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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今
年 的 主 题 是 “ 美 丽 中 国 我 先
行”，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号召
公众从自身做起，积极参与生
态环境保护行动。中国之美，
美在如画的山河湖海，美在多
彩的乡村田野，中国之美也凝
结在一本本生态环保主题图书
中 ， 唤 醒 更 多 人 对 自 然 的 关
注。这些图书也在提醒读者，
我们生活在自然之中，本就是
美丽中国的一分子，我们不只
亲近蓝天碧水、草原森林，也
身体力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让中国更美。

从一草一木中学会
敬畏自然

生态文学，已不能简单地
被视为“自然文学”或“环境
文学”，越来越多的作者立足于
生态环境，用文字探讨人与自
然之间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关
系，歌颂自然的同时，也反思
人与自然的现实冲突。

在 阿 来 的 新 作 《大河源》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中，他用诗
人的笔触、学者的严谨、行者的
热忱，描绘了一幅黄河源头的立
体画卷，以艺术的方式为黄河立
传。在阿来眼中，天地间的一朵
小花、一块岩石、一朵白云都值
得欣赏、珍视，即使是暴雨将
至，他的描写也充满诗意：“风
从天上撕扯下来那么多云雾，一
下 就 把 山 头 和 一 行 人 包 裹 起
来。”短短一句话，把雨来之
急、高原气候的变化无常渲染
得淋漓尽致。在这本书中，他
将自然和社会、大地和人类、
历史和现实交织，浑然一体地呈
现自然的雄奇，展现人类共有的
情感与追求。

《大河源》 打开了一扇远离
喧嚣、回归自然的窗户。读者
可 以 看 到 黄 河 源 的 宁 静 与 壮
美，看到动植物的勃勃生机，
感受高原上每一个生命的坚韧
与美丽，书中对大自然的描写
多彩、生动且神秘，让我们疲
惫的心灵在阅读中得到抚慰，

《大河源》 的内涵已超出对自然
景观和历史文化的记录，阿来
在 书 中 回 顾 了 生 态 问 题 的 产
生，也忠实记录了人类对生态
保 护 的 努 力 和 成 果 。 重 要 的
是，这本书让我们跳出了以人
类为中心的观念，学会敬畏自
然、尊重生命，也理解了作者
的 创 作 初 衷——“ 人 与 大 地 ，
大地与人，本就是互相依存。”

另一部融合了生态学视野
与人文关怀的作品 《草籽来自

不同的牧场》（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同样关注黄河源生态，骏
马奖得主、作者王小忠以细腻的
笔触记录那里的自然变迁与人文
坚守，在自然法则与人性温度的
交织中，探寻文明存续的深层答
案。全书由 《河源纪事》《车巴
河纪事》《草地纪事》 3 个系列
散文组成。

在 《河源纪事》 中，作者
既是生态变迁的记录者，也是
牧区生活的参与者，不仅抒写
了黄河上游自然生态保护取得
的成效，同时也对黄河上游的
风 物 人 情 作 了 细 致 入 微 的 描
绘。《车巴河纪事》 记录了作者
作为基层干部在车巴河驻村工
作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是一部
生动的牧区生活实录，再现了
高原农牧区人民真实的生活状
态。《草地纪事》 通过在山野的
考察、触摸、倾听，思考人和
自然、土地与生存之间的关系。

“自由是相互间的尊重与握
手言欢”，这是人类在与自然万
物的相处中学到的重要一课。
作者认为，人类唯有遵循自然
法则，才能与万物达成“相互
尊重、相互依赖”的平衡，才
能在相互依存中完成对共同家
园的守护。

生态文学是回归，更是前
行，回归是对自然的敬畏，前
行是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
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强
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
责 任 与 担 当 。 而 唤 醒 人 的 良
知，提醒我们每个人勿忘善待
自然，则是生态文学的重要功
能。”在 《中国 2024 生态文学
年选》（百花文艺出版社） 序
言中，该书主编李青松这样写
道。该书由 2024 年度发表的中
国 生 态 文 学 作 品 随 笔 精 选 而
成，呈现当代生态文学作品的
多样化面貌。这部散文集既是
作家们对山河的深情凝视，更
是他们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
发展理念的深入思考，拓展了
生态文学写作的广度和深度。

在一字一句中建立
情感纽带

生态环境主题图书让我们
听到自然的呼吸与低语，在风
雨与草木间重新找回与自然的
情感纽带，加强与自然的沟通。

青藏高原是地质活动的杰
作。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古
海，地壳的变形与褶皱塑造了
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
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

此密藏千万层岩石之中。虽然
《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
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书
名上写着“折叠”，但其实这是
一部“打开”之书。作者以亲
身 经 历 的 青 藏 高 原 科 考 为 线
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
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
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
石发现融为一体，辅以精美古
生物插图，讲述了青藏高原 2
亿 年 以 来 鱼 龙 、 攀 鲈 、 古 犀
牛、三趾马等各类生物的演化
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
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作者吴飞
翔历时 15 年，行走数万里，探
索神秘旷远的青藏高原，揭示
沧海桑田的地质变迁，书中回
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家跋
涉高原、探索未知的波澜壮阔
的历史，真切展现科学考察的
酸甜苦辣。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本
科普图书，书中有大量作者自
己创作的插图，这些化石标本
素描和古环境复原图，还原多
姿多彩的远古生灵，在科普图
书领域，这种由研究者亲自绘
制科学插图的尝试并不多见。

“公园 20 分钟效应”认为即
便不运动，每天只是在公园等
户外散步 20 分钟，也能让我们
状态更好，感觉更加快乐，这
一效应将正向心理学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这两个看似毫无共同
之处的科学联结起来。《到自然
中去！人类与自然的情感关
联》（东方出版中心） 告诉读
者，人与自然的关联，远比已
知的更为紧密和深刻。该书以
丰富的数据和扎实的研究展示
了与自然共处以及与他人建立
紧密关系如何帮助我们获得内
心的平和与满足。通过严谨的
科学研究以及丰富多样的实践
活动，作者丽莎·加尔尼埃阐述
了人类与自然是无法分割的生
命共同体，而自然界或大或小
的变化也会给人的心灵和精神带
来影响与触动，这本书打破传统
认知，提出幸福感不仅仅来自物
质财富，也在与他人和自然的互
动中悄然滋生。所以，带上这本
科学性与文学性兼具的图书，回
到自然的怀抱，在附近的公园漫
步，观察花草树木，听听鸟啼虫
鸣，在水边的长椅上发发呆，相
信一会儿工夫你的眼睛亮了，心
也静了。

在大自然中，我们总能发现
不一样的美，说不定还能交到

“新朋友”，比如，菜地中忙忙
碌碌的黄色或白色的粉蝶；随
着柳树枝条舞蹈的是有着蓝紫
色闪光的柳紫闪蛱蝶；随处可
见的酢浆草旁边，小小的灰蝶飞
来飞去……静下心来探寻，即使
再小的一方天地也充满趣味。
《寻蝶笔记：发现身边的蝴蝶家
园》（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
社） 教 我 们 如 何 与 蝴 蝶 做 朋
友、身边常见的植物是哪些蝴
蝶的居所，这本书带着我们跟
蝴蝶捉迷藏，在日常生
活中与这群美丽的
生灵产生情感联
结 ， 领 略 自 然
之美。

打开更多观察自然的窗口
□本报记者 韩萌萌

生态主题图书的读者群体绝
不只是成人，相关题材童书可以
丰富孩子们的生命体验，让他们
感受自然之美，也让他们懂得，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每个人都应
该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这
类图书能够提升小读者们的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拓宽生态视野，
激发他们对环境保护的热情。

用大自然温暖心灵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生态
环保主题的儿童文学对于价值
观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生
动的故事引领他们探寻大自然
的奇妙，拟人化的角色激发着
他们的共情能力。

在拉萨的辽阔天地间，在山
谷的晨昏与风雪中，两名藏族少
年各自骑着美驼与骏马，在雪域
山峦间跋涉远行，用自己的纯真
与执着，守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重返森林，《拉萨的美驼与
骏马》（明天出版社） 讲述了人
与动物相知相守的动人故事。一
路上，少年们追随祖父、曾祖父
两代青藏、川藏公路建设者的足
迹，聆听祖辈们在高海拔牧区耕
耘建设的传奇，从他们筚路蓝
缕、以启山林的奋斗中感知信仰
的力量、生命的韧性、坚守的意
义。跟着茅盾文学奖得主杨志军
细腻浪漫的笔触，小读者也陪着
少年们一同启程，沿途感受自然
生灵的至情至性，理解人与人之
间相爱相携的朴素情感，让他们
更加坚定了接续祖辈奋斗征程、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家园
的决心。

“对我来讲，写儿童文学要
比写成人文学难多了，我写得
非常谨慎，写完一部，要思考
很久很久，才会去写下一部。”
杨志军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为儿童写作要“保持一颗赤子
之心”，在 《拉萨的美驼与骏
马》 这部长篇儿童小说中，他
用一如既往的深情，讴歌壮美
的山河和纯真的感情，以细腻
的 生 态 视 角 ， 叩 问 文 明 和 人
性，书中以儿童和牲灵为主角
的群像式生活场景，既体现真
实 性 ， 又 充 满 童 话 般 神 奇 色
彩，希望孩子们在阅读中感受
担当与坚韧，理解与万物和谐
共生的自然之道。

“万物有信书系”（湖
南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是鲍尔吉·
原野以书信

体 形 式 写
作 的 全

新作品，书中的万度苏草原是北
方常见的牧区，但在作者奇谲而
深邃的书写中，喜鹊、麦穗鱼、
羊羔、灰椋鸟等小生物都成为有
情的存在，所有存在者平等而相
通，万物有灵有声，处处都有值
得探索的谜团。从肉眼难辨的灰
尘到浩瀚的宇宙，都在信中徐徐
展现。书中既有对自然奥秘的诗
意探索，也蕴含着对生命哲学的
深刻思考。

鲍尔吉·原野继承并创新运
用了书信这一传统形式，将对话
的主体由人扩展到有生命乃至无
生命的万事万物，书中自然流露
出儿童视角和天真品质。“用朱
光潜先生的话说——我把自己看
作草木虫鱼的侪辈，并为此感到
幸福。”作者表示，在“万物有
信书系”里，自己不仅是万物中
的一员，并且获得了一个机会，
以浅语写深情，以万物写人生，
致广大而尽精微，“我曾经说过
要‘全心全意为大自然写作，用
大自然温柔人的心灵’，‘万物有
信书系’就是一个例证。”

科普自然生态系统

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复杂多
样，分布着地球上几乎所有类
型的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是
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
家之一。“中国国家公园”丛书
（少年儿童出版社） 通过丰富的
图片和生动的文字，展示我国
首批国家公园的代表性生态系
统、奇妙野生动植物、独特自
然景观与遗迹。丛书共 5 本，
分别是 《大熊猫国家公园》《三
江源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以轻松、
简洁、幽默的文风，以及高清大
图和丰富前沿的多维知识，充分
展现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的自
然生态系统、珍稀特有野生动
植物、特色自然景观、自然遗
产和风俗文化，以生动的故事
来讲述科研保护和野外巡护的
艰辛，让读者在沉浸式游历西
北的高山峡谷、东北的林海雪
原、海南岛热带雨林等自然秘
境的同时，对国家公园这种新
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以及生物多
样性、自然景观、自然遗迹等
中国本土保护对象的生态价值
形成正确认识。

一本近4米的科普书，藏着
整个三江源的奇妙。《奇迹家
园：三江源的雪域精灵》（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是一幅聚焦三江
源生态的水彩长卷，从一对雪豹

母子的一天切入，用长镜头带读
者领略高原动物之美，以及它
们赖以生存的壮丽迷人的三江
源。这本书的设计颇具特色，
一面的故事讲述了小雪豹即将
踏上独立的旅程，它跟随妈妈
的脚步，学习如何巡视领地、
捕获猎物……另一面的科普板块
带小朋友深入了解傲居高原生态
系统食物链顶端的雪豹、三江源
众多的野生动植物，以及三江源
的历史与现状，“双面叙事”的
设计既可以让读者沉浸于故事，
也可以获取科普知识，实现了图
画故事与丰富科普知识的结合。
正如作者所希望的，孩子们总会
在动物身上渐渐明白人的道理，
从爱动物、爱植物慢慢地才懂得
爱人类。

图画中传递环保意识

成年人会在环保纪录片等
各 种 信 息 渠 道 中 看 到 全 球 变
暖，冰川融化给极地的动物们
带来的种种危机，但如何让小
朋友理解北极熊等动物正在面
临的生存考验，并不是一件很
容易的事情。《北极熊的梦》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以绘本
的方式，讲述了一只北极熊的
生命奇迹，让读者看到了一只
名为冰妮的北极熊在冰天雪地
的斯瓦尔巴群岛上如何独立生
存。这部绘本源自真实故事，
运用细腻的心理刻画和环境描
写，巧妙地将北极熊的个体经
历与北极生态变化紧密相连，
让小读者感受到冰妮的喜怒哀
乐，揭示了北极因气候变暖导
致浮冰减少，使北极熊面临食
物 短 缺 、 生 存 艰 难 的 严 峻 现
状，从而警示人类要关注环境
问题，懂得保护北极生态的重
要性，激发孩子们对自然生态
的热爱与责任感。

那些在电视或者手机屏幕
上出现过的东方白鹳，有一天
以绘本的方式出现在小读者面
前。《黄河口的东方白鹳》（明
天出版社） 以黄河三角洲湿地
为背景，以东方白鹳等珍稀鸟
类为主角，以它们迁徙、成长
的生命故事，全方位展现了气
势磅礴的湿地气象。小读者从
绘本中，不仅能够感受神奇壮
美的生命形态，还了解了物种
多样性与自然的神奇力量。这
也是一本饱含人文关怀的生命
教育绘本，融入多种湿地生物
知识，配有观鸟图谱，以东方
白鹳的成长故事，培养少年儿
童的生态保护意识。

用童书播撒环保种子
□本报记者 韩萌萌

■本期关注：生态主题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