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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笔谈
ESSAY BY PERSONAGE

自然、文学与生机蓬勃的时代
Nature, literature and vibrant age 

■文 / 陈华文

近年来，自然生态文学作为

一门“显学”，受到文坛的高度重

视。一批作家围绕自然、生态、环

境、资源等开展文学创作，且成就

斐然。对于自然生态文学的时代

内涵是什么、写什么、如何写，笔

者认真进行了思考。

自然生态文学从概念本身

讲，就是面向自然生态的文学书

写。从内涵上讲，就是反思人与自

然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自然资源

给予人类繁衍生存的条件；另一

方面，人类需保护自然和科学利

用资源。站在时代发展的交汇点

上看，自然生态文学的核心议题

就是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

事，这也是自然生态文学的底色

和特色。人生活在具体的自然生

态场域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关乎地球和人类的未来命运。用

文学的方式去思考人与自然的明

天，是自然生态文学现在和将来

都不可回避的严肃主题。

回望历史，几千年来中国文

学对于自然的描写和赞美延绵不

绝，优秀的作品层出不穷。古代，

自然和文学密不可分，两者交融

与共，无数文人墨客借助山川、河

流、草木等有形的自然抒发情感、

表达心绪。古人无论是在文学创

作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把天人

合一、道法自然视为至高的价值

追求。

大自然原本一直在文学的视

野中绽放，在一行行的文字中彰

显活力。可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文学创作受到西方各种文艺思潮

的影响，一些文学作品对自然的

关注、对自然的思考逐渐失去了

兴趣，很多被炒得火热的文学作

品中，甚至看不到一片森林、一片

田野、一条河流、一条山脉。无论

是什么体裁的文学作品，如果自

然缺位了，文学的风景就是残缺

的。

这十多年来，伴随生态文明

建设的深入推进，“美丽中国”成

为人民共同的愿景。一些作家充

分意识到，人与自然是唇齿相依

的关系，他们自发投入到自然生

态文学的怀抱，广袤的大自然重

新走进作家的视野中，回到一部

部的作品中。

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看，

自然生态文学的创作空间都是

无比宽广而深远的。因为人是自

然中的人，文学作品中自然和环

境一直“在场”，自然本身就是文

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古今

中外的很多文学作品，对自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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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都有精彩至极的描写和赞美，

也正是通过文学对自然世界的记

录，今天我们对古代的世界才有

更多立体的认知。一部人类文明

史，也是一部自然变迁史。自然、

历史以及人的生存状况，是自然

生态文学创作的切入点。如果用

中观尺度看自然生态文学应该写

什么，笔者认为，就是要集中精力

写好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

的文学篇章，写好保护自然和科

学利用资源的篇章。总之，在自然

生态文学的视域中，人的喜怒哀

乐和悲欢离合，要在“自然”的关

照下进行文学叙事。

如何面向自然开展文学书

写，是摆在作家们眼前的现实问

题。笔者在观察中发现，现在有三

种现象要引起重视。其一，一些作

家有热情有干劲，但是作品中振

臂高呼“保护自然”的情况时有发

生，空洞的口号是文学的大忌，其

原因就是对自然和人的关系没有

沉下来思考，这导致作品浮于表

面，影响作品的品质。其二，有的

作家完全沉迷在个人世界中，对

自然界中琐碎的描写津津乐道，

看似细致入微，但其实是“看得见

树叶却看不见森林”，影响了作品

的深度。书写自然同样需要家国

情怀和忧患意识，充分释放文学

在自然资源事业中的效应。其三，

有的作家把对自然的书写，视为

展示优美文辞的契机，作品中处

处都是廉价的矫情。凸显语言文

字之美和自然环境之美是值得倡

导的，可言之有物更是不可突破

的文学防线。

上述种种现象的存在，其原

因多种多样，归结到底，是作家思

想深处还没有意识到“如何写”的

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优秀作家

和作品中找到启发。如古代的徐

霞客走遍万水千山，留下代代相

传的《徐霞客游记》，这是自然生

态文学享之不尽的创作宝库。当

代作家贾平凹、张炜、阿来、梁衡、

徐刚等，将自然的书写与历史交

融交织，形成自然与人文双向奔

赴的张力。自然生态文学在国外，

百年前就形成格局，《瓦尔登湖》

《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等文

学名著，为自然生态文学的写作

提供了难得的范式。作家们书写

自然，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意

识，要迅速离开书斋，俯下身子，

走进色彩斑斓的自然界，悉心观

察、深入采访、扎实调研，与山川

河流、万物生灵进行平等对话。

自然生态文学作为一个文化

场域，创作首当其冲，而理论研究

和文学评论也要并行向前。文学

创作需要理论研究作为支撑，需

要文学评论把旗定向。自然生态

文学创作若要走得更远更久，理

论研究和文学评论不可落单。另

外，作家们潜心创作之时，也要抬

头看路，顺应时代发展，主动“触

网”，用好网络、微视频等新媒体，

以“网言网语”把自然生态文学之

声传播开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书写自然的行列。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自然生

态文学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

上，正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搭建

更多的文学创作平台、创作更多

的文学精品、培养更多的文学人

才，是时代赋予自然生态文学的

重任。自然生态文学只要不断拓

展广度、提升温度、强化厚度，必

将在中国文学界熠熠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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