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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视野下的英雄书写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

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生态文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成为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新命题与新热点。中

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提

到“生态文学展现着新视野和新空间”，新时代生态

文学如何书写成为摆在文学界，尤其是每一位作家

面前的重大课题。鲁顺民的生态报告文学《将军和

他的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范本。

这部作品生动再现了河北军区原副司令员张

连印退休后，义无反顾地放弃优渥的城市生活，情

牵故里、反哺家乡、植树造林的事迹。将军的家乡

山西省左云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南边缘，曾是著名

的风沙县，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煤炭资源的开发

利用也加剧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他自掏腰包

不要林权不要地权，这一干就是20年。作者扉页

写道“一个人和200多万株树……”，语言简短却充

满力量与想象的空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在深挖

英雄人物的故事中彰显时代精神，在双重叙事的结

构中拓展了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的广度与深度，在大

量的细节描写与独特的地方语言中最大限度地还

原人物，让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老汉”形象跃然

纸上，让生态保护的故事更加真实动人。

作者在疫情期间数次去左云走访考察，查找史

志资料，追溯左云历史，将笔触延伸到当地的人和

物，以地方性书写全面呈现了当地广阔的生活画

面。地方性书写首先体现在对地方语言的运用，鲁

迅曾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

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

典，听着也觉得趣味津津。”语言是乡土文化的重要

表征，为了更好地展现人物，作者尝试对语言进行

转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方言素材，进行文学性的

融合。开篇通过对“老汉”一词的运用和解读，让时

代楷模张连印将军完成了身份的自然过渡，抛却英

雄光环，他是质朴无华的山西老汉。这种充满浓郁

地方色彩的口语，书中都用得非常有韵味，比如“拿

心”，既是人与人交往客气，也体现在对某人某事的

关心重视，作者用“将军是一个‘拿心’的人”活化人

物性格，短短几个字就刻画出了将军思虑周全的处

事风范和壮心正烈的人生状态。动词“着（zh）”发

音短促、明确，内涵丰富,作者用“着”贯穿文本始

终，鲜活灵动。此外，“营生”“揎”“膀”等山西方言

的运用，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富有生活质感，同时

又不影响阅读的顺畅与愉悦，增强了作品的可读

性。毋庸置疑，正是通过对方言俚语的借鉴，人物

话语情绪更加充盈，“老汉”的形象更加立体，增强

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作者的地方性书写还体现在

描写当地风土民情和自然风景，从婚丧嫁娶的鼓吹

班到元宵节点燃的平安灯，从满目疮痍的烂河滩到

300亩绿色苗圃，从无人耕种的荒地到静听松涛的

6000亩林地，既写出了当地人的善良淳朴，又再现

了新时代新农村的生态变化，是具有鲜明地方性的

生态文学作品。

在叙事结构上，作者采取了双重叙事结构，一

方面讲述张连印回乡植树的事迹，一方面追溯张

连印的成长历程，主线副线既独立又关联，在作者

叙述中穿插交织，最终合二为一。主线围绕着时

代楷模张连印植树造林的故事展开，作者不惜笔

墨详尽描述了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漫天黄沙、

黑云动地”的状况由来已久，对此每一位张家场人

都有着切身体会，这也更加坚定了张连印植树造

林、改善环境的决心。对于周围人的不解和反对，

张连印一笑置之，扑下身子亲力亲为，起房盖屋时

搬砖和泥，苗圃劳作时扛树栽苗，育苗受挫时苦心

钻研，前后引进二十多个品种，一个一个地尝试，

一点一点地摸索，最后才找出适合张家场的苗木，

率先在当地成功培育出了大规模的樟子松。作者

没有重墨书写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也不刻意营

造潸然泪下的感人事迹，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善用

细节建构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日常生活

的书写中呈现宏大叙事，营造多角度多层次的意

蕴空间。

回乡植树后张连印融入当地生活，不讲吃穿，

没有架子，“穿件旧作训服，抗一把锹，一双鞋粘泥

带土，摘下帽子来，乱蓬蓬的头发，黑脸膛”“乍一

看，就是一个刚从田野里劳作归来的农民”。植树

以来，张连印始终坚持在一线指挥，带头苦干，每年

的植树黄金季，也是当地风沙最厉害的时候，“风搅

着沙，沙裹着风”，长期风吹日晒，嘴巴肿胀开裂，山

上植树也只能开水泡面，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停歇，

就这样一年一年的坚持下来。一次张连印看见饭

不多，担心饭菜不够，迟迟不动筷子，悄悄让厨房加

菜，“待大家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他才掰块馒头就着

土豆丝吃”，通过这些生活细节的描写，让读者感受

到主人公的细致、温暖，也为作品奠定了朴实温暖

的叙事格调。

作者笔下的张连印能够尊重理解乡村的伦理

与习俗，遵循农民的处事方式，并与之平等交友。

过年发放善款时，部分村民对80岁的年龄限制不

满，他能耐心倾听诉求，考虑到农村虚岁的传统，适

当放宽年龄。遇到牛羊啃苗、毁坏林地的情况，他

能思索深层次的原因，一再承诺不要林权和地权，

一切归村集体所有；将羊倌和牛倌召集起来，与他

们诚恳地谈心，理解他们的辛苦和不易，逢年过节

前去探望，这些有情有义的牛倌羊倌也成为了将军

的义务护林兵。通过主线的叙述让读者看到了这

样一位身体力行、充满善意、令人心生敬畏的“老

汉”。作者语言质朴细腻，平和感人，在日常琐碎的

细节描写和人物的言行中直达人性的幽微。

为了更加全面立体地塑造人物，作者设计了追

溯过去的副线，以张连印的成长经历为切入点，围

绕着他的家族故土、求学从军、娶妻生子展开。早

年丧父，母亲改嫁，张连印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

在祖父母身边长大，这种经历也使他对这里的人和

事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虽然从军离开多年，但一直

心系家乡，这也是他坚持反哺故土的精神根脉所

在。在他的成长经历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5岁

那年，祖父生病，叔伯姑姑都拖家带口，难以全天侍

候，一向成绩优异的张连印选择退学，独自承担起

照顾祖父的重任。16岁，祖父病逝后，他开始独立

生活，自己烧火做饭，“一个人扛起岁月”。作者通

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走访，向读者再现了张连印在

不同人生阶段的处境和精神状态。幼年的成长经

历赋予了他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在之后得到积

极的传承。作者穿插讲述，用过去映照现在，用义

无反顾改善生态接续自愿退学照顾祖父，从小我到

大我，让历史和当下互文。也正是这些锻炼塑造了

他吃苦耐劳、勇于担当、真诚善良的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打破了人物传记的固

有模式，没有单一刻画张连印，而是塑造了生态保

护的人物群像。张连印多次提到“回乡植树，不是

我一个人干的事情，离开政府支持，离开村委协调，

离开老百姓理解，离开大家的帮忙，那是寸步难

行”。鲁顺民刻画了张连茂、张连雄、三女、安殿英

等小人物的形象，他们也许没有“老汉”那样的抱负

与觉悟，但是凭着骨子里的热心善良，不遗余力地

为植树造林出力、奔走，用20年的时间参与并见证

了荒山变丛林。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地生态意识

的觉醒与自觉，折射出新时代背景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作品既涉及人与自然的

冲突，也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和解，丰富了

生态文学的表现形式，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一定

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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