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態危機的區域決戰和全球吶喊

豆棚閒話

鄒瑾的長篇小說《地坤》在保留和發展官場小說底色的
同時，以新時代作家堅定的文學使命，把創作視野投向了
更為深遠的人類生態環境課題。小說以其錯綜複雜又清晰
明了的人物關係、千絲萬縷又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既有
區域關注又有人類視域的生態危機吶喊，把我們帶進了一
場生死決戰之中，讀來驚心動魄、引人入勝、發人深省。

賦予現實主義小說新維度
進入新時代，必然呼籲新的文學表達。新時代的現實題

材小說，如何冷峻客觀地發掘出新的矛盾衝突，雕刻出新
時代的人物「典型」，反映新時代的新風俗新世相，是新
時代小說家們應該積極探索和實踐的重要課題。作家鄒瑾
懷揣堅定的文學使命和深厚的文學情懷，在更加細節化的
故事鋪陳中，在更加真實的人物群像下，在更加激烈的矛
盾衝突裏，賦予了新時代現實主義小說的新維度。
小說由康全市風城縣環保工作警示約談會開場，以下派

幹部程子寒博士到任風城縣常委、副縣長為主線，勾勒出
了一幅近乎完整的市縣鄉各級官場生態圖譜，同時，隱藏
在經濟發展表面之下的官場傾軋、官商勾結、非法盜採、
生態環境破壞、黑惡勢力等一系列鮮為人知的罪惡行徑也
浮出了水面。在風城縣上演的生態危機決戰中，因各自的
仕途利益、商業目的和情感牽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正邪
兩股力量，甚至，以康全市委副書記李谷雨、風城縣委副
書記兼組織部長林旭輝為代表的利益集團，還處於上峰的
優勢。儘管如此，以縣長韓月川、下派常委副縣長程子
寒、公安局政委劉大江、環保局局長毛艷艷、國保大隊政
委邱之蘭、民警張勤等為代表的一方，始終堅信黨和政府
的決策，堅定內心的信仰，在迷途知返的斷掌娃蔡兵的協
助下，雖付出了生命的慘痛代價，卻迎來了最後的勝利。
鄒瑾以高度的文學自覺，積極投入到當前重大題材的小

說創作中去，以全新的現實主義維度，豐富了新時代長篇
小說的表達可能，在揭露矛盾新變化，謳歌幹部新作為，
讚美時代新風尚等方面，表現出了作家堅定的文學使命、
敏銳的時代感知和勇毅的情懷擔當，成功地完成了一次
「具有時代高度」的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嘗試。

抵達官場小說創作新境界
《地坤》沒有完全陷入到官場小說的權利傾軋中去，竭

力刻畫官場人物的複雜性格，而是植入了生態環境保護這
一貫穿始終的時代主題。當然，對於有過縣委書記、市長
等多年官場經驗的作家鄒瑾來說，他的官場小說在完成主
題表達的同時，更具備了經驗在場的真實性、嚴謹性和生
動性。
首先，小說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完整的官場生態圖譜，為

接下來展開的觸目驚心的故事奠定了堅實的邏輯基礎。市
縣鄉各級黨委政府的機構編制、人員設置、職能職責，以
及議事機構、決策制度、人事任用等等，這絕不是深入官
場采風體驗幾個月就可以完全吃透的。不管是國家政策，
還是民生福祉，不管是體制系統，還是民營國企，真正的

官場行政工作，絕對可以說是千絲萬縷，這在根源上，保
障了小說《地坤》的故事，不會是簡單官場小說中一兩個
人物的明爭暗鬥和勝敗得失，而是在一定現實基礎上的邏
輯互動和複雜糾葛。
另一方面，《地坤》具備了通俗官場小說的非「官場小

說」使命。書寫官場不是小說的目的，小說有更加專一的
使命：為保護生態環境，在風城縣內進行頑強的鬥爭，在
全球範圍發出強烈的吶喊。這種聲東擊西、兩者兼顧又帶
着使命的書寫方式，恰能反過來讓官場小說更具有真實的
內容依附和表現張力。同時，新時代的官場小說如何突破
評論家們「消費型通俗文學」的認知限圉？鄒瑾的《地
坤》，也為我們提供一種可能。

開創生態文學表達新高度
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全球氣候變暖、海洋污染等
等，嚴峻的生態危機，已經為全人類敲響了催命的喪鐘。
關於生態環境問題，中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黨的十八大
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
總體布局……對於中國作家而言，如何為拯救全球生態危
機貢獻中國文學力量，作家鄒瑾立足人類視域，為我們開
創了生態文學表達的新高度。
作為生態文學，小說《地坤》揭示了在生態命運下的社

會及人類（個體）命運。清龜山本是國家生態功能自然保
護區和大熊貓核心棲息地，卻在人類的貪婪中，變得滿目
瘡痍，到處都是裸露的礦坑；由於電解錳導致的環境污染
問題，袁九金的父親袁四煥成為了第一個犧牲品，還有很
多村民的身體健康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非法採礦引發
的地質災害，奪取了袁九金及多位村民的性命。在利益的
驅使下，官場中貪腐的領導、精明的商人，無不改變着自
己的「生態位」，但小說最後，大人物侯老消失了，市委
副書記兼風城縣代理縣委書記李谷雨也在會場被直接帶走
了。從未屈服的生態環境學博士程子寒，死裏逃生，從一
個高校中單純的學者最終也變成了一個鼓勵師姐縣長韓月
川的老道政治人物，並借助掃
黑除惡的力量，一舉端掉風城
縣一眾非法企業和犯罪分子。
除了自然生態破壞，販毒、
賭博、權錢權色交易、邪教、
黑惡勢力等政治生態和社會生
態的惡化，也是全人類社會生
態面臨的普遍問題。決戰之
後，撥雲見日，經過人生沉
浮，被人戲謔的「清龜男四
寶」，不是死了就是進去了；
而同樣被人調侃的「清龜女四
寶」，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梅蘭
竹菊「清龜四君子」。生活總
是需要希望的，小說最終讓我
們看到了未來。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一張張攝影作品，一幅幅震動人心的畫面，藝術的力量彷彿一股巨
大的磁力，緊緊攝住你的心靈，讓你回到過往的歲月，親臨未曾去過
的仙境。
這是雅安職業技術學院和雅安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聯合主辦的一次
攝影作品展，主題為「民族團結一家親．大美川藏心連心」。近年
來，雅安職業技術學院黨委堅定文化自信，用文藝振奮民族精神。通
過論壇宣講，舉辦書畫展、攝影展以及戲曲進校園、大師面對面等形
式，營造了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提高師生文化修養，加強校園文化建
設的濃厚氛圍。
這次攝影展的作者為代成華。代成華我早有耳聞，知道他在西藏當
過兵，搞過宣傳，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雅安美術家協會主席。他
的油畫很有名氣，沒想到他的攝影作品也這麼有魅力。走進展室，彷
彿走進了一個震撼心靈的藝術世界。
在《悠悠川藏線》、《峰迴路轉》、《歸途》等攝影作品中，瑰麗

的陽光灑在青藏高原的群山之巔，神奇的川藏公路彷彿從遙遠的歷史
走來，又蜿蜒綿長地通向遠方，一輛輛滿載貨物的車輛跋山涉水，向
着靈山聖地馳去，帶走的是希望，也是夢想。而在《吉祥的風》、
《法事》、《虔誠》等作品中，寺廟的鐘聲，舞動的經幡，朝聖者的
虔誠，構成了一幅幅獨特的民族風俗圖畫。在《憤怒的江河》、《越
過120路段》等作品中，則把鏡頭對準用脊樑托起西部奇路，用熱血
和青春鑄就雪域軍魂的軍人戰士。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每一個民族都有着自己獨特的風俗和傳
奇。代成華的作品很大一部分表現了傲立於世界屋脊的藏族同胞樸實
善良，勇敢頑強，智慧樂觀，用勤勞創造幸福，用虔誠祈福明天，在
聖潔的雪域高原，在廣垠的天地間繁衍生息，薪火相傳，讓生命在這
裏綻放出人性光輝的意涵。另一些作品，則以五彩祥雲、寺廟經幡、
裊裊炊煙、沃土草原、清澈湖泊、巍峨群山、虔誠朝聖者、孤獨牧羊
人為背景，用一個個美麗的瞬間，展現了一幅幅雪山高原美麗而又神
秘的畫境。
欣賞代成華的攝影作品，覺得有一種超現實的美感，鏡頭裏藍藍的
天，潔白的雲，皚皚的雪，碧綠的草，讓人對雪山高原充滿幻想和嚮
往。太陽與月亮的光芒，浩瀚無邊的星辰，彷彿遊走的思緒，滌蕩着
遊走在寂靜天地之間的靈魂。
雖然雪域之路是一條風沙瀰漫的路，是一條銀蛇狂舞的路，是一條
變化無常的路，是一條充滿艱險的路，但在英勇無畏的解放軍戰士面
前，也是一條披荊斬棘、戰無不勝的自豪之路。代成華用他的鏡頭，
留下了不同時期在雪域高原上抗冰雪、鬥酷暑、踏邊關、戰奇路、保
邊疆、建功業，為祖國邊關奉獻青春的雪域軍魂，也留下了部隊官兵
幫助藏族同胞抗災害，建家園，送溫暖，共歡樂的軍民魚水情畫面。
這次展覽共展出200餘幅照片，攝影時間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一
直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前夕，時空的跨度不可謂不大。代成華通過攝影
這一表現形式，記錄了一幅幅彌足珍貴的歷史圖像，留住了一段段瑰
麗悲壯的崢嶸歲月，書寫了川藏線上民族團結、共創美好明天的故
事，也給讀者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山河之美，人性之美。
也許，這就是藝術的力量！

◆羅大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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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故宮，就是「過去的皇宮」的意
思，是最適合了解中國歷史的地方，所以，
從小我就特別想去故宮，但又覺得它離我很
遠很遠。
沒想到，故宮來香港了。那些高超的建築

師們彷彿拼樂高似的，將一座上寬下聚、串
聯古今、極具特色的方鼎放在了香港的西九
龍文化區。於是，故宮突然離我很近很近。
夏天，我懷着激動雀躍的心情和家人一道
來到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探尋中國民族
文化的神秘和瑰麗。我很慶幸有這樣一方天
地，讓我這個香港同學仔不用出境，就能學
習到祖國的歷史與文化。香港是祖國的香
港，我們是祖國的花朵，花朵向陽，向着祖
國的方向……每想到此，就感覺一股暖流湧
上心頭，那麼，請跟隨我一起去遊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吧。
剛來到門口，那朱紅色的十扇門就已經讓
我感受到了皇家的氣度；門上那象徵着「九
九同心」「十全十美」的81顆門釘也承載了
中國文化吉利數字背後的豐富內涵。
那仿紫禁城屋頂的琉璃瓦，透着斑駁的陽
光，營造出如夢似幻的光影圖景，彷彿帶我
們走入了時空的長廊。
故宮分為九個展廳，共收藏着900多件歷
史寶物。尤其是在「紫禁一日」展廳，為我
們展示了清朝十位君主和二十多位皇后的宮

廷生活；那氣勢磅礡的《八駿圖》，不僅駿
馬栩栩如生，更展示了古代帝王馳騁天下的
豪情；我們甚至可以躺在地上，看着天花板
投影的乾隆皇帝夢境，彷彿置身於皇帝生活
的空間。在這裏，我不僅感受到了古代文化
與新銳科技的結合，也為我們國家的深厚底
蘊和發展進步感到驕傲。
故宮是美的，它斑斕如夢，為我們展示了
傳統文化與現代建築的結合之美。故宮是宏
偉的，它底蘊深厚，為我們搭建出了解歷
史、品味過去的橋樑。故宮更是沉甸甸的，
它背負着時代的希望，為我們鋪就了走向未
來的堅實道路。
從香港看祖國，從故宮憶歷史。我是來自
維港的一朵小小浪花，守望着海峽彼岸祖國
的偉大。我熱愛我的祖國，它的每一寸土
地，人民的每一次奮鬥，我都充滿了敬
意……從這裏，我們看到了古代人民難能可
貴的智慧；更體會到了時光的珍貴；我們感
受到了匠人們的卓越，更領會到了國家強
盛、文化繁榮的美好……而這些感受都是來
源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真讓我不虛此行！

（由香港潮州商會主辦，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藝術香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聯合主辦的
「我愛我的祖國」（風景名勝篇）金紫荊盃香港
校際作文暨普通話朗誦大賽小學組獲獎作品）

東竹林寺在德欽縣奔子欄鎮。從獨克宗古
城的松贊林寺前往東竹林寺，沿當年茶馬古
道基礎上修建的G214國道往西北行駛，一
路神山聖地，鬼斧神工，目不暇接，頻受震
撼。在香格里拉市西北部同奔子欄鎮接壤的
尼西鄉境內，有一處被譽為人間仙境的巴拉
格宗。據說這裏至今保留着古老神秘的語
言、獨特的生活習俗和高大堅固的藏居，被
譽為「古康巴文化的活化石」。在這個神秘
的峽谷之中，一個千年故事訴說着一個千年
村莊，成就這個村莊未來並續寫其前世今生
的，竟是一個曾在茶馬古道上趕馬幫的馬腳
子，土生土長的康巴漢子斯那定珠。他在與
世隔絕的巴拉格宗開闢了一條通往外界的
「天路」，讓隱蔽深山秘谷 1,300 多年的
「世外桃源」向世人揭開了神秘面紗。
巴拉格宗是個神奇的世界。這裏不但有千
姿百態的地質地貌景觀，而且有藏族傳統的
神山聖地，更有令人潸然淚下的故事。巴拉
格宗是藏語，意思是巴塘人的神山。巴塘今
隸屬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川藏茶馬古
道從四川進入西藏的最後一個縣城。據傳
說，1,300多年前巴塘有位叱咤風雲、驍勇
善戰的藏族部落首領（巴塘土司）斯那多
吉，由於他常年征戰在外，他的夫人厭倦了
整天為他提心吊膽的生活，便悄悄地離家出
走，想去尋覓一方沒有戰火、與世無爭的淨
土。斯那多吉失去夫人之後，也幡然醒悟，
帶領部眾循着夫人的腳步去尋找理想的地
方。他和夫人踏遍了康巴草原的每一處山川
河流，耗時3年才找到格宗神山下的大峽
谷，覺得這裏是寧靜安逸的樂土、吉祥如意
的福地，便在此創建了巴拉村。他們給這裏
取了一個應景的名字——巴拉格宗。巴拉格
宗是格宗神山和巴拉村的合稱。「巴拉」意
思是從巴塘而來，「格宗」意為吉祥如意的
神山。從此一代又一代巴拉村人，把這裏作
為理想家園與天堂象徵，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與世無爭，自得其樂，在千年的歲月裏
血脈傳承。
新中國成立後，儘管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
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由於交通極度閉塞，
巴拉格宗人仍舊固守着自己的一方淨土。直
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政府才在巴拉格宗沿着

絕壁鑿出了一條通向外面的人馬驛道。驛道
險峻無比，人馬走出山都要五六天的時間。
如果沒有天災人禍，巴拉格宗就是一個世外
桃源。然而，世外桃源的另一個意思，就是
與世隔絕。在現代化社會高速發展的時代，
與世隔絕，就意味着貧窮和落後。要致富，
必須先修路，這是亘古不變的道理。
斯那定珠1964年出生在巴拉村。10歲那
年，斯那定珠在村裏鐵匠舖打工，不幸被火星
擊中左眼。村裏沒有辦法醫治，父親用繩子繫
在腰間，拽着他花了五天時間，才從險峻的人
馬驛道艱難地走出大山求醫。但終因錯過最佳
治療時機，左眼失明，這對於斯那定珠是刻骨
銘心的創傷。但同時也在這位少年的心中萌發
了一顆立志修路的種子，並在多年之後最終幻
化成巴拉格宗夜空中最亮的星星。
13歲那年，背負着為家鄉修路的理想，斯

那定珠拿着父親籌來的35塊錢，光着腳丫
走出了大山。最初，他跟着馬幫，在茶馬古
道上趕馬、趕騾子。後來又去擺地攤，幹
「倒爺」。憑藉誠信為本，斯拉定珠的生意
越做越大，在香格里拉市置了房、買了車，
開了五金批發市場和火鍋店，積攢了約
4,000多萬資本。他本可衣食無憂，安逸度
日，卻奈何故鄉情懷循環往復，縈繞心頭，
修路、通路的信念一直萌動於心。
逢年過節，看着生意上的夥伴們都呼朋喚
友地回故鄉，斯那定珠就會難受，想到他的
家鄉看似近在咫尺，回去一趟卻十分艱難。
而他每回去一次，就會更難受一次。因為隨
着越來越多的人走到外面的世界，巴拉村原
來的60多戶人家，走得只剩14戶了。如果
再不想辦法，故鄉將會變成夢裏的一個名詞
而已。一定要為家鄉修路！但自己的4,000
萬資金遠遠不夠修路，而且路修好後還要持
續的養護資金。就在斯那定珠陷入焦灼的時
候，一次旅行給他帶來了希望的曙光。
1999年，斯那定珠在昆明參觀世界園藝博
覽會後來到西山龍門景區。當他看到景區內
人潮湧動、遊客如織時，突然靈光一閃：如
果將巴拉格宗發展成為旅遊勝地，修路的資
金、鄉親們的就業等問題，不就都迎刃而解
了嗎？斯那定珠回來後立即組建了生態旅遊
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並回村開始馬不停蹄地

做起了修路的籌備工作。首先要苦口婆心讓
村裏鄉親認可和支持他的修路，特別是搞旅
遊的想法，接着就是勘探地形，制定方案。
斯那定珠餐風飲露、披星戴月，在巴拉格宗
周邊的群山裏整整跋涉了兩年時間，繪製路
線，畫出藍圖。之後是前期規劃設計、項目
招標和環評等一系列工作，又是兩年。中間
他不僅要吃苦受累，還不斷遭到各種質疑、
反對，甚至嘲諷，他面對壁立千仞的峽谷絕
壁，迷茫過、徘徊過，卻從未放棄過。因為
他內心始終激盪着村裏村外兩個世界差異掀
起的驚濤駭浪，腦海中不斷浮現鄉親們因交
通閉塞而受窮遭難以致陰陽兩隔的場景！
2004年9月12日，斯那定珠自掏腰包，開
工修建從214國道通往巴拉村的盤山公路。
2008年 1月 1日，斯那定珠修建的公路通
車。這是一條在絕壁懸崖下修通的公路。不
到巴拉，很難想像這是怎樣的一條天路？有
一路段被當地人稱之謂「髮卡彎」。這段路
直線距離僅6.18公里，可是相對高差近千
米，盤山而下修了15公里。特別是從巴拉
村外山腳下至村中的一段道路，沿途山勢陡
峭、垂直高差大，整條道路迂迴曲折，多為
180度的急彎，密密匝匝分布在同一山體。
從高空俯瞰，這樣的一段路居然有52個髮
卡彎，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排排老式髮
卡，經此道者無不為之震撼！
修通了天路，大大縮短了家鄉聯結外界的

距離，斯那定珠卻從有房有車有巨額存款，
變成了到處借錢欠債的「億萬負翁」。但積
善之舉必有福報，斯那定珠如願以償，在政
府幫助下、鄉親支持下建成了巴拉格宗景
區，帶着故鄉村民一起勤勞致富。回顧往
昔，斯那定珠說，路修完了自己還活着，簡
直就是一個奇跡。因為個中心酸，真的無從
說起。斯那定珠最可貴之處是，他見識並經
歷了外面的大千世界，卻依然能保持初心。
偉大的奇跡，其實也是平凡的人物鑄就而成
的。能夠鑄就偉大奇跡的人，注定就不會平
凡。人生沒有不可逾越的天塹，只要一步一
步勇敢地走過去，前方就是幸福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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