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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塔紫霞映众生，无量殿前盛国色。

癸卯之夏月于太原 徐剑

徐剑，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
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一级作家，
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鲁迅文学
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飞天奖、金鹰奖、中国图
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著有《大国长剑》《大国
重器》《东方哈达》《天晓 1921》等 30 余部作品。

儿童系列小说《故宫奇遇记》（青岛出版社
2022 年 出 版）由山西阳泉作家梁芳创作，已经
加印 4 次，深受小读者喜爱。这部小说以故宫
作为原点，呈现出不落俗套的故事情节，浸润
着奇趣与险趣，让小读者在阅读中，在中国传
统文化的浸润中，收获了善良与真诚、勇敢与
宽容。

儿童小说是儿童的小说，要能够充分表现
儿童情趣，以此来增强作品的可读性。《故宫
奇遇记》从故宫出发，马克、山竹与小袍子相
遇。他们触动日晷机关，进入了龙域大陆，在
神兽国、珍宝国、书人国、木精灵国、陶俑国、青
铜国、古画国、乐器国、镜子国、古陶部落、织绣
国、钟表国、武器国等国家冒险游历，与 青 龙

“大泥鳅”相遇，上演了一个奇幻与传统相遇
的 故 事 。 3 位 小 主 人 公 的 奇 幻 之 旅 ，每 一 处
都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故宫的
文物不再是陈列品，变得活灵活现，成为冒险
中的重要内容。无论是杯具，还是书籍、《清
明上河图》等，让小读者在奇幻中了解文物，
了解传统。

孩子们对一部儿童作品评价的核心标准
是故事情节是否吸引人。跌宕起伏、趣味迭出
的故事情节，能让儿童兴趣盎然。这部小说最
可贵的地方就在于精巧的故事情节设计。很
多儿童都参观过故宫，如何能将平凡的事情写
得不平淡？作者化平凡为奇幻，化平淡为惊
奇。书中的 3 个孩子，在召唤神兽的趣味行动
中，不小心触动了日晷机关，开始了奇幻的冒
险之旅。他们在回归现实世界中，遭遇了种种
险恶，碰到爱喝酒的坏心眼大金杯国王、被冒

名顶替的青铜方鼎国王、泪水流得停不下来的
镜子国国王、被变成脊兽而扔到屋顶上的红鬃
狮子、邪恶的黑陶罐巫师……这些情节紧紧抓
住儿童的心灵，出人意料，又极富戏剧性。

作品故事情节完整，集中紧凑，以 3个孩子
的奇幻经历作为主线，以大泥鳅的成长为副
线，包含着丰富的知识，能够带领小读者了解、
认识故宫文物，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
流长。同时，故事情节的设计没有生硬之感，
将传统文化与奇幻情节巧妙融合，让小读者随
着 3 位小主人公经历了一连串的冒险，沉浸式
地游历了十三国，增长了见识，最终通过大家
的齐心协力让十三国回归正常。小主人公不
再是生活中需要保护的小字辈，而是凭借能力
与智慧，战胜邪恶，化险为夷，成长为强者。

人物是这部系列儿童小说创作的核心，这
部小说的人物塑造有个性、有特点。作品中
的人物从现实出发，与特定年龄阶段的儿童
相吻合，在冒险中成长，虽有放弃与胆怯，但
能 够 战 胜 自 己 。 这 些 形 象 不 是 成 人 化 的 儿
童，是充满个性的儿童。在冒险中，山竹的理
智、马克的果断、小袍子的善良展现在小读者
面前。“大泥鳅”的形象更是引人瞩目，从一开
始的身份不明，到后面变成真正的“龙”，有孩
子 的 顽 皮 ，也 有 过 灰 心 丧 气 ，但 最 终 靠 着 坚
韧、善良而成长。

传统与奇幻的叠加，让故事在想象力与冒
险中不断丰满。故事插图精美，情节跌宕，让
小读者跟着主人公不断翱翔，感受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博大，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
合中获得滋养。

当奇幻与传统相遇
——《故宫奇遇记》的可读性

杜 娟

《故宫奇遇记》插图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于 8 月 11 日揭晓，获奖作品分别为：杨志军
《雪山大地》、乔叶《宝水》、刘亮程《本巴》、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东
西《回响》。这五部作品或反映了党的奋斗历程，弘扬了革命精神，
或反映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或对史诗和历史回望与追溯，或以
鲜活的笔法深入反映当下社会发展变革的多个层面及人民群众丰富
多彩的生活，以不同方式展现新时代文学的新风貌、新气象。本版今
日刊发《宝水》作者乔叶的创作谈，以飨读者。 ——编 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习近平，于 2005 年 8 月 15 日在浙江湖州安吉考
察时提出的科学论断。今日，首个全国生态日主
场活动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主题，在浙
江 省 湖 州 市 举 办 ，本 版 刊 发 相 关 文 学 评 论 ，聚 焦
当 代 生 态 报 告 文 学 的 新 内 涵 、新 方 向 ，探 讨 如 何
更好地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故事。 ——编 者

在所有的主题性文学中，生态文学与社会生活联系很
密切，这也是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报告文学对生态主题
与生态题材极为敏感的原因。因为在众多文学样式中，报
告文学的现实性强，问题性、即时性也明显。在讨论生态
报告文学时，并没有什么普遍的模式可以利用，不能以一
些理论归纳的生态文学发展模式来讨论中国当代生态报
告文学的现实发展。

具体地说，中国的生态报告文学经过了跨越式发展。
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生态报告文学还以
问题型、批判型、反思型为主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后，中
国的生态报告文学已经以正面书写为主。决定这一写作
转型的是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始于上
世纪 80 年代，到了 90 年代，生态问题逐渐凸显。但是，自
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生态治理、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家治
理理念。凭借强大的制度优势，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走上
健康的道路。到了党的十八大之后，特别是“两山”理论的
提出，社会的整体生态意识不断强化，制度设计不断科学，
执行力度不断加大，工业生产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转型。
中国不仅加快了自身的生态环境治理，同时向世界作出了
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生态建
设已经进入常态化。与此相应，当前的生态报告文学越来
越多地聚焦地区与行业的生态成就，讲述生态保护的中国
故事，塑造生态文明的中国形象，这是文学对现实自然而
然的响应。

与此相关，中国的生态报告文学的科学理念不断增
强，科技含量不断加大。与社会对生态理念的认识相一

致，与社会的生态治理水平相一致，生态报告文学的专业
性也在不断加强。生态报告文学与其他主题与题材的报
告文学不一样，它是一种特殊领域的文学书写，有着科学
与科技的制约，它是文学与科学的结合。随着国家生态治
理水平的提高，社会生态意识自觉性的形成和国家整体生
态面貌的改变，对这一题材写作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当下
的生态报告文学大都是对具体领域的叙述，或自然，或行
业，或产业，或人物，或事件，都要求写作者对这些题材从
科技的角度叙述其生态的涵义，对其在生态建设上的贡献
做出具体的评价，并描述这些贡献是如何成为现实的，其
科学的依据和原理又是什么？这些都需要写作者有着相
当的专业素养，否则就达不到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不利于
作品发挥科学普及与生态意识强化的目的。这一趋势与
中国科幻、科普的写作发展也是相一致的。过去，中国的
科幻、科普作品其科学水平与科技含量并不高，专业人士
介入较少，科幻大都是幻想高于科学，是“软科幻”。进入
新世纪后，社会对科技的需要与日俱增，民众的科技热情
日益高涨，科学素养今非昔比，该类型小说也得到长足的
发展，这些因素使科幻小说迎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硬科
幻”成为主流，其中不乏以生态为主题的科幻与科普。因
此，生态报告文学科学意识的增强与专业性的提升也是文
学与科学发展的必然。

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生态报告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充
满张力的、具有生长性的、在审美创造上有着可迁移的方
法论的强势文类。这样的文学地位一方面来自于国家的
生态意志与生态治理水平，来自于民众普遍而自觉的生态

意识，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生态报告文学自身的革命和创
新精神。如果从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发展史来考察生态
报告文学，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与其他类型报告文学的区
别。在报告文学中，生态报告文学是最具学习意识与学习
能力的类型，这样的意识与能力几乎使其具有了独立文体
的性状。它的现实关怀，它的独立精神，它的思想高度，它
的科技含量，特别是它的叙述体式，都使它在报告文学大
家族中卓尔不群。这其中，对新兴的非虚构与纪实文体的
借鉴使它在叙事上产生了质的飞跃。贴近现实的真实性，
细节密实的在场性，深度思考的尖锐性，以及以人类意识
与国家立场为背景的宏阔视野，促进了生态报告文学的脱
胎换骨。当生态报告文学具有了引领性的地位后，作为一
种方法，它已经为其他书写类型所参照和借鉴。这一点我
们从当下的历史、器物、工程、艺术等等领域的散文、纪实
写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不再是静态的书写，而总是将
之与环境、与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再是孤立的书写，而是
力图在系统中找寻意义，在广义的生态中为表现对象以确
切的定义；不再是传统说明文式的单一书写，而是在美学
的意义上进行表达，在情感上建立表达与表达的紧密联
系，并且通过视角、结构、语言等方面的努力使叙述摇曳多
姿。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生态报告文学正在有力地参与
到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参与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这正是
文学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活力所在。

生态环境部与中国作家协会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新
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两个国家部门就
某一文学类型发布指导意见，这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
见。《意见》推荐了这样的创作方向——传播生态文明主流
价值观；书写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讲好生态环境保护
感人故事；赞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从具体举措、保
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周到的可操作性的设计。这是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化和拓展，是国家治理理念在文学上的
体现，是文学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响应，是文学参
与具体的社会建设的自觉行动，它对推动生态文学发展，
发挥文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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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安吉县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

“乡愁”这个词近些年被高频提起，让人不由寻
思，这愁的是什么？就文化情绪上来讲，它表达着
我们与故土的感情，有思念，有眷恋，有牵绊。就行
政层面来讲，是富不富的问题，比如脱贫攻坚，面对
的是物质层面。是美不美的问题，比如一直在全面
推行的美丽乡村建设，着力点就是乡村的景观美。
而富和美其实也可以统摄于一体：美是更深的富。
精神之美是否能从里面把乡村给充实起来，也许很
值得考量。

近几年每次回老家，我都会格外贪婪地到处去
看，趁着空就使劲儿地东跑西跑，主要是去那些传
统形态相对完整的村庄。看多了就想写小说，想写
一个与当下的乡村现实有密切对话关系的长篇小
说。——是的，跟当下的乡村现实有密切的对话关
系，很想强调这一点。

“作为作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
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的乡村
世界。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
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
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
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铁凝在
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观点
深契我心。我想写有新特质的乡村，而牧歌式的、
悲歌式的、审判式的，或者是隔着遥远的时间距离
而把相对静止状态的乡村记忆放在过去时中去感
叹的写作，虽然比较好把握，却也实在提不起我的
兴致。

自从有了这个意念后，我到各地去采风时特别
注意去看乡村，看新农村建设，领略到了因地制宜
的多样气息。

很多新农村也不是那么新，都是新中有旧，旧中
有新。像我老家的县近年来致力于在山区倡导全域
乡村旅游，这些村庄就处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中，深入
了解一下后我发现，其中的新旧丰饶杂糅。我们常
说乡村应该变成什么样，所谓的应该自然是一个理
想状态，从现实到理想的进程却极缓慢，哪怕表象貌
似日新月异，内在改变却是自有节奏。因为总是有
各种新的元素、新的渴望、新的期许、新的可能性来
改变这个进程，这也恰恰证明着乡村的生命活力。

在跑村和泡村的过程中，我能时时感受到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
多元力量，比如我老家有个大南坡村，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
村凭着煤炭资源一度很是富裕，后来煤炭资源枯竭，环境也被破坏
得很不堪，青壮年出去打工，不愿意再回来，偌大的村庄变得萧条。

县政府主导的美学经济规划到了这里后，有些层次很高的乡建
设计师深度参与，提供了积极助力，他们富有经验的团队很注意尊
重乡村原来的风貌，村里原有的大礼堂、学校、祠堂、村委会等重要
的公共建筑都逐一精细修复，修复得原汁原味。村庄很快成了网红
打卡地，游客们纷至沓来。与此同时，村民们自发组织环保队定期
捡垃圾，恢复了昔年的怀梆剧团，重新开始排演，学习各种手工艺制
作，文化僵死的部分又回弹了起来，村庄里因而弥漫出丰饶的活力。

看过一些乡建专家的相关访谈，我很认同一种
观点，大意是，乡村自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我
们看它貌似颓废了、破碎了、寂寥了，但这些很可能
只是一种貌似，骨子里很强韧的某种东西还在。

他们最初想改变乡村的时候，大多是一种精英
知识分子思维，等到真正深入到乡村，比如在大南
坡三年，他们才能认识到，要把自己软化下去，要贴
合乡村的骨骼去生长。

我曾经到河南南部的一个乡村去调研，和几个
在那里做社会实践的大学生、研究生聊过，刚到村
里的时候，他们也有一种“要改造这个村”的强烈冲
动，这冲动里包含着一种不自知的傲慢，是他们的
知识优势衍生出来的傲慢，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具体事情的缠绕，当他们想教育农民或者改
造农民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说服、
被改造，原有的意识也做出了有弹性的改变。

他们说，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
的体验。这也告诫了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不能架空
想象，尤其当你自持着一个精英视角傲慢地去框定
乡村时，也许是有点儿危险的。

有鉴于当下乡村的鲜活样态，与之相关的写作
也必然是相对复杂的、丰富的。

虽看得越来越多，有意思的是，我却越来越不好
下笔，越来越意识到这对自己是很大的考验。知识
补充、人物采访，还有情感投入，都不容易。还有在
前辈的乡村叙事传统中如何确立自己的点——这个
当下的点，跃动的、弹跳的、难以捕捉的点，都是障
碍。还有如何对待素材。素材铺天盖地而来，既得
深陷其中去拿取，又绝不能淹没其中。要在写作时
不断抽离——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要感谢北京。“故
乡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忘记了这句话从何听起，
却一直刻在了记忆中。自从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在
地理意义上距离故乡越来越远之后，就更深切地理
解了这句话。人的心上如果长有眼睛的话，心上的
眼睛如果也会老花的话，确实需要偶尔把故乡放到
适当远的距离，才能够更清晰地聚焦它，更真切地
看到它。

艰 难 之 处 还 在 于 选 择 写 一 个 什 么 样 的 村 子 。
我像小说中的乡建专家孟胡子一样选来选去，终于
定下了宝水。作为山村，它分几个自然片？要有多
少户人家？这些人家要走什么动线？村子周边有
什么人文景点？都需反复斟酌。决定了这些就基
本决定了一年之内他们的故事脉络。

那么又该怎么结构这一年呢？按照时序叙事
成了我的必由之路，山村巨大的自然性决定了这
点。接下来就是怎么分章节，是依月份？亦或节
气？我选择了遵循四季。从第一章“冬——春”、
第二章“春——夏”、第三章“夏——秋”到第四章

“秋——冬”，整整一年。期间每个季节的重复衔接
也是必然，因为大自然就是如此。

此外还要考证时令的花草植物和庄稼菜蔬，还要重新去拣择语
言：土语方言，知识分子语言，因有四面八方的游客，他们的语言层
次也要有所区分，向内和向外要有不同语感。还有对乡村诸多关系
的重新辨析和审视：村民间的邻里关系，居住在繁华地段和偏远地
段的村民间的关系，村民和村干部的关系，乡贤和村干部的关系，乡
镇干部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再去认识和表达。

难度常常意味着价值。在《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11 月出版）的写作过程中，我无数次痛恨于自己的笨拙，但也知
道，面对这些难度，以我的才智，也只能这样。好在写作从不负我，
这次亦然。其中的收获难以言说，唯有感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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