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江源是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

书 写 三 江 源 的 故 事 就 是 书 写 自 己 的 故

事。那里景观壮阔而高拔，人与人的关系

却细腻柔软。大家都说着‘扎西德勒’，都

给对方献着洁白的哈达，很多时候都忘了

这是哪个民族的语言和习惯，因为它跟那

片土地粘连在一起，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

的呈现，是雪山和草原永远纯洁苍翠的一

部分。”研讨会上，作者杨志军率先发言，

真诚吐露着创作动机——希望为那片生

养之地留下一种文学的言说。

三江源，中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

区，有“中华水塔”“高原野生动物王国”等

美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

是雪豹、藏羚羊等珍稀物种的庇护所。去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被列入第一批国家公

园名单。

《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将视野深入青

藏高原腹地，讲述了一个温暖的故事：小

海的爸爸失踪了，小海与妈妈和救助站的

野生动物一道，前往雪山寻找爸爸。寻找

的过程，亦是精神抵达的过程。小海一边

以孩子天真的目光，探寻着三江源神奇的

自然风物，一边在与小动物们的朝夕相伴

中，回忆家人救助野生动物的往事。

“给孩子播撒阅读的种子，让他们汲

取人类知识，是作家和出版人的责任。”在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看来，写人与

自然的生态文学作品，应该把科学知识展

现出来，同时兼具趣味性、可读性。“而这

本书正是把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巧妙

地融为一体，让人对三江源那片神奇的高

原腹地逐渐形成了生动鲜活的印象。”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则站在文

学史的高度，评价这本书是原创儿童文学

主题性写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作品在题

材的稀缺性、知识的专业性等方面都达成

了较为完美的统一，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

厚重之作，呈现了与东部乡村迥异的美学

特质，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做了一个立体的

活广告，也为儿童文学写作拓展了广阔的

美学空间。”

其他与会专家也毫不掩饰他们的惊

喜：“就像相声抖包袱一样，随着小海寻找

爸爸的过程，巴颜喀拉山、可可西里等一

一呈现”“许多人对三江源是陌生的，这本

书让人零距离接触到三江源”……

专家们一致认为，《三江源的扎西德

勒》题材新颖，将寻找与成长的永恒文学

母题进行了融合，描画出一幅幅壮美深邃

的藏地风光。那气势磅礴的冰山雪原，那

如诗如画的湖泊湿地，还有那一只只独属

高原的野生动物，在作家的笔下跃然纸

上，而一系列精美插画的“颜值加持”，让

这一切更加生动而直观。

一
向文学求文学是逼仄的，越来越这么觉得，健康、有生

命力的文学必然要从其他学科或艺术门类获取更多养分
与支持。人文史地，甚至是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新闻……

几年前，有次给儿子报古诗听写，“正是江南好风
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君为谁？李龟年。唐朝知名音
乐人，为玄宗赏重。还有呢？一无所知了。突然就想多
了解下这位进入杜甫名诗的音乐人的命运，从这开头，
写了个古代名诗人和朋友的系列。苏轼与刘景文，李白
与汪伦，高适与董大……由此，补了些历史课，因为写几
万字的这系列，读了十几万字的史料，把诗人和他们生
活的时代捋了遍。

这系列的随笔刊发于《作品》等杂志，有友讶异：“转
写史类随笔了？”也不是，兴之所至而已，借由这几位才
华卓越的诗人朋友圈展开一次历史回溯，走近些诗人和
他们的朋友——在那个早已远去的时代里，他们的才华
风采与人生遭际如在眼前。他们和笔下的诗篇同构了
中国文化的故乡，即便今后不再写此类随笔，对历史的
兴趣却在这个系列的写作中得以滋长。

二
文学，不仅仅是文字与修辞，也不仅仅是一腔情怀，

它的核心是视角与见地，是识物知人。“在微博上你可能
只需要表态，而在文学中你就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具体
境遇下的选择和思量。”

选择和思量，需要人抬起头，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
正发生着什么，你又是如何看待外面的发生。对一些陌
生的事物，要有点耐心，不要急于言之凿凿地给出判

断。这过程中，一次次的辨别与思考，丰富着人的认知，
使虚悬的臆想落地，使语言的操练通往价值的实现。

写作应当为人推开一扇窗，乃至一扇门，走出去，走得
更远，去看天地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关上门孤芳自赏——
鲁迅先生早讽刺过这现象，说有两类奇特大愿，一位是愿
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
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
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

要摒弃这类病态，视野不妨驳杂些，对现实的介入
不妨深入些，对人之所长多点欣赏，对己之所短多点自
嘲。面对纷繁世相，不能只居一隅，琢磨点眼前花草虫
鱼，只看到“好看的姑娘”和薄暮的“秋海棠”。

众声喧哗，色调斑驳，这也正为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了
境遇。过于整殇的花园有时反会缺点生命力，杂花生树才
有生机。经典要读，新闻得关注，也别排斥大众文化，综艺
一样有养分。前不久重刷了个舞蹈节目，优秀的舞蹈让人
惊叹舞者深厚的表现力与控制力，每一个控腿、翻腾、跳
跃，都源自对身体的高度控制与情感的流露，观之如行云
流水，明霞散绮，正如好的文学作品带给人的阅读享受。
还有“脱口秀”——里面恰是当下文学所缺乏的对生活的
细致观察与幽默精神。

体育节目亦然。这届冬奥会，看了不少赛事，追看
羽生结弦的花滑，在Ｂ站刷完了他所有表演。“翩若惊
鸿，婉若游龙”，在“神乎其技”的美的背后，是无数次枯
燥与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廉价的花招”可耍。

这些综艺，都让人体验文艺之美，同样带来愉悦与
感动。我愿继续保持自己雅俗共赏的庞杂兴趣。在愉
悦之外，它们使我的写作，不论题材或调性，或许都有了

些区分他人之处。

三
文学，只是丰富的文化产品中的一部分。让我们沿

着那些伟大作家的目光看过去——你会发现，他们关注
的不仅仅是文学，还有文化，以及文明。从文学出发，去
向文明；从文明返回，回归文学。这样的文学才是有力
量的，才可恒久远。

不一定非得写，但如果写，尽量保证有效的写作。
有效与无效，不论社会效应，至少得让自己的心雁

过留痕。对一个职业写作者尤其。已然文字熟练，码个
几千上万字毫不费力，但那几千上万字是否属于有效写
作？它对于人心，是否有那么点触动？对于现实，是否
可提供一点关照？

从某种意义，一个稚气的孩子写的小诗，很可能是
有效的。比如我读过一个五岁孩子的诗，“要是笑过了
头/你就会飞到天上去/要想回到地面/你就必须做一件
伤心事”，多好！一个头衔一堆的作家，作品有时可能是
无效的，它们只是流畅而工整的一堆废话，油腻的正确。

当然，不能保证一个人写下的每
篇文章都有效，但至少在其创作中，有
效作品应当达到一定比例，百分之六
十以上得有吧？如果能达到百分之七
八十就是写作者中的优等生了。

我希望自己尽量努力。

不久前，原创主旋律歌曲《共产党为人民百

年千年万年》相关音频及 MV 一经在电视和网络

上传播，便引发热烈反响，好评如潮。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把人民放在最高位

置，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创造出了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伟

业。正是基于这一深刻而鲜明的时代主题，原创

主旋律歌曲《共产党为人民百年千年万年》应运

而生。

这首作品由一鸣作词、田信国作曲、吕继宏

演唱。歌曲围绕“初心永不变，把人民装在心间，

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一主题，以其精湛的艺

术创作、精良的作品制作、精到细腻的演唱，深情

歌颂了党和人民之间的鱼水之情，讴歌了中国共

产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不变的初心。

康德曾经说过：“美的艺术是一种境界。”这

样的一首主旋律歌曲，无论是从词曲创作或演唱

来看，都是一种审美的享受。歌曲的曲式简练、

旋律清彻，或激昂铿锵，或深情婉转，结束点题的

那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为人

民，百年千年万年”的旋律更是让人久久回味。

歌词前四句采取自问自答的对话方式，站在

老百姓的角度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做了心灵呼应：“你把老百姓放在了心尖尖，老百

姓跟着你日子越过越甜。”副歌部分进一步回应了

时代主题。因为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永远

不变，才会有“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

要论断。从主歌部分的自问自答，到副歌部分的

深情咏叹，进一步抒发了人民对党的拥护和爱戴。

歌曲结尾句直接点题，用最直白最真挚最滚

烫的话喊出“共产党为人民百年千年万年”。这

是人民的心声，这是时代的期盼，这是历史的选

择和必然。歌词“百年千年万年”的递进，昭示了

党带领人民站在新的百年迈向新的征程，永远走

在时代前列的信念和信心。

歌曲创作采用五声音阶为基础的调式，为并

列单二部曲式结构。A 段是充满感情的诉说，B
段是富有激情的歌颂。歌词洗练直白，旋律走心

动情、简洁生动。旋律中反复出现的 mi、so、la、
do 几个主音，配以相应的歌词，既情绪高昂，又

娓娓道来。4/4 拍子的节奏既能娓娓叙述，又能

款款抒情。主歌部分，旋律深情而真诚，就像儿

女在向父母倾情表白。顺着旋律细细吟诵，党和

人民的血脉相连，人民和党的生死相依，所有这

些都在柔情的旋律中得到了丰满的展现。副歌

的抒情没有过度张扬，也没有曲法的炫耀，而是

自然的情感流露。旋律的线条进行体现出一种

呼应关系，均为先抑后扬的正波形旋律线，结束

句最后都落在主音上，使得音乐具有较强的稳定

感。整首作品的旋律呈现流畅、细腻、变化丰富

的艺术特色，切分音、泛音、装饰音、连音线，级进

音型、级跳进音型和各种节奏型的交替结合，形

成一种跌宕起伏而又前后统一的曲调风格。

这首歌共有两段，词作者用诗化语言，情理

共融，艺术地表达：“你说人民就是江山，是把咱

老百姓放在了心尖尖。你说江山就是人民，老百

姓跟着你日子越过越甜”“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以百姓心为心，初心永不变。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为人民，百年千年万

年。”两段主歌都用第二人称叙述、抒情，深情而

质朴，真诚而深刻。听这样的歌，我们仿佛回到

了炮火硝烟的战争年代，正是人民用最后一粒

米，用最后半条被子，用生命喂养着年轻的共产

党；用门扳扛前进，用担架抬民心，用小车推胜

利，铺下了新中国诞生的坚定基石。从战争年代

的炮火硝烟到如今筑梦新时代，扬帆新征程，党

和人民一路走来，始终心手相连、患难与共。

主歌偏于叙述，副歌偏于抒情。在副歌部

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主题反复

出现。为了诠释这个主题，作者用生动形象的词

句做了演绎，“谁把人民放心间，谁视人民大如

天”，短短几句话语直击人心，“以百姓心为心”表

象更是明晰生动，极具内涵：共产党始终为人民，

始终守的是人民的心。

最是情怀动人心，最是笃行砺初心。演唱者

的深情演绎，让听众在不同的声音场中感受音乐

的魅力，感受党和人民的血脉情缘。声音的柔美

与刚强，使歌曲在不断的情绪递进中与听众的情

感达到了高度共鸣。

歌曲的生命在于传播，传播的意义在于引起

人民群众广泛而持久的同频共振。而优秀的作

品则是实现传播最大效应的前提。《共产党为人

民百年千年万年》这首原创歌曲给我们的启示

是：优秀作品的产生是艺术家向生活学习、拜人

民为师，不断探索、不断实

践的产物。而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讴歌

人民，为人民歌唱，是党和

时代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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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三江源的绿色传奇书写三江源的绿色传奇书写三江源的绿色传奇

4月22日，第53个

世界地球日。“书写三

江源的绿色传奇——

《三江源的扎西德勒》

作 品 研 讨会”在线上

举行。来自北京、江西

等地的专家学者相聚

云端，围绕作家杨志军

儿童文 学 新 作《三 江

源 的 扎 西 德 勒》展 开

了交流和研讨——

自然之旅：
看见看见那片那片

神奇的神奇的土地土地

“我们拥有生命，不仅仅是为了活

着，而是为了对其他生命有用和有益，

为了对这个世界说一声‘我是你的。’

然后听到这个世界的回答‘我也是你

的。’彼此的拥有就是彼此的相爱。因

此，做一个对别的生命有用有益的人，

才是真正的幸福。”小说最后，小海的

爸爸积劳成疾，离开人世。第二年，有

人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

三江源动物爸爸之墓。

研讨会上，有些专家情不自禁地

朗读了这段原文，他们被生命的辽阔

感动，也被高原上万物同源、和谐共生

的动人画卷感动。

为了阻止登山队将易燃物品带入

冰川，小海的爸爸孤身前去劝阻，后突

遇雪崩，他带着登山队员一起逃到冰洞

中；为了救护三江源的野生动物，他成

立了雄鹰支队，设立了小海救护站，为

此常常透支收入……而曾被小海的爸

爸救助过的那些动物，在得知他失踪

后 ，一 路 跟 随 小 海 母 子 ，寻 找 救 命 恩

人。面对荒漠狼的围攻和撕咬，它们仍

拼尽全力，直至献出生命。为了纪念救

人牺牲的尼玛，以及金雕小白 、大灰狼

星宿海等动物，大家建立了两组雕塑，

把那些美好的形象，永远留在雪山上。

“儿童文学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

其实是我们成年人的道德水平。”如人

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所言，儿童

文 学 由 成 人 创 作 ，但 主 人 公 常 是 儿

童 。“ 可 贵 的 是 ，作 品 不 俯 视 ，也 不 仰

视，而是采用了平等关系，去呈现一些

真相。虽不是乌托邦，却流露出理想

主义的气质。”

“好的儿童文学应该含有多种‘微

量元素’，给孩子提供多方面的帮助。”

中国图书评论协会副会长杨平认为，

这本书是一部多元素融合的集大成之

作，给儿童传达了自然观、宇宙观、世

界 观 ，同 时 还 有 厚 重 的 社 会 观 、人 生

观、哲学观。

诚然，书中构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世界，引发了专家们的广泛共鸣，

“祖孙三代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坚守，

对高原动植物和自然生态进行研究、救

助与保护，体现出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崇

高的生命关怀”“这部作品充满治愈作

用，引领人向上，为年幼的读者带去不

一样的成长期许”“常人看来，人与动

物，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但其实，这

种关系也可以反过来”……

“相信童话并不是说要呵护童心，

甚至回避现实、拒绝成长。而是一种人

生态度，一种人生的哲学理解，是在求

真的同时，追求真与美、善的并举，是一

种拉长时间轴以后的追寻和坚守。”太

原师范学院教授崔昕平解释说。

小海一家祖籍青岛，那里有着全

国统一高程基准面，也就是海拔 0 的地

方 。 藏 语 扎 西 德 勒 是 吉 祥 如 意 的 意

思 ，小 海 一 家 跨 越 山 海 ，扎 根 青 藏 高

原，他们希望的显然不仅仅是三江源

的扎西德勒。专家们认为，随着生态

文明建设日益加强，生态儿童文学，还

有更广阔的开掘空间。

2018 年，杨志军《巴颜喀拉山的孩

子》出版，那是他试水“藏地少年系列”

的儿童文学创作。如今，又一部三年磨

一剑的新作亮相。专家们认为，相较前

作，《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在创作技巧和

文学探索等方面更显成熟与深刻，该书

也登上了 2022年 1-2月中国好书月榜。

文 中 ，三 十 余 种 野 生 动 物 一 一 登

场。尤其是那些在小海救护站的动物，

不仅有名字，还有着亲昵的辈分称呼。

尽管面临盗猎、草场退化、无良游客等诸

多困扰，但脾性不同的它们，都在努力书

写生命，就像人一样：始终坚信母雁没有

死，每年越冬回来，都会像第一次回来那

样，高声鸣叫着，一会儿踱步，一会儿飞

翔，找遍救助站的角角落落的斑头雁大

叔；瘸子猞猁与拐子岩羊，互为天敌，也

同为难友，为了躲避笑脸叔叔的迫害，他

们竟然组队逃跑；还有总是形影不离、又

相互“嫌弃”的小黄马遥遥和藏獒多吉，

时常为落在小海肩上而争风吃醋的红嘴

鸦阳阳和金雕小白，以及受枪伤后艰难

生下小白唇鹿扎西的白唇鹿妈妈……

“这是一本具有童话气质的儿童小

说。说得俏皮一点，是一部伪装成小说

的童话，伪装成诗集的小说。”中国作协

原副主席高洪波说，《三江源的扎西德

勒》把现实的成人世界和充满幻想的孩

子世界互相交织。

无独有偶，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李朝全也认为这是一个跨文体的创作。

作品跨越了小说和童话两种文体，把三

江源塑造成一个童话世界，动物和人一

样有感情，互助为乐。

省文联主席叶青则评价“这部作品的

内涵超出了儿童文学的范畴，作者将充满

忧患意识的生态文学，与充满想象和童趣

的儿童文学结合，让略显沉重的现实主义

的生态文学绽放出理想主义的火花。”

作品中诗意的语言，也被许多专家

所称道。在该作之前，作者杨志军已创

作了长篇小说《藏獒》《环湖崩溃》等，作

品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等。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

从作家的笔端融进了“奶奶”的童谣、小

海的儿歌、格列哥哥的民歌、“爸爸”编

的词中。

“诗、歌、文三者琴瑟相随，带来相

得益彰、相互映衬之感”“那些诗意的、

充溢着充沛情感的歌谣，带有明显的地

域色彩，一唱三叹，与作品的叙事水乳

交融，与文学的表达心心相印，激活了

独特鲜活的民族美学”……

此外，专家们还围绕作品的动物书

写的开掘与深化、儿童视角的纯熟和自

然、多种叙事方式的杂糅等方面进行了

深 入 探 讨 。 而“ 这 是 一 部 聚 焦 时 代 主

题、体现原创儿童文学深度与广度的精

品力作”，成为大家的共识。

思想之旅：抵达生命的制高点抵达生命的制高点

文学之旅：
感受儿童文学的独特魅力感受儿童文学的独特魅力

11

唱响初心唱响初心
向未来向未来

——原创歌曲《共产党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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