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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简净任江湖

《在江湖》
作者：刘树勇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5 年 7月

《人间草木》

作者：汪曾祺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14 年 4月

《花的智慧》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青鸟》作者
莫里斯·梅特林克的散文集作品。部分散文作品首次
从法文翻译成中文。

读梅特林克的散文令人有读 18 世纪哲学家论著
的味道。他十分博学，特别是对动植物的观察研究
细腻深刻，从蜜蜂、白蚁到花花草草，从时光的流逝
到世界、人生、命运的认知，从科学的发展到道德观
念、社会职责以至战争、武器，从宗教到哲学、文学……
往往在一篇短短的文章里就出现大幅度跳跃，令人应
接不暇。

《花的智慧》

作者：莫里斯·梅特林克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2015 年 10月

《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写他的旧人旧事、旅行见闻、
各地风土人情、花鸟虫鱼的经典散文集，字里行间充分
流露出他对凡人小事和乡土民俗的深深眷恋和对旧日
生活情景的缅怀。这是一部写给所有文学爱好者的最
珍贵的名家经典作品，精选汪曾祺先生的多篇经典散
文，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
堪称当代小品文的经典，让读者足不出户便能领略一
代散文大师的风采。

好书推荐

◆林言

想 来 大 部 分 人 认 识 老 树 ，
是通过他的微博“老树画画”。
每天，他上传一幅小画、配上一
首小诗，已经吸引了上百万的
粉丝。画中，那个穿民国时期
服装、戴斗笠、在古典山水里过
着 古 今 交 织 生 活 的 无 脸 长 衫
男，打动了无数在现代社会中
焦虑生活的都市人。

很 多 人 以 为 ，这 就 是 老 树
了。闲时赏赏桃花，沽点小酒，看
看村头荠菜花。毕竟现实生活
中，本名刘树勇的老树是一位在
大学里教书的老师，大抵可以过
成人们想象中文人该过的生活。

然而老树的《在江湖》这本
小书，可以让读者认识一个与
想象中完全不同的老树。书交
代了老树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
想法，既是一份回忆录，也是一
本 极 具 标 志 性 的 长 衫 人 物 画
集。文有七题，以“答客问”的
形式，讲述老树从画的经历、师
承；画分七组，“日常”、“闲情”、

“花犯”、“心事”、“时节”、“江
湖”、“桃源”，都是老树风格的
长衫人物画，当然，最有味道的
老树式“歪诗”必不可少。

单 看 画 作 ，可 能 领 会 的 只
是长衫人物的世界，只有配上
文字，听老树谈自己的画，说自
己的“诗”，阅读他的所思所想，
才可窥见一个完整的画中世界
和画外行藏。因为画作里，那
个活得闲适，说着率性、肆意俏
皮 话 的 无 脸 长 衫 男 ，是 老 树 。
然而，只是老树的一部分。现
实生活中的他，面向更广，维度
更宽，有着深厚的文学积淀、清
醒的目标追求、深刻的自我认
知，具体、立体、鲜活。

老树有着深厚的绘画功底

和文字功底，所以才能寥寥数
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以恰
如其分的“歪诗”准确表达。他
求学于南开大 学 中 文 系 ，学 习
期 间 ，迷 上 了 画 画 ，并 为 之 疯
狂。曾经因为想学画画，他想
过 从 南 开 转 到 天 津 美 术 学 院
去上学。问了几圈下来，因为
专业不合适，没有转成。但老
树 学 画 画 的 心 没 有 停 止 。 他
疯 狂 地 看 展 览 ，天 津 画展少，
就到北京看，一张火车票两块
五毛钱，对当时的老树来说，算
是“巨款”了，可是他连跑了两
年多。除了看，老树还自己画，
所有的业余时间除了读书就是
画画，有时甚至不吃不喝不睡，
猫 在 学 校 美 术 学 社 的 地 下 室
里画。

那 些 中 锋 侧 锋 、干 湿 浓 淡
的程式和规矩，曾经深深烙印
在老树的心里。然而，老树如
果只是这样，日后便不可能打
动那么多人了。老树喜欢民国
的趣味，他在画里画他想象和
希 望 的 民 国 趣 味——“ 女 子 温
婉良顺，男子温文尔雅，世俗活
泼生动，自由自在，一切都是慢
慢的、闲闲的。人们的脸上看
不到急切的欲望，一切都是无
可无不可的那么一种意思。”身
着民国长衫的男子，一会儿树
下独坐，一会儿花旁独立，一会
儿山间独行，一会儿屋中独酌，
独来又独往，却怡然自得。许
许多多现代人以他的画为境，
做起了古代人的梦。

能画出这些打动人心的人
物和场景，渗透着老树半生的
经历和感悟。毕业后，老树为
了学画选择到北京工作，然而
却感觉不是那么回事了。画还
是天天地画，但不知怎么画了，
那些大家的画都摹仿了个遍，

画 谁 像 谁 ，可 就 是 不 像 自 己 。
再去看越来越多的展览，就更
泄 气 ，觉 得 自 己 不 是 那 块 料
儿。画画的心逐渐冷了。直到
二十年后，老树的父亲生病，他
为了纾解心中的郁闷，再一次
拿起画笔。

“大有之后方大无。”这一
次，老树心中所有的规矩统统
没了，只有画画本身，面对一盏
孤灯，手握一支破笔，随着自己
的思绪任意飞翔。以前积累下
的 墨 法 等 传 统 技 巧 变 成 了 滋
养，而画画已不为成名成家，不
为天地梦想，只是现实境遇的
表达。笔尖墨头，传递出来一
种 放 松 的 态 度 ，悠 闲 简 静 明
朗。不过是一个人配上一点小
景，再加几句谁都能读懂的白
话诗，却让人感觉到蹭蹭往外
冒的烟火气、世俗气，生动、肉
身都在其中。换句话说，其实

老树画的就是我们，街头巷尾
市 井 喧 哗 滋 味 饱 满 的 世 俗 常
人，生动、自然，关切现实又洞
明人生。

《在江湖》这本书中，有老
树 更 多 关 于 画 画 和 人 生 的 表
达。他讲述自己的业余状态，评
价自己的“风格”，阐述“文字与绘
画的关系”，回答“绘画与摄影哪
个更真实”，外人通过阅读，大抵
可以了解那个出生于山东临朐小
山村的刘树勇是怎么变成火遍
微博、朋友圈的老树的。

在 老 树 看 来 ，持 续 的 绘 画
过程改变了他跟外部世界各种
事物的关系，开始注意四季的移
易、风物的变换，开始仔细观察不
同花儿的样子、颜色变化，叶子是
对生还是互生的，物体表面的
不同肌理，马路上的一条裂痕，
横亘眼前的一根树枝等等。

这个变化对别人可能微不

足道，可对于老树来说，他在这
个过程中觉察到自己的一无所
知，心中有了谦卑，复归对周边
事物的好奇与专注，并因这种
好奇与专注，渐渐有了一种持
续的喜悦和平静。

老 树 说 ，不 要 被 那 些 专 业
的说辞所诱惑、引导、暗示，然
后误入一条狭窄的通道，以为
世界便是那样。一条活生生的
性命在世界上走一遭，有着无
限的丰富性、暧昧性、随机性，
感受的应该是世界的整体性和
没有边界性。反正从他自身的
经验来看，他做到了。他希望
别 人 也 是 如 此 —— 行 走 人 世
间，大略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
行，止于所当止。

顺其自然，一意简净，是谓
在江湖。

绿化大地山川 构筑生态屏障

编者按

国家林业局日前印发《林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对今后 5 年我国林业发展作出全面
部署，包括目标指标、发展格局、战略
任务、重点工程项目、制度体系等。

今年 4 月 5 日参加首都义务植树

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发展
林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
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他
强调，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让大
地山川绿起来，让人民群众生活环境
美起来。

森林蓄积量增加14亿立方米

《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我国
林业要加快推进功能多样化、经营科
学化、管理信息化、装备机械化、服务
优质化，为到 2050 年基本实现林业现
代化奠定基础。

《规划》明确了未来 5 年我国林业
发展的主要目标指标。主要从国土生

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林业生态公共
服务更趋完善、林业民生保障更为有
力、林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4 个方面，
提出了到 2020 年我国林业发展的目标
任务。在主要目标的基础上，《规划》
还从生态保护、经济民生、基础保障三
大类，设置了 22个发展指标。

统筹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
《规 划》提 出 了“ 一 圈 三 区 五 带 ”的 发
展 格 局 ，包 括 京 津 冀 生 态 协 同 圈 、东
北 生 态 保 育 区 、青 藏 生 态 屏 障 区 、南
方 经 营 修 复 区 、北 方 防 沙 带 、黄 土 高
原-川滇生态修复带、长江（经济带）

生 态 涵 养 带 、丝 绸 之 路 生 态 防 护 带 、
沿 海 防 护 减 灾 带 。 这 个 发 展 格 局 是
建 设 生 态 屏 障 、维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发
挥 林 业 多 功 能 多 效 益 的 主 战 场 ，是
提 升 环 首 都 、沿 江 、沿 边 、沿 路 、沿 海
生态承载力的重点区域。

构建“一圈三区五带”发展格局

规划目标 主要任务

规划亮点

相关链接

规划侧重“四个着力”点

着力夯实
基础保障

着力深化
林业改革

国有林区改革要推进政企、政事、事企和管办“四分开”，组建精
简 高 效 的 国 有 林 管 理 机 构 ；国 有 林 场 改 革 要 明 确 国 有 林 场 生 态
公 益 服 务 性 质 ，完 成 定 性 、定 编 、定 岗 ；深 化 集 体 林 权 制 度 改 革 ，
重 点 要 保 证 所 有 权 ，稳 定 承 包 权 ，丰 富 经 营 权 能 ，引 导 林 权 规 范
有序流转和林地适度规模经营。

全面保护天然林，严格保护林地资源，守住林地保护红线；全面保护
湿地，将所有湿地纳入保护范围，建立湿地生态修复机制；全面保护重要
生物物种，严格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建立珍稀濒危物种国家公园。

继续加快造林绿化步伐，全面加强森林经营，努力提高森林资源
质量；大力培育珍贵树种和大径级优质良材，建立一批国家用材林储
备基地；积极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森林旅游、花卉苗木等绿色富
民产业，壮大产业集群，优化产业结构。

加强森林保护体系建设，完善森林火灾、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控
体系；加强林业科技创新和“互联网+”林业建设，提高林业科技成果贡献
率和信息化水平；加强林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林区生产生活条件。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3.04%，森
林蓄积量增加14亿立方米

湿地保有量稳定在8亿亩

林业自然保护地占国土面积稳定
在17%以上

国家森林城市达到200个

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8.7万亿元

林业年旅游休闲康养人数突破
25亿人次

《规划》提出未来5年林业发展目标指标

森林年生态服务价值达到15万亿元 世界林业政策与管理
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森林可持续

经营作为林业发展的主题和发展方
向，有 150 多个国家制订（或调整）了
林业政策和修订了森林法。全球超
过 16 亿 公 顷 的 森 林 制 定 了 森 林 经
营 方 案 ，积 极 推 行森林可持续经营，
林业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评
价指标。

国家林业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包
括制定国家林业发展计划和重点林业
工程规划；关注气候变化、森林可持续
经营、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和脆弱生
态系统的保护、荒漠化防治、天然林保
护等重点与优先领域；建立环境服务
实现市场化机制和采用其他经济手

段，增强政府财政投入，拓宽资金投入
渠道和资金投入量，鼓励私营部门和
当地社区的参与，开发有利于环境的
技术；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环境的技术
政策和相关鼓励措施等。

而森林仍然是政府投入的目标，
全球林业财政投入大于税收，林业的
公共财政投入平均为 7.5 美元/公顷，
而森林总税收大约为 4.5 美元/公顷。
一些发展中国家把林业发展作为减少
贫困的重要途径，森林权属有从中央
转移到下级地方政府、传统机构或社
区的趋势。森林相关的多边和双边合
作增多，国际组织在全球森林管理中
起到重要作用。

世界林业呈四大发展趋势
世界林业发展可以概括归纳为以

下 4个最基本趋势：
顺应低碳时代需求，林业概念正

在重构。低碳发展的理念正在促使人
们重新思考和检验传统的林业概念以
及可持续林业的概念，导致林业概念
趋向重构。目前，诸如低碳林业、低碳
造林、低碳经营、碳汇造林、生物柴油
林等新概念已经开始出现。林业新概
念的实质包括：为森林的社会地位和
作用重新定位；森林经营目标的拓展
和选择标准的变革；为森林经营和造
林制定低碳准则；发展林业生物质能
源产业；重新检视森林利用中的过时
政策（如伐木政策等）；重新检视消费
领域的传统观念等。

森林可持续经营成为时代主题。
各国林业发展的又一个趋势，就是都
将致力于有效地落实森林可持续经
营。森林可持续经营，顾名思义，就是
施加于森林以获得森林的可持续性并
在这种状态下持续地生产人类所需要
的产品和服务。所谓森林可持续性，
系指森林生态系统，特别是其中林地
的生产潜力和森林生物多样性不随时

间而下降的状态。其要素是：有一定
数量和质量的森林资源；必须为社会
提供产品；建立并完善森林可持续经
营的制度环境。

多功能森林将成为森林资源的主
体构架。在全世界，特别是为了适应
气候变化，以永久性森林为主的多功
能森林，逐渐成为森林资源的主体架
构。多功能森林是这样一种森林，在
这里，人们以林地为基础，经营森林生
态系统，生产一系列的产品组合。这
种生产关注的是对林地及其生态系统
的经营管理。多功能森林的本质特
点，就是追求近自然化但又非纯自然
形成的森林生态系统，因此，“模仿自
然法则、加速发育进程”是其管理秘
诀。所谓永久性森林，就是一种异龄、
混交、复层、近自然的多功能森林。有
了这个主体架构，森林资源就具备了
适应性和适应各种变化的灵活性。

森林资源发展呈现“三化”趋势。
即工业原料林的专业化、城市空间的
森林化和一般森林的近自然化。这三

“化”均是上面几个趋势的具体化，是
同一个大趋势的不同视角。

趋势展望

新增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000万公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