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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主、秘鲁作家略
萨曾说：“身为作家，介
入公众事务是一种义务。”
所谓介入公众事务，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作家要有责任担当，即不
能仅仅为果腹之粮而碌碌此生，应于
物质温饱之上，精神当有所向，胸怀当有
所负，灵魂亦当有所求。如此，方不负岁月长
歌，不辜生命华章。

作家，作为社会的良心与文化的使者，
应当洞察时代痛点，用笔触唤醒公众意识，
倡导可持续发展观念，展现深切的社会担当。

在当今这个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
时代，生态文学作为一种关注自然、倡导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学形式，正逐渐受到人
们的重视。而儿童作为社会的未来和希望，
他们的生态意识培养至关重要。当然，这种
责任感不仅限于环境领域，更扩展至广泛的
社会议题，要求作家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
非旁观者，用文字的力量激荡人心，促进行
动。其中，蕾切尔·卡森女士就用《寂静的春
天》，为我们敲响生态危机的警钟。这不仅是
对环境保护的呼唤，更是对当代作家肩负责
任的深刻提示。

文学评论家马忠先生，亦是如此。他认
为，生态文学即以文字担当，践行的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学评论家肩负着引导
公众审美，弘扬优秀文化的责任，其角色不仅
是艺术的品鉴者，更是社会良知的守护者，生
态平衡的守望者，应通过创作引发社会反思，
承载塑造时代精神风貌的崇高使命。

他的新著《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内
涵》深入剖析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所蕴含
的生态思想和价值观念。他指出，儿童文学
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儿童，更是肩负着教育和
引导儿童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任。在生态方
面，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通过生动有趣
的故事、鲜明的形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
向孩子们传递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
信息。

书中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的梳理与
分析，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生态主题的多样呈
现。从对大自然的诗意描绘到人与自然关系
的深刻探讨，从动物角色的生动刻画到对生
态危机的隐忧警示，这些作品以儿童易于接
受的方式，将生态意识的种子播撒在幼小的
心灵中。孩子们在阅读中仿佛身临其境，感受
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进而萌生出对自然
的热爱与敬畏之情。这种对自然之美的呈现，
不仅仅是文学性的表达，更是一种生态教育
的启蒙，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自然是我们赖
以生存的家园，我们应当珍惜和保护它。

从文学形式与生态内涵来看，儿童文学
中的生态内涵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在当今时代，孩子们被各种电子产品
包围，与自然的接触逐渐减少，容易患上“自
然缺失症”。而蕴含生态内涵的儿童文学作
品，恰如一阵清风，为孩子们带来自然的气
息和生命的活力。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孩子
们能够建立起与自然的情感联系，培养观察
力、想象力和同理心。当他们读到动物们在
恶劣环境下艰难求生的故事时，会为动物的
命运担忧，从而懂得关爱生命；当他们领略
到大自然的四季更替和生生不息时，会更加
珍惜生命的宝贵和生活的美好。这种生态意
识的培养，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未来
面对环境问题时的道德基石和行动指南。

从宏观社会文化视角审视，儿童文学中
的生态内涵也有着深远的价值。它是传承民
族生态智慧的重要载体，许多作品中蕴含着
古老的农耕文化、渔猎文化中对自然规律的
尊重和顺应，让传统文化在儿童心中扎根。
同时，它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对生态问题的关
注，是时代精神在儿童文学领域的投射。这
些作品引导着社会舆论，激发人们对生态保
护的责任感，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营造良好
的文化氛围。在一个孩子从小就接受生态教
育的社会中，未来的公民将更有可能积极参
与到环保行动中，推动整个社会向可持续发
展的方向迈进。

回顾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历
程，我们可以看到生态文学已经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许多优秀的

作
家创
作了大
量具有生
态内涵的儿
童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深受孩
子们的喜爱和欢
迎。然而，当下儿童
文学在生态内涵的发
展之路上并非一帆风
顺。在商业利益的驱动
下，部分作品陷入同质化、
娱乐化的泥沼，一味追求惊
险刺激情节与流行元素堆砌，
忽视了生态教育这一深沉而持
久的价值内核，使得儿童文学
的精神滋养功能大打折扣。同
时，在传播推广环节，优秀的生态
儿童文学作品往往未能获得足够
的展示平台与宣传资源，被淹没在
海量的出版物中，难以精准触达目
标受众，限制了其教育与启迪功能的
充分发挥。

为了更好地发挥儿童文学的生态
教育功能，马忠先生在《中国当代儿童
文学的生态内涵》一书中从生态批评的
视角考察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自觉的
生态意识与童年精神生态的面貌，以新
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中那些能够从儿
童本性和生命特征出发，关心全球化进
程中童年精神生态与地球生态之间的关
系，表现儿童整体性的自然观、生命观、
价值观的作品为探取生态意识的典型对
象，进行梳理与解读，传达新时期以来儿
童文学对儿童与自然的关系、生命在自然
规律的探索，以及对其中所呈现的生存状
态、简约、环保的生活理念和儿童“自然
感性”生活回归等关系的生态思考。

诚然，要真正实现生态文学从儿童
抓起，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作
家们应坚守文学初心，深入自然、体验
生活，挖掘生态题材的深度与广度，以
精美的文字、深刻的内涵创作出更多
高质量的生态文明儿童文学作品；出
版界要增强文化责任感，建立科学
的作品筛选机制，加大对优秀作品
的宣传推广力度，借助新媒体平台
拓宽传播途径，让优质作品走进
校园、社区和家庭；教育机构也
应积极将生态文明儿童文学纳
入教育体系，组织阅读活动、开
展主题教学，引导教师和家长
共同参与孩子的阅读过程，
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合力
为儿童的生态文明启蒙教
育搭建稳固的桥梁，让儿
童文学真正成为播撒
生态文明种子的肥沃
土壤，孕育出一代又
一代尊重自然、爱
护环境的地球守
护者。

摆放在我眼前的诗
集《深圳诗章》，更像是
一本图册，一本立体的，
和深圳这座城市有关，
和深圳这座城市里的人
有关，和深圳这座城市
里每一个生存着的人生
活着的人有关。单纯从
诗集的题目去看，似乎
发现不了什么特殊的诗
歌奥义。但当你读完诗
集，再结合谢湘南以前
出版的诗集一起去读，
就会发现，“深圳”这座
城市的意象，俨然被诗
人浓缩成了一种风格，
一种境界，乃至一种立
体的语言镜像。语言镜
像，包含两个意思，一个
是诗歌的语言，另外一
个就是诗歌的意象。和
波德莱尔写忧郁的巴
黎，惠特曼写纽约的自
由、奔放一样，谢湘南写
深圳，他写出了深圳的
日常、疼痛、孤独和回
忆。这些诗歌，在亲情、
爱情、友情等情感的浓
缩中，得以延续，得以寄
存，从而让我们欣赏到
立体图画的画面感和存
在感。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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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承弘扬春节文化、促进消费拉动经
济、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和旅游
部自 1 月 7 日（农历腊月初八）至 3 月 1 日（农
历二月初二），统筹开展 2025 年春节主题文化
和旅游活动。

这次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聚焦“欢欢
喜喜过大年”主题，围绕惠民文艺演出、公共

文化服务、非遗体验展示、文化娱乐活动、旅
游休闲消费、文博展览展出、对外文化交流等
重点领域，组织开展“文化迎春 艺术为民”

“春到万家”“非遗贺新春”“旅游迎春 休闲过
年”“惠企乐民 欢度新春”“文博馆里过大年”

“欢乐春节”七大板块 27 项主体活动，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打造百姓新春文化大联欢。

活动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
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契机，旨在加强春
节文化研究阐释、传承弘扬、海外推广，丰富
优质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

据新华社

27项主题文旅活动齐聚申遗成功后首个春节

诗集集成了四个小辑，分别是“生
活的依据”“与假发恋爱”“痛，载满了
乘客”“影像诗章”。在深圳这样的开放
而包容的大都市写诗，如何寻找诗意，
且如何让诗意像种子一样落入泥土，
呼吸到空气，沐浴到阳光，然后发芽、
抽穗，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为，在钢
筋混凝土浇筑的地方，远离了闲云野
鹤，远离了大漠孤烟，山水似乎也变得
不是那么柔情，只有日常生活的点点
滴滴，甚或一地鸡毛的琐碎，有时为了
生存，不得不放弃尊严，周边的生活，
涌来的，也都是俗欲与欲望。甚至有的
评论家断言，大都市里不生长诗歌类
的植物。谢湘南以《深圳诗章》这本诗
集，告诉他的读者，大都市不仅可以生
长诗歌类的植物，而且长势良好。至于
如何选种然后种植，这是有天赋的诗
人所操持的活计。谢湘南把现代性和
日常性的灵感，植入到诗歌之中，消解
喧嚣生活的芜杂，城市集中成为一个
意象，然后用语言去破解。在《深圳诗
章》这本诗集里，你读不到宏大，读不
到那种空洞的呼喊，只有真诚，只有真
意，只有一个现代都市人在城市生活
时的那份挣扎、困惑、渴念和对诗歌本
身的忠诚与信仰。

第一辑“生活的依据”中，共收录
了27首诗作，光看标题，就值得慢慢
回味，比如《油锅多么适合你》《工地
上簇拥着强光》《在腐烂停顿的刹那》
等，这些看上去更像是小说标题的诗
题，诗歌内容里包藏着智性与灵性。
诗歌之美源于自由，来自内部的心灵
的自由还有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自由。
谢湘南打开了他内心的自由思考，从
世俗生活中汲取营养，喧嚣遮挡不住
他内心的静气，忙乱掩盖不了他心内
的诗性。他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
块碳”和“一个不轻易开口的贝壳”，
把肾结石或者胆结石、肝结石比喻成

“宝石”，以诗言志：“当一把火/把我的
身体点燃/这些宝石/或许可以找到它
们恒久的家”（《致宝塔》），开篇选取
此诗，以自我的视角审视内心，身体
是一座“宝塔”，矗立在都市的建筑
里，有着生存的倔强。而《生活的依
据》一诗，在一本书里找到了精神的
慰藉，找到了生存的答案，更像是对
自我信仰的一种确认和认知，尤其是
结尾处，对诗歌意象的延伸，传递着
诗人内心的柔软与真诚。在这一辑诗
歌中，我比较偏爱《工地上簇拥着强
光》这首诗，对农民工生活的诗性解
读，有着细节的深刻，“安全帽上的苍
天有无数的窟窿/足够吞蚀我眼睛的
浑浊”，这样的表述，悲凉而凝重，有
着直指人心的寒意。这一辑的诗歌，
在温暖的表述中，陡然留下了疼痛的
留白，抑或在凝重的叙述中，闪开一
扇窗，给人以希望。这就是谢湘南诗
歌的特色，有着自己独特的声音，在
现代性中，给人以心灵向上的启示。

第二辑“与假发恋爱”和第三辑
“痛，载满了乘客”，将世俗生活和现实
生活引向了深处。戴上假发是一种什
么感觉？诗人的表述是这样的，“你一
定迷恋这种感觉，戴上假发/你是你的
妹妹/你是你的姐姐/你甚至是你的哥
哥/你身体里的他人/泉水一样/让你解
渴”，似乎，不仅仅是戴上假发后的感
觉，更像是戴上面具后的感觉。虚假地

躲藏在假发或者面具背后，窥探着人
世，享受着那份虚假的繁华与虚荣，然
后麻醉自己。谢湘南在诗歌写作中，实
践着一种现实魔幻的技巧，贴近生活
本真，他一直在追寻，追求生活束缚的
解脱之道。谢湘南笔下的现实生活，有
别于芸芸众生的俗世生活，他以诗人
的锐利阳光去观察，然后让诗歌的语
言呈现现实的多变与棱角，解析出现
实生活的真相和能触动人心的瞬间。
《每一位恋人都带走我一部分生命》，
写的是爱情，谈论的是人生，诗人努力
生活着，用心去爱，光阴流逝的刹那，
自有生命灵感的馈赠。《我愿意永远是
这个城市的游客》，更像是在抒发漂泊
的感受，那份漂泊的感觉，是被城市的
节奏牵系着，带着自己的生命之光前
行。诗人的心是温情的，但是诗人的诗
歌却是冷峻的，坚韧的，有思考深度
的。我读谢湘南的诗，是在感受他呈现
日常生活诗意氛围的能力，把不可能
的诗意瞬间寻找出来变成可能，或者
把可能的诗意瞬间放大至一种诗意化
的画面，在对语言的塑造和意象的攫
取上，开辟出一种空间的储存。谢湘南
的诗歌中，藏着对生活智慧的完美诠
释，是创造性思维的深入，也是一份生
活经验与生命经验碰撞时，电闪雷鸣
般的火花再现。

第四辑“影像诗章”，似一束光，似
一滴露，似一道火焰。一张张照片被定
格后的凝思，一个个瞬间绽放时的诗
性思索。“影像”二字，诠释了这一辑诗
在灵感助推时的画面感。像《呈现》《学
习》《守船人》等写出了生命质朴的感
受，语言凝练而简洁，寥寥数语，却有
着收放自如的表达。且，因为诗歌中有
个体经验的强烈关怀，还有个体生命
意识的内在觉醒，让读者在读这些诗
歌时，很容易感同身受。谢湘南的诗
歌，有口语的特质，但绝没有口语化的
流水式表达，诗人在陈述一种生命经
验，一种生命状态的在场感觉。比如
《三十九级台阶》：“我的心啊！柔得像
你的白纱裙/在台阶上摇曳/那无尽的
阴影像阳光一样绵长——而风微笑得
没有力量/而我的呼吸/远远不能跟随/
向上的苦难”，哲理中透着思辨，这些
纯粹而有序的诗篇中，是一个诗人心
灵拷问时的自语，是对生命永恒状态
下的一种探究。

诗人余文浩说，如果要找一个文
字的标签来向人们陈述我眼中的21
世纪或者说现代化世界中深圳面貌
的话，那我一定是用谢湘南的诗歌来
说明她了。在我眼里，谢湘南的诗正
好对应了深圳这座迅速发展的年轻
城市的发育，某一种意义上说，谢湘
南的诗就是当代深圳的鼻子、嘴巴、
耳朵和体温，要说到深圳的现代性必
然要谈到谢湘南的诗歌文本，扩大一
步讲，湘南的诗写的不仅仅是现代性
深圳，更是发达资本时代人与物看见
言说的关系。也可以说，诗人看见、经
历、体验、感受着现代性深圳的一切，
然后，用自己的声音倾诉、言说。如果
诗歌是对存在的勘察，那么谢湘南的
诗歌就是诗人对深圳现代性的一种
视角勘察的结果。

那么，我想说的是，在“深圳”这一
主体意象的空间中，诗人赞颂着生活
的美好，感受着生活的疼痛，他的人生
经验是复杂的，是立体的。和深圳这座
城市的发展历程以及无数新深圳人的
漂泊历程一样，直面生活而又不流于
生活的形式，在生活的细部中感受着
那份智慧带来的诗性。诗人的诗歌中，
透着幽秘的哲思，体现着诗人对世界
的热情与关怀，收录在《深圳诗章》诗
集里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的一份灵感
闪耀的过程。关于生活的思考，关于生
命的思索，诗人尽可能的用心表达，展
现着自己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态度。诗
歌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在这份言
说方式里，谢湘南建构出自己的诗学
空间，又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崇高与澄
澈，这在诗歌写作中显得尤为难得可
贵。以真性情去面对生活，以真诚的心
去面对写作，摈弃浮华的，留下真实
的，舍去冗长的，保存精炼的，谢湘南
的诗歌写作，在不断完善自我诗歌技
巧的同时，提供给读者另一种难得的
沉实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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