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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 今 ，人 们 离 自 然 越 来 越 远
了。不仅都市人，连很多乡村人也
失去了大自然的护佑。那种人与荒
野自然在交流中感受到的细腻、温
情、善良与深情，正悄悄消失。作家
肖复兴说过，为了抵御这种遁失，他
常去读一本书，那就是普里什文的

《林中水滴》。大自然纯净而清新的
律动和情感从这本书中流淌出来，
让呆板、干涩的心得到一丝丝的滋
润和抚慰。

米·普里什文（1873~1954），俄
罗斯作家。他终其一生把大自然作
为唯一的创作对象，这在世界文学
史上都很罕见。他具有生态思想的
超前之作，比世界公认的现代生态
文学经典《寂静的春天》还早出现
10 年。他照着自然界的模样，“在
森林的口授下写作”，普里什文说，

“我的幸福就是把笔带到森林中”。

普里什文以宗教一样的深情，细
致、真诚地与自然交谈，将一草一木艺
术化地贯穿于他的每一篇文章中。大
自然是他终生不舍、相依相伴的恋人。

无论是一束越来越强的光、一滴
渗出来的水珠、一棵淌着树汁的白桦、
一片最初的积云、一株在太阳底下也
发出香味的夜美人，还是两只在空中
翻筋斗的乌鸦，在湖中遭狩猎者枪击
毙命的野鸭，在普里什文的笔下，都是
独具个性色彩的。

在《星星般的初雪》中，普里什文
写 道 ：“雪 花 仿 佛 是 从 星 星 上 飘 下 来
的 ，它 们 落 在 地 上 ，也 像 星 星 一 般 烁
亮。”普里什文擅长用两三行文字表达
自己的观察结果，具有独妙的想像，传
达出绵绵不绝的余味。再看他的《第
一朵花儿》：“我以为是微风过处，一张
老树叶抖动了一下，却是一只蝴蝶飞
了出来。我以为是自己眼冒金星，原
来是第一朵花儿开放了。”他对自然的
记录和描述有如神助，将柔韧的美学
触角，潜入大自然的一点点细微变化，
这个时候，时常会激起他内心涟漪，溅
起动情的浪花。他既还原世界的种种
原初，也流连藏在植物深处的情绪波
动，因而他“能为每一片落叶写出一种
心情”。

在普里什文的创作中，有几个元
素很特别：他首先是一个园艺学家和
物 候 学 家 ；他 写 了 50 多 年 的 大 自 然
观察日记；他一生的关注点都在大自
然上，甚至连卫国战争都没把他拉出
大 森 林 ，直 到 1943 年 他 才 返 回 莫 斯
科；他一生的重要作品都用随笔形式
发表，几乎都是没有修改过的观察日
记。

为了观察鸟的变化及行踪，他有
时能趴在森林的土地上，匍匐爬行一
两公里。他的观察具有一般作家所没
有的精确性、连贯性和持久性，他所获
得的细节是常人所感受不到的。

普里什文用一生的时间，静心守
候 美 丽 大 自 然 的 点 滴 变 化 ，宠 辱 不
惊。他那充满人情味和文化气息的地
理物候研究方式，令森林也感到通透
而喜悦。普里什文的作品，总是给人
阳光般明亮、泉水般清澈的感觉。

《普里什文文集》是目前我国国内
最全的普里什文著作大全。文集分 5
卷，分别是《鸟儿不惊的地方》、《恶老
头的锁链》、《大自然的日历》、《人参》

和《大地的眼睛》。除《恶老头的锁链》
以外，其他 4 卷几乎片刻都没有离开森
林的天地。即使《恶老头的锁链》，这
部普里什文委婉吐露自身经历与心声
的自传体哲理长篇小说，也富有不断
挣脱锁链、不断探索内心自然路径的

“层林尽染”之感。
“恶老头”本是俄罗斯传说中的一

个形象，长相丑陋、凶狠恶毒。据说它
拥有长寿秘方和各种宝藏，喜欢在别
人新婚之夜抢走新娘，囚禁在自己那
座 有 恶 龙 看 守 、有 锁 链 缠 绕 的 宫 殿
里 。 普 里 什 文 在 这 里 通 过 展 现 俄 国
史实和个人经历，以“恶老头的锁链”
隐喻来自社会的邪恶和不公，以及活
于 自 己 内 心 阻 碍 个 性 发 展 的 种 种 不
利因素。

这部作品，以泰戈尔式的救赎笔
法，展示了身处纷繁世事与明净自然
之间的困惑与挣脱。普里什文在十月
革命后，曾被土改农民赶出庄园，一度
流离失所，带着全家四处流浪。他的
作品受到抨击，被认为“不善于或者不
愿意服务于革命任务”，普里什文曾一
度在不公开日记中流露出自杀念头。

值得留意的是，普里什文一生几

经波 折 ，却 不 改 其 沉 静 和 真 诚 ，也 许
是 几 十 年 的 林 间 生 活 塑 造 了 他 的 坚
韧 。 在 普 里 什 文 多 达 20 余 卷 的“ 秘
密 ”日 记 中 ，对 他 所 处 的 时 代 弊 端 早
有独特的认知，但他的文学作品中几
乎没有留下痕迹。可以设想，普里什
文 是 以 何 等 的 内 心 力 量 滤 掉 了 现 实
生活的阴影，保持了一颗挚爱自然的
赤子之心。

在他的眼里，自然与人的关系没
有主客之分，也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
的“平等”，而是同一。他写森林中的
一 棵 蛇 麻 草 、一 只 啄 木 鸟 、一 朵 野 蔷
薇、一棵椴树、一个老树墩，甚至一个
小 水 泡 ，写 它 们 的 声 音 色 彩 、形 状 动
态，还有它们的喜怒哀乐。它们如同
他的亲人、他的孩子，他亲热地喊着它
们的名字，与它们对话，从它们那里得
到心灵的抚慰和滋养。

当你潜心阅读时，你的心会慢慢
地静下来。普里什文将哲理、诗意、独
白、沉思等融为一炉，总是散发着一种
森林气息，那样清新自然，充满生机。
他认为，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和森林
中的一片落叶、一只蜜蜂、一棵云杉没
有什么两样，也和冬天的一片雪花，夏
天的一颗雨滴没有什么不同。

“当初，在春水流过的地方，开满
了鲜花。”这样的鲜花，普里什文岂能
错过？他喜欢带纸和笔到森林中去，
坐在树桩上痴迷地写作。

普里什文的单纯、执著、近于天籁
的性情，让人感动。年近八旬时，普里
什 文 还 会 一 个 人 开 着 汽 车 去 湖 边 观
鸟。普里什文说：“融入自然，这就是
开启我文学的一把钥匙。在自然的形
象 中 ，看 到 人 的 心 灵 ，让 自 然 替 你 说
话，这是奇妙的事情。”他在《鸟儿不惊
的地方》中说：“我要为自己的心灵找
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将对我周围的
自然世界没有任何疑问；在那里，人可
以对城市纷争一无所知，却能够与大
自然的脉动产生共鸣。”

慢慢品读普里什文的作品，你能
触摸到他那颗自然的心灵和其中澎湃
的激情。这种把自己当做自然同质化
的一分子来审视的作家，在世界文学
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帕乌斯托夫斯基
说：“普里什文，仿佛就是俄罗斯大自
然的一种器官。”普里什文钻石一样的
文字，亮晶晶地泛着生命的光泽和神
奇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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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科尔
科尔是哈德逊河画派的代表

人物，著有《美国风景散论》。哈
德逊河画派在美国绘画中的地
位，相当于“自然文学”在美国文
学中的地位。哈德逊河画派率先
提出美国的自然环境是作家和艺
术家创作的文化源泉。因而，这
部《美国风景散论》也是一本经典
的自然文学读本。

▶约翰·缪尔
他 被 称 为“ 山 之 王 国 的 约

翰”，是美国早期环保运动的领
袖，也是著名的生态文学作家。
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美国西
部的山野中度过，其作品《夏日
走过山间》、《国家公园》、《优山
美地》等，都是文笔极佳的自然
文学著作。

▶詹姆斯·F·库珀
女作家，著有《乡村时光》，记

录的是她家乡纽约州的库珀斯敦
一带的自然风景、动物、植物以及
文化、历史。

▶西莉亚·撒克斯特
女作家，著有《海岛之恋》、

《海岛花园》，她终生生活在荒凉
的“多鱼群岛”上，上述两书是她
岛上生活与自然的记录。

▶吉恩伯特·怀特
英国作家，著有《塞尔彭的自

然史》，撰写了自己家乡塞尔彭的
自然与历史。此书引进我国后由
著名的中西艺术史学者缪哲翻
译，在自然文学译著中，其译文是
非常优美的。

▶爱德华·托马斯
英国作家，死于第一次世界

大战，而报名参军前，他已出版了
近 30 部 散 文 集 ，著 有《林 地 生
活》、《牛津》、《阳光与薄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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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17 日是第二十一个世界
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世界主题为

“通过可持续粮食系统实现所有人的
粮食安全”，中国主题为“绿化荒漠，守
护家园”。

土地荒漠化导致生态恶化，并加
剧荒漠地区贫困问题，给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党的十八大
提出要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
综 合 治 理 ，明 确 提 出 到 2020 年 全 国
50%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遏制荒漠化，改善沙区生态，实现人与
自 然 和 谐 发 展 ，是 建 设 美 丽 中 国 的
基础。

土地荒漠化是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
问题，也是我国最严重的生态问题，影响
着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人类生存空间被迫缩小。据统计，
20 世纪后半页，我国荒漠化土地扩展速
度不断加快。其中，1995 年~1999 年的 5
年间，沙化土地净增 17180 平方公里，相
当于北京市的面积。由于风沙紧逼，沙
区民众被迫迁往他乡。

土地生产力严重衰退。荒漠化导致
土壤有机质及氮、磷、钾等大量流失，影
响土壤肥力和作物生长。

自然灾害加剧。20 世纪 60 年代~90
年代，我国特大沙尘暴数量不断增多。
近年的扬沙、浮尘等天气，也造成部分地
区交通中断、机场关闭，其来势猛、影响
范围广，侧面反映了我国土地荒漠化的
严重程度。

沙区贫困程度加深。恶 劣 的 生 态
环 境 是 沙 区 群 众 长 期 处 于 贫 困 的 主
要原因之一。它扩大了地区间经济发
展的差距，影响沙区民众的生活、生存和
发展。

荒漠化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据联
合国统计，全球 26 亿人直接依赖于农
业，而用于农业的 52％的土地受中度或
严重的退化影响，土地退化已影响到全
球 15 亿人口。由于干旱和荒漠化，全球
每年失去 1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
每分钟损失 23 万平方米），而这些土地
本可以生产 2000 万吨粮食。贫困人口
的 74％直接受到全球土地退化影响。

目前，全世界有近 10 亿人缺乏足够
的营养，而生活在土地退化地区的民众
受影响最大。如果土地退化如预计的那
样 ，全 球 粮 食 产 量 到 2035 年 将 减 少
12％。

荒漠化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

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为活
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
和亚湿润干旱区的土地退化。沙化是指
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由于各种因素形成
的地表呈现沙（砾）物质为主要标志的土
地退化。

土地荒漠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
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
变化形成荒漠化的过程较为缓慢，而人
类活动则激发和加速了荒漠化的进程。

自然因素
充足的沙源是土地沙漠化的物质基

础。第四纪时期，大多沙漠埋藏有古风成
沙，这些古风成沙为地质历史时期沙漠

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沙源。
此外，气候变化的影响范围涉及到

整个地球，会导致荒漠化的加剧。荒漠
化多发生在南纬及北纬 30 度附近，这是
因为此区域常年盛行下沉气流，形成了
极端干旱的气候。而荒漠化的发展也会
进一步影响地球气候的变化。

人为因素
人口增长对土地的压力是土地荒漠

化的直接原因。干旱土地的过度放牧、粗
放经营、盲目垦荒、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过度砍伐森林、不合理开矿等人类活动，都
会加速荒漠化的扩展。另外，不合理灌溉
方式也造成了耕地次生盐渍化。

自然和人为因素导致土地退化

推进荒漠化防治，应坚持保护优
先、科学治理、适度利用的原则，注重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自然修
复与人工治理相结合，通过科学、持
久地治沙，土地荒漠化和沙化是可
治、可控的。

防风固沙
常见的是设置草方格沙障、黏土

沙障、篱笆沙障、立式沙障等。
植物治理
沙漠植物治理指在沙漠地区播

种沙生植物，以阻止沙漠扩张及改善
沙漠土地。沙生植物具有水分蒸腾少，
机械组织、输导组织发达等特点，可抵
抗狂风袭击，具有很强的持续吸水能
力，使植物不易失水，能够适应干旱少

雨的环境。植物治理的重点在于选
择适当的树种，科学规划林带结构。

水资源利用
沙漠中的水源主要有地下水、河

道水和降水。解决水资源利用问题
要从汲水、输水和节水灌溉等方面考
虑。在汲水环节，可于含有水体的古
河道、古湖泊或地下水发育的沙漠区
域建设地下井。水资源的输送方式
主要有渠道引水和管道输水。前者
是我国农业进行灌溉的主要方式，但
输水损失率高达 60%~70%；后者可减
少水资源在输送过程中的蒸发和流
失，且输送量大。在灌溉环节，可采
用喷灌和微灌技术。与地面漫灌相
比，可节水 30%~70%，被广泛应用。

防治荒漠化有哪些技术手段？

为防治荒漠化，我国采取了一系
列重大举措，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治理机制。如
加强《防沙治沙法》的监督执行和省
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的考核，批
复实施了《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
2020）》，启动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试
点和国家沙漠公园建设，加强“三北”
防护林体系、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
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加大财政投入等
政策支持力度。

改善沙区生态已成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点。过去 5 年，我国累计完
成 沙 化 土 地 治 理 面 积 10 万 平 方 公
里，实现了沙化面积减少和沙化程度
降低，极大地改善了生态和民生，促
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防治荒漠化工作取得了不
小的成绩。但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
成绩还只是阶段性的，防治荒漠化任
务仍然非常艰巨，治理难度很大。

探索体制创新。专家建议，加强
对防沙治沙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协
调，强化领导干部目标责任制，把荒
漠化治理指标作为考核的一项重要
内容。同时，改变现行水资源分散管
理的体制，加强水资源统一规划和管
理，按流域成立统一的水资源分配和

管理机构，科学管水、配水。
健全运行机制。专家建议，建立

荒漠化土地及治理成果的合理流转
机制。荒漠化土地及其治理成果在
产 权 明 确 的 基 础 上 ，允 许 采 取 拍
卖 、承 包 、租 赁 、股 份 制 等 形 式 获
益，推进荒漠化治理。鼓励有能力
的社会主体承包治理荒漠化土地，建
立吸引内外部人才的机制，做到引得
进、留得住。

拓展资金来源。资金投入不足
会导致大量可治理的荒漠化土地不
能得到及时治理。专家建议，一方
面，除工程建设投资和贴息贷款外，
中央应加大对荒漠化地区财政的转
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运用市场机
制激励社会各主体参与荒漠化治理，
争取我国民间资本、世界银行、国外
企业等机构有偿和无偿投入，解决资
金问题。

完善法律法规。专家建议，制定
与《防沙治沙法》配套的规章和办法，
使法律规定更加具体化，便于操作。
进一步修订或废止与科学发展观相
悖的一些地方性法规、条例和办法
等。同时，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和生
态道德教育，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做
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防治荒漠化突破口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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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成功完成 4 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
测工作，第五次监测于 2014 年初正式启动。通
过遥感与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技术方法，把反映
沙化实际与体现治理效益结合起来，这项工作
计划于年 6月完成。

我国现有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全国沙化土
地面积为 173.11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18.03%。在我国北方形成了一条绵延数千公里
的风沙带，其中 80%以上分布在丝绸之路经济
带上，是我国生态最为脆弱和治理难度最大的
地区，也是受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地区，受影响人
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3以上。

数读

我国荒漠化现状我国荒漠化现状

荒漠化、沙化土地占国土面积比例

荒漠化 27.33% 沙化 18.03%

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最大的5省区
（单位：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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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