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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浩

以一种极其老派的调查方式和文笔，卜庆祥由辽

宁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20万字新作《葱茏直上

石头坡》，却令人惊讶地展现出了某种对于后工业时

代书写的突破性质。其虽以自然生态的恢复为主题，

但其中所混合着的时空坐标、阶级风景、地域文化以

及共产主义理想，都昭示着这部作品绝不能草率地被

划归为文学自然主义的范畴。因为当我们注意到书

中描绘的工人群体再一次成为

集体意志的“急先锋”，实际上

也就不得不承认鞍钢充当了

“工业中国”向“生态中国”转换

的那个轴点。换句话说，这个

“绿色寓言”的生发之处隐匿着

属于同一传统却是不同时代的

对话，而正是通过这种具有再

开拓意义的“复归”，我们才得

以窥伺到一种意义不止于当下

现实的中国式生态美学正在开

枝散叶。这种生态美学承接着

自近代便开始的中国现代化想

象的一贯命题，以理想主义高扬时代的精神气质作为

底色，以儒道文化中的古典思想作为补充，重新放置

了自然结构中人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位置，并在这个

过程中指向了某种触手可及的有形未来。

为《葱茏直上石头坡》积累资料的过程可称漫长，

长期的田野调查这种几近失传的技艺在此展示出了

其独特的辐辏感。正是基于作者卜庆祥3个月的实地

考察，书中第一人称视角的移位和深厚的笔力都极具

分享性质，它慷慨地提供了一个述、评、忆结合的全息

式的观察方式，个体、集体、自然、历史在此都不再失

语。实际上也只有在这样的考察方式和写作态度下，

我们才得以深入到这场绿色复兴运动的肌理之中，发

现存在其中微妙复杂的褶皱。这正是《葱茏直上石头

坡》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的成功之处，亦即其始终秉

持着一种作为人文研究应有之义的实地考察精神。

因为非虚构作品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先天带着对于

田野调查的亲近。只有进入到具体鲜活的场域中去，

发生才可以不止于发生，而是上升为一种发现，使最

终付梓的文字不止于成为一种感情淡薄的冷眼旁

观。从最终呈现的结果来看，卜庆祥显然已经完全地

进入到了那个场域之中，当他沉浸其中，也就过滤掉

了来自于外部世界的那些繁杂的情感，变得更加专

注，“发现”也就随之发生。

而在这场“发现”之旅中，令人惊喜的恐怕不只是

那些重返葱茏的石头坡。更重要的是，就如同70多年

前诞生于鞍山的那个有关钢铁的奇迹一样，现在这个

绿色奇迹的引领者，依然是来自于鞍钢的工人们。这

又在另一个角度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其中还存在着某

些有关理想和精神更为厚重和宏大的隐喻。

《葱茏直上石头坡》通过记录鞍钢工人为修复生

态环境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读者勾勒出了

共和国最新一代工人的生动形象。这些描写让我们

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一

穷二白的艰苦环境下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作出了卓

越贡献的第一代工人。在作品的结尾处，作者卜庆

祥用文字对一个又一个绿化队的普通工人进行了摄

影机式的记录，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他们是如此接近

新中国伊始时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工

人阶级形象，以至于产生一种强烈的

历史似乎就在此交叠的感受。而这些

鞍钢工人在书中的集体亮相实际上是

在相当程度上纾解了属于中国工人阶

级的乡愁，因为当作者将这些工人集

体的劳动场景呈现在阅读者面前时，

随之发生的是共和国历史上刻骨铭心

的集体记忆的复归。书中写到的绿化

分公司经理马德生曾这样回忆工作时

的场景：

“就像大会战一样，工程24小时不

停，四周拉上电线，拧上灯泡，不分黑

天白夜地打点、钉桩、放线、挖坑、栽树……大伙的决

心大，干劲大，那场景，过去好多年了都忘不了。”

一种单纯而珍贵的情感就在马德生的追述中微

微颤动——“就像大会战一样”，“过去许多年都忘不

了”——这是一种与共和国历史发生的奇妙共鸣，因

为工人阶级的光荣时代亦是集体主义理想高扬的时

代，马德生在当下看到了历史，亦从历史看到了集体

主义完成复归后的未来。《葱茏直上石头坡》这部作品

的珍贵之处亦在于此，作为一部非虚构的作品，其虽

饱含“复归”式的情感，但却没有指向漫漶的哀伤，它

展示给它的读者：作为集体主义思想最为坚定的继承

者，作为辉煌历史曾经的书写者，鞍钢工人有勇气也

有能力重新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近些年来，以老藤、津子围等人为代表的东北作

家们似乎开始更加乐于去展示东北地区的新形象。

而作为这次书写潮流的一员，《葱茏直上石头坡》在

此成功地将生态恢复、时代精神、民族理想、个体价

值整合为了一个有机体，展示出了一种极为独特的

气质。它指向了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民族文明传

统，从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出发，将人间问题作为一

切灵感的源头，保持着思想上的开放性和创造性，使

得对于新时代中国大陆历史实践的记录免于成为象

牙塔之中者一念之间的产物，最终完成了对于现世

中国的积极肯定。而这种对于四方中正的和谐美感

的追求又具有如此广阔的外延性，它或许昭示着一

种内涵更加丰富、世界观更具价值、思想更具感染力

的中国式生态美学正在逐渐生成，因而也就值得我

们特别去关注。

一次复归式的中国记录
关键词 田野调查 鞍钢工人 集体主义

○乔焕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丹顶鹤早就已经是重要的文

化意象，人们从宗教、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赋予鹤以

各种美好吉祥的寓意，丹顶鹤成了象征长生不老、高

贵权力或清高品格的文化符号。但符号化的丹顶鹤

与人间烟火气仿佛也就渐行渐远，更多时候只是飞翔

在神秘传说或某些传统仪轨中的精灵，难入寻常百姓

家。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一首名为《一个真实的故

事》（又名《丹顶鹤的故事》）的歌曲不胫而走，扎龙湿

地养鹤世家女儿徐秀娟为保护白天鹅而陷身沼泽不

幸牺牲的事迹，在女歌手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歌声里传

遍大江南北，以另一种充满深情的

相守相望的方式，人与鹤之间的故

事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如果说，《丹顶鹤的故事》所传

递的生命激越与凄美结局间的情

感转换，仍然内在于上世纪末人文

主义、理想主义神话般的深层结

构，《守鹤人》所演绎的，却是在当

下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可触可及

的市井传奇。30多年过去，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已经深入千家万户，人

与自然的协调共生，也已经内在于

人们对寻常生活质量的追求而成

为生命乐章中的复调主题，在这样的时刻，丹顶鹤要

以什么样的方式再度飞进当下的生活世界，无疑是作

者吴志超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小说从两个青年说起。女大学生许诺，是鹤乡

扎龙养鹤世家的第三代传人，她义无反顾转而从头

再修野生动物保护专业，自然是缘于对父辈、祖辈守

护丹顶鹤事业的认同。落脚南方小城的青年画家陈

冬青，也是一个失意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一只受伤落

单的小丹顶鹤突如其来地造访，在他灰色寂寥的生

活中再度激起波澜。在救治呵护小鹤的过程中，陈

冬青和小丹顶鹤之间渐渐产生了亲人般的情感共

鸣，就整个故事主体来看，用相依为命来形容两者之

间的关系并不夸张。

落单走失的小丹顶鹤，无意间将两个天南地北的

年轻人的命运牵连在一起，故事的主线沿着陈冬青护

送小鹤回到自然保护区展开，这显然是一段足够漫长

的旅程。

作者没有为故事营造唯美而纯粹的空间，丹顶鹤

不再只是人们予取予求的文化符号，而成为需要靠人

的善良和智慧加以守护的对象。我们看到，在“送鹤

回家”的过程中，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差点又再入歧

途的黄博，贩卖野生保护动物的崔老大和不择手段的

盗猎组织……新的人物和事件不断编织进故事主体，

甚至形成新的副线，整个故事情节由此显得跌宕起

伏、悬念陡升，而当下时代生活世界的五光十色也被

故事的多重棱镜折射出来。

可以想见，正是这种发生在文本内外的人与人、

人与鹤之间的情感互动，使得丹顶鹤不再只是外在于

人们的文化符号和神秘传说，对丹顶鹤的守护救助同

时也成为对人们心灵的自我救

赎。最终，黄博悬崖勒马改邪归正

加入到守鹤人的队伍，而小鹤“无

心插柳”的“穿针引线”，更让陈冬

青和许诺跨越千里结为志同道合

的眷属。

善恶有报、皆大欢喜的结局，

符合中国大众长久以来根深蒂固

的审美心理和价值期待。吴志超

的小说基本上全是采用普通人平

视的叙事视角，讲述当下正在进行

着的生活世界中每一个平凡你我

都可能会遇到的命运遭际。这种

朴素的叙述，使小说既没有居高临下的审视感，也没

有脱离日常生活的陌生感。

就此而言，《守鹤人》将远离人们视线的绝美风景

重新拉回生活世界，不啻是又一次成功的文学尝试。

小说中，人与鹤相望相守的主题，不再只是某种可望

不可即的极致高度，而是在与周边人现实遭际的连接

和亲近中，同时赢得了生活世界的宽度。

足够宽阔的生活世界，是诸多崇高理想或纯美境

界得以扎根生长的现实土壤；趣味盎然的故事空间，

时代感强的现实场景，更容易使读者产生切身的代入

感，在情节充分展开的过程中，人们自然会获得更多

与美和崇高相遇的机会。

如今，《守鹤人》在纸质出版后又荣获“2023年度

中国好书”称号，这无论如何都应该看作对网络文学

潜能的一种验证。读者的口碑永远是最好的评价标

准，也正是经由他们的点赞认可，丹顶鹤才真正飞入

千家万户的寻常生活！

飞入寻常生活的丹顶鹤
关键词 丹顶鹤 动物保护 叙事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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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艳

“碧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久徘徊。”“留连戏

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蝴蝶，自古以来就是美

好的化身，不仅在诗歌中频频“出镜”，像梁祝化蝶、

庄周梦蝶等等典故，也莫不寄予着人们对蝴蝶的偏

爱和对美好的向往。

我从小就喜欢蝴蝶，看着花丛中那一个个翩然

起舞的身姿，总会不由自主地凑上前去，正如那个

“急走追黄蝶”的儿童一般。然而，读了《大秦岭蝶类

志》这部著作，我才意识到，无论是诗人还是像我一

样喜欢蝴蝶的普通人，对蝴蝶的认知都只停留在表

象而已。《大秦岭蝶类志》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

门，让我得以窥见研究者眼中的蝴蝶，领略蝴蝶这个

比人类还古老的物种的别样风

采和独特价值。

大秦岭位于我国腹心地带，

区域位置独特、生态功能特殊，

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中华绿

芯、中华地理自然标识，是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脉。大

秦岭地区蝴蝶资源的丰富闻名

世界，房丽君博士从 1998 年起，

便开始对秦岭地区的蝴蝶资源

进行调查采集、分类鉴定以及系

统监测，同时开展物种编目工

作。在对大秦岭蝴蝶持续研究20多年的基础上，房

博士又用数年时间开展野外补充采集，积累了大量

的第一手资料，后又经过3年多的编撰整理，最终完

成专著《大秦岭蝶类志》。

《大秦岭蝶类志》是迄今第一部系统研究大秦岭全

域（包括湖北、河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6省市138

个市县区）蝴蝶物种资源的分类学专著，包括《大秦岭

蝶类志 凤蝶科 粉蝶科》《大秦岭蝶类志 蛱蝶科》《大秦

岭蝶类志 灰蝶科 弄蝶科》3卷，总计约200万字。书中

配有大秦岭采集生境图、蝴蝶生态图、蝴蝶各部位结构

图、成虫标本彩色图版等多类型图片多达1000余幅，

收录大秦岭地区分布的蝴蝶种类915种。这部专著首

次将广义的秦岭这一完整的生态空间作为研究对象，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对大秦岭整体生物资源

研究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秦岭蝶类志》这部著作的特点，概括起来有

以下几点。

图书内容科学严谨

图书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介绍了大秦

岭的界定与自然资源概况，鳞翅目蝶类的分类系统，

概述了蝴蝶的主要鉴别特征、生物学、寄主植物、蝴

蝶与人类的关系、蝴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及大秦岭

蝴蝶的区系组成，配有大秦岭采集生境图、蝴蝶生态

图、蝴蝶各部位结构图等多类型图片；各论部分系统

记述了大秦岭分布的5科915种蝴蝶，对所涉及的各

级分类单元和物种进行了记述，包括各阶元的文献

引证、各虫态的形态特征、生物学、寄主与分布，并配

有主要种类的成虫彩色图版，蝶类信息全面呈现。

作者将大秦岭蝴蝶放在全球生物体系中考量，

展现了全球视角。同时，该书参阅了古今中外的各

种资料，从首次记载每一蝶种的文献开始引证，国内

外的文献资料都包含在内，展现了全面性。书中细

致介绍了每种蝶的习性、寄主、分布等信息，且每一

条文献、每一个中英文学术名词都反复求证，力求用

词精确，是一部科学严谨的蝶类

著作。

体例结构方便使用

书中给出了各级分类单元

的检索表。通过亚科、族、属、种

检索表，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每

种蝴蝶的特点及其区分点。同

时，书后的索引方便读者查找每

种蝴蝶在正文中出现的地方。

另外，书中还包含一些附表，比

如寄主表和分布表等，有助于读

者整体把握大秦岭蝴蝶信息。

此外，高清彩色图版的设计，使蝴蝶研究者和爱好者

能够方便、直观地辨识不同种类的蝴蝶。

出版价值高

这部著作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在学术上，书

中收录的大秦岭地区蝶类物种最全面，对昆虫学研

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生态角度看，蝴蝶是秦岭

宝贵的动物资源，也是监测环境变化的指示性物种，

认清蝴蝶种类有助于更好地发现生态环境的变化。

此外，研究保护蝴蝶对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有益，让

人们意识到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大秦岭蝶类志》是一部不可多得的

优秀著作，内容严谨、体例科学，既具有学术价值，又

有生态和社会价值，对于推动蝴蝶研究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这部著作既是一部学术专

著，也是一本大型工具书，是截至目前大秦岭蝴蝶家

族的最全“族谱”，从事昆虫学、生态学、保护生物学、

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与工作者以及昆虫爱好者都

可以使用和参考。它的出版问世，必将使大秦岭蝴

蝶的名声更响亮！必将为大秦岭蝴蝶引来更多的

“倾慕者”！

蝴蝶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关键词 蝴蝶 大秦岭 全球视角

○刘莉珺

中国家长多数为同一个问题犯愁。

中国的家长，长期以来，90%以上都会为孩子的

同一个问题犯愁。

他们愁什么呢？就是孩子的作文写不好。

家长在一起聊天，谈起孩子作文的老毛病来，真

是滔滔不绝，一针见血，比如：作文爱磨蹭、字少速度

慢、写作流水账、方法太老套、不会写开头、中间没重

点、结尾太平淡、文字不优美、思想没高度、形式没新

意……

“孩子的作文写好有难度。”这已经成了一个社

会问题。有感于此，人民教育出版

社 2022 年版《同步作文》主编、百万

畅销书《作文笑传》系列丛书作者何

捷，组织团队编写了“小学作文选切

描三步法”这套作文书，专业、独到

和高效地帮助广大孩子快速磨出好

作文。

“情绪曲线法”编写奇趣故事，

“注意力管理”更有效。

写作是一种综合能力要求较高

的心理活动，也是一种需要激发人的

天赋潜能的活动，这种活动需要得到

兴趣的持久润滑与不断助推，才能顺

畅完成。为此，该套作文书借着故事

讲作文，以来到现实生活的孙悟空为

主角，以穿越诗词世界、童话世界与

寓言世界为情节，以科幻、奇幻、历

险、悬疑、国学等为元素，让孩子的作文学习成为一种

愉快之旅。

该套书是供孩子课外自主阅读的，孩子自主阅

读时的“注意力管理”是阅读效果的前提条件。为了

抓住孩子的阅读注意力，在编写故事时，采用“情绪

曲线法”来编写故事。例如《小孩子作文选切描三步

法·学写童话》第6集《笨猪，真是笨猪》，讲了一个穿

越《三只小猪》的故事，故事的“情绪曲线”是：高兴

——疑惑——开心——惊奇——无奈——害怕——

高兴——崩溃——大喜，2000多字的短篇故事里暗

含着9次情绪起伏，成功抓住了孩子的眼球，让孩子

为故事怦然心动。该套书的每一章完整故事情节里

都埋藏着6次以上的不同情绪的起伏，这种别具匠心

的“情绪曲线”的设计，符合孩子的心理特点，让孩子

的注意力被故事牢牢攫住，从而把学写作的趣味性

做到了极致，这为孩子读有所悟、学有所得奠定了雄

厚的基石。

“选一切一描”植入思维芯片，作文构思势能更

强大。

孩子的思维正处于发展之中，因此，他们的思维

方法需要引导，思维潜力需要开掘。引导和开掘他

们思维的最佳途径就是教给他们思维模型，然后运

用到他们的作文之中，这既可以促进思维的发展，又

可以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所以，好的作文离不开

思维模型。好的思维模型相当于在孩子头脑中植入

了一枚思维芯片。思维模型的有无，是作文高手和

作文平常者之间的最大区别。

该套作文书的“选切描三步法”，实际上就是一

种思维模型，就是一枚思维芯片。简单说，就是选要

素——切内容——描细节三步。大

的步骤为三步，具体应用到不同文

体不同内容，又有不同的小的步骤。

有多流畅的思维，就有多流畅

的写作。“选切描三步法”，是思维流

畅的助推器，这是因为“选切描三步

法”不仅操作简便，而且久而久之，

可以在孩子头脑里构建一个固定的

思维模型，形成一种交通导航软件

一样的“作文地图”，孩子的构思不

再是“盲人骑瞎马”，而是文思泉涌，

行云流水，这样，孩子的作文构思势

能必然获得两倍乃至数倍的提升。

6描×5感×4句群，作文语言

提升更有操作性。

“选切描三步法”最后一步，落

脚在“描细节”上，这是孩子内在构

思的文字化，前面两步虽然关键，但也只是耕耘与播

种，真正开花结果是在“描细节”这一步。

选要素是发散思维，切内容是分解思维，描细节

是形象思维。孩子作文最终是要通过形象思维结出

绚烂的果实。

一谈到描写，我们的注意力都被六大描写和五感

描写所笼罩，但是该套作文书将六大描写、五感描写和

四大句群交织起来，构建了一个精描细写的矩阵，在夯

实描写基本功上、作文语言提升上，更有操作性。六大

描写是指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神

态描写和景物描写。五感描写是指通过人的五种感官

进行描述的方法，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

四大句群是常用的承接句群、递进句群、总分句群和并

列句群，每类句群下有五种不同的形式，细数起来，具

体句群有20种之多。通常，以上的6描、5感和4句群，

是分开训练，力量不够集中，该套书把它们聚合在一

起，就形成了6描×5感×4句群的强大合力。

一套书帮孩子快速高效磨出好作文
关键词 作文 情绪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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