，在色彩和构图上进行一定
的艺术创作，突出氛围感。比如画绿孔雀
时不会刻意把它画胖、画萌，而是尽可能还
原它在大自然中实际的样子。”

从草图、线稿再到最后着色，一年过
去了。

多次调研，从了解、喜爱到
呼吁保护

杨思晴的家乡在云南省德宏州盈江
县，这里是著名的观鸟胜地，已记录鸟类高
达 719 种，居全国榜首，而云南是闻名全国
的动植物王国。在云南，孔雀是一种比较
常见的动物。但其实，人们在动物园里经
常见到的是从印度和斯里兰卡引进的蓝
孔雀。

“即使是很多云南本地人也分不清蓝
孔雀和绿孔雀的差别。”杨思晴坦言，“我在
创作绘本之前也没仔细研究过两者的区
别。”

实际上，绿孔雀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目前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中部、
西部和南部，主要栖息于怒江、澜沧江与红

河流域的山地，被国家及云南省列为极小
种群物种加以保护。在野外想看见野生绿
孔雀是非常不容易的，多数时候只能通过
雄孔雀高亢的鸣叫来确认它们的存在。

云南人迹罕至的干热河谷是绿孔雀的
理想栖息地。原始的河谷季雨林中，有适
合绿孔雀栖息的粗壮大树、种类丰富的食
物和可以“沙浴”的开阔沙滩。

每年十月底到来年五月初是当地的旱
季，林子里的溪水断流，绿孔雀便要来到河
边喝水；三四月份时，是绿孔雀求偶交配的
季节。对于身形较大的绿孔雀，河谷中的
开阔地带才能让雄性尽情打开屏扇，展示
风采；而绿孔雀和许多雉类一样，都需要通
过“沙浴”的方式来做日常清洁，河滩上就
正好有细沙存在。

为了真实还原绿孔雀的栖息地，杨思
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做资料收集和现场调
研。她曾前往红河屏边县位于中越边境的
森林，那次她看到了边境线对面被破坏的
山体。而一度，绿孔雀的种群数量和栖息
地也曾因人类的活动而受到影响。

“很多人是因为不了解才没有意识到
要保护。”绘本出版后，杨思晴为准备分享
会而忙碌，“我希望通过绘本，向更多人介
绍绿孔雀的故事，也让更多人了解绿孔雀
和它们所面临的生存危机。”

在杨思晴所创作的世界里，绿孔雀的
家园宛如世外桃源。这里生活着绿喉蜂
虎、褐鱼鸮、千果榄仁还有陈氏苏铁等一系
列濒危动植物。而实际上，这些也是珍贵
的干热河谷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它们的命运，休戚与共。

要画得好一点，再好一点。这就是杨
思晴心头的念想，用一本精美的绘本告诉
更多人绿孔雀的美与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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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态环境系统工作人员黄亮
斌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湘江向
北》，近日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为 1986 年参加工作即加入环保
队伍的一名老兵，黄亮斌年复一年
奔走在湘江两岸的工厂、矿山和农
村，见证了不同时期的湘江治污故
事，也亲历了十多年前湘江列入湖
南省“一号重点工程”后的巨变。

但 即 使 有 近 40 年 的 从 业 积
淀 ，黄 亮 斌 在 动 手 写 作《湘 江 向
北》前，还是用了连续两个月的时
间，沿着湘江两岸进行了高密度
的采访，重走故地，重访故人，查
阅各时期的规划、统计、报表和总

结。初稿完成后，他又广泛征集
和听询受访人的意见，反复打磨，
几易其稿。

最终，这部30.6万字的作品，不
仅是对百年湘江自然河流历史的记
录，也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经济社会
发展过程中，现代湖南社会经济历
史和自然生态历史的真实再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湘江向北》
为湖南生态环境保护乃至中国生
态环境保护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
录。其写作势必将成为一个重要
的存在，希望吸引更多人用笔来书
写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历程，记录
波澜壮阔的生态环保故事。

真实再现百年湘江的生态变迁
◆本报记者王琳琳

黄亮斌：我期待它能抛砖引玉，
吸引全国优秀的专业作家，以及环保
系统内优秀的写手们，就生态文明建
设这一题材进行创作。客观地说，它
或许是“为湖南生态环境保护乃至中
国生态环境保护留下宝贵的历史记
录”做出的一点点努力

从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需要
一批优秀的甚至是经典的文学作品
为支撑，生态文明走向成熟，需要有
经典的文化作品为标志。六十多年
前，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也是以《寂
静的春天》和《人类只有 一 个 地 球》
这 样 的 文 化 经 典 为 标 志 的 。 回 到
当前国内现实，作为决胜全面小康
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就文学创作
而 言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与 精 准 扶
贫的创作相比，不仅在数量上而且
在质量上，其差别与成就都不可同
日而语，出版界的一些朋友称，“精
准扶贫”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文
学 创 作 ，一 边 是热火朝天，一边是

“寂静的春天”，这种现状与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历
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的伟大

成就相比，是很不匹配的，甚至严重
点说是文学创作的缺位和失位。对
此，我深觉遗憾。

我从 1986 年进入环保系统，长
达 30 多年的时间几乎就没有离开过
宣传岗位，并荣获全国首批“从事环
保工作 30 年纪念章”。去年湖南省
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开展“ 青 山 碧 水
新 湖 南 ”文 学 征 文 活 动 ，我 开 始 动
手写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湘江向
北》，因 为 内 心 深 处 ，我 有 写 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取 得 的“ 历 史 性 、
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伟大成就的
自觉意识，而河流是体现这一变化
的 重 要 载 体 ，正 如 我 在《湘 江 向
北》序 言 中 所 写 ：河 流 是 打 开 中 国
历史和思想宝库的钥匙，人们在很
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河流这一媒介来
讲述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和经济史。
我 期 待 通 过 对 湘 江 百 年 历 史 的 讲
述，向世人展示其超出湘江和湖南
本身的意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种
密码，都可以从这条河流中找到答
案，这既是河流的走向，也是文明的
流向。

中国环境报：您为什么选用湘江来表达这一写作主题？

中国环境报：您为什么要写作《湘江向北》这样一本书？

黄亮斌：湘江是一条风光秀丽、
景 色 宜 人 、历 史 底 蕴 深 厚 的 河 流 。
1925 年毛泽东写出《沁园春·长沙》
其中就有“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
击长空，鱼翔浅底”的自然描写，这首
诗也让湘江闻名全国。黄河和长江
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湘江是长江八
大支流之一，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这样一个长度的河流，比较适合
作家进行全景式的表达。

湘江是湖南人民的母亲河，湖南
主 要 的 城 市 、全 省 近 70%的 经 济 总
量、60%的人口，都在湘江流域。湘
江流域还是湖南近现代工业起步的
地方，一百多年前，湘江之滨的省会
长沙就是湖南最早炼铅、炼锑的地
方，湖南作为有色金属之乡，主要的
矿山和工厂大多集中在湘江流域，其
中包括“世界铅都”水口山和“世界锑
都”锡矿山，因此湘江也是湖南最早
被污染的河流。20 世纪 60 年代，湘
江开始被检测出有各种重金属因子，
而且流域内农药厂、冶炼厂相继发生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1978 年国务院
在《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中就对

湘江污染治理提出要求。但在经济
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湘江同中国很多
河流一样，从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水
质快速恶化时期，并在 20 世纪 90 年
代进入低谷，那时湘江干流 35 个断
面中超标断面达 24 个，湘江一度沦
为全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
一。

随后，国家不断提高对环境保护
的重视程度。2007 年，长沙、株洲、
湘潭城市群被列为国家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城市试点；2011 年经国
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
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列为国
家试点；2013 年起，湖南将湘江流域
保护和治理列为“省一号重点工程”，
历届湖南省委、省政府带领流域内人
民，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完善
产业结构，建设一批环境污染治理设
施，完成郴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
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和娄底锡矿
山等五大重点片区环境整治，实现湘
江流域江水请、城乡美、两岸绿。

我是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
进程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记录者，年

复一年，我都奔走在湘江两岸的工
厂、矿山和农村，讲述不同时期湘江
治污故事，见证湘江流域水环境质量
的巨变，记录着湘江沿岸走向绿色高

质量发展的进程。在我看来，湘江已
经构成了完成重大题材写作的基本
要素，湖南的实践为生态文明建设创
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中国环境报：您是如何架构《湘江向北》这样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的？

黄亮斌：有一些读者朋友认为
《湘江向北》的故事讲述十分顺畅，这
是“道法自然”的结果。

《湘江向北》讲述了湘江百年历
史，时间跨度很长，涉及的事情非常
复杂，我是无法将百年历史上的全部
工业进程和环境变化讲述完备的，必
须讲究故事讲述的策略与方式，挑选
百年湘江历史上最重大的事情和最
重要的区域进行创作。这样，我几乎
是下意识地采用了两条轴线：分别是
时间和地理。

我采用了从上游到下游，从过去
到现在的方式，写出了全书第一部
分，这个部分又分为《激浊》和《扬清》

上下两节，很显然，前一部分主要是
写 1895 年起湖南“新政”到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湘江污染史，后一部分则
是写湖南如何攻坚克难，突出解决湘
江污染问题。接着，我又按地理这根
轴线，沿着湘江干流从上到下，将郴
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株洲清水
塘、湘潭竹埠港和娄底锡矿山五大重
点治理区域，作为独立章节，分别进
行讲述，每个区域有着每个区域的实
际和具体实践。

这样，我的讲述既条理清晰，又
相对生动有趣。我甚至在全书最后，
用湘江治污大事记收尾，紧扣了党委
政府领导下，全民共建的主题。

中国环境报：您怎样做到一次成功的文学讲述？

黄亮斌：《湘江向北》在今年六五
环境日前夕上市，尽管刚一上市就冲
到京东纪实类销售榜首，甚至带动了
我之前出版的《圭塘河岸》一书冲到
散文类销售榜首，湖南省新华书店将
这本书放在长沙最繁华的湖南图书
城 C 位陈列，这也代表书商系统的认
可。但《湘江向北》上市时间还很短，
短期冲榜并不代表长期成功，一部作
品是否能成为经典需要时间的检验，
我自己并不认为《湘江向北》已经是
一次成功的文学讲述，但我本人十分
期待和渴望这样的作品出现。我认
为，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深入，既需要
一批优秀经典的文化作品作支撑，也
需要以优秀作品作为标志。《圭塘河
岸》也好，《湘江向北》也好，都是我作

为一名资深的环境宣传工作者的一
次次努力。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长期的环
保工作积累固然奠定了我走向文学
创作的基础，但把中国生态环保故事
讲好，需要娴熟的技巧，作品的主题
思想应该积极向上，作品的语言应该
优美自然，作品阐述的道理应该隽永
深长，这样才能把经年累月的职业优
势，转化为一种大众喜爱的文学讲
述，这种努力和尝试十分重要，因为
环保涉及的领域非常复杂和专业，这
也是一些专业作家迟迟难以进入其
中的原因，使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停留
在传统的自然山水写作，难以深入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的
内核。

中国环境报：接下来，您有什么创作计划？

黄亮斌：出版《圭塘河岸》和《湘
江向北》以后，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被
掏空的感觉，两部作品都以河流为主
题，我自己很难突破自己，很长时间
内我都不会写作同类题材的作品了，
目前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静下心来
休息和读书。

一个人走上写作的道路后，是需
要通过反复不断地阅读来提升自己
的，而且就写作而言，我只是希望自
己的每一部作品能被读者喜欢。

当 然 ，眼 下 当 务 之 急 是 完 成
《以 鸟 兽 虫 鱼 之 名 走 进 诗 经 中 的
动 物 世 界》的 出 版 ，这 本 书 是 我 挖
掘中国文化经典，服务生态文明建
设 的 一 次 尝 试 。 早 在《湘 江 向 北》
写作之前就交给出版社了，但由于
这 是 一 部 跨 越 三 千 多 年 的 动 物 史
话 ，它 的 编 辑 工 作 十 分 繁 难 ，目 前
这本书已完成了最后的编校，正在
出版印刷当中，近日就可以与读者
见面。

2021 年 8 月，黄亮斌（左）
在郴州三十六湾采访。

杨思晴和她笔下的绿孔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