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写林中语”高维生生态文学作品《长白山
野生飞鸟集》研讨会，日前在青岛举办。来自全国
的 15 位专家学者对该作品的文学性及该作品对
生态文学发展的意义进行了深入讨论，对作者高
维生深入浅出、细腻自然的文字风格给予了高度
评价。

《长白山野生飞鸟集》分为《天空的流浪者》
《鸟儿歌唱的地方》《寂静的森林》三册，是一部饱
含人文精神、描写和记录长白山的生态文学作
品。“写这套书，是一种文化记忆和身份认证。”出
生在长白山区的高维生，“睁开眼睛看的是山，听
的是鸟儿叫，对此有深刻情感。”从十六七岁开始
写作，他却一直没有提笔写长白山。“长白山太大
了，就像一本厚重的书。”高维生说如同读一本书，
不是认字就能读进去的，进入长白山之前，要对植
物生态、历史背景了解清楚。《长白山野生飞鸟集》
的准备工作很漫长，用了近四十年时间，“我一直
在做东北文化田野调查，写了三十多部书。”最终，
高维生找到了书写长白山的“入口”，“对我来说，
写长白山是写长白山的鸟和植物。”从长白山的植

物和鸟的“土名”，能分析到它的祖先、它的血脉，
和它的历史背景、生存环境。未曾离开过长白山
的高维生，把这么多年所有的生活积累，在这三部
书中展现出来，与读者分享。

“这套书的选题极好，不是泛泛的生态文学。
鸟的婉约与生动传神，给人极大的审美愉悦。”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炜这样评价《长白山野生飞
鸟集》。“第一人称的‘我’，作为书中的贯穿人物，
以一种主观的叙事视角与鸟和大自然等构成了彼
此呼应。描述的文字轻快、简洁、流畅，纯稚气很
浓。在生态文学领域，这套书的出版往前迈出了
很结实的、很重要的一步。”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则表
示：“高维生写到了人和鸟的对话关系，人能听懂
鸟的语言，鸟也能与人有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这
是作者所追求的自然文学的高境界。高维生是一
个视自然为生命来源的人，他长期隐居，对一切反
自然的事物都保持着警惕。自然文学是一种对片
面现代化的校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维生先
生的作品当中我看到了。”

著名宋史学者吴铮
强最新力作，于“无疑处
生疑”，在史料残片中侦
破史实，挖掘被掩盖的三
百年大宋历史，重现两宋
的政治风云。

宋朝的宫廷政治一
度被美化为兄友弟恭、夫
唱妇随、父慈子孝、君圣
臣贤的皇权政治典范，这
是因为书写者们出于不
同的动机，自觉不自觉地
掩饰宋朝宫廷政治的本
来面目，让“幸存者偏差”左右着人们的认识。在这本
书中，作者就致力于缜密比勘同一史事的文本差异，深
度发掘为人忽视的旧史记载，细心拼缀史实残片，适度
运用逻辑推证，揭开厚重涂饰的两宋秘史。书中还附
有“宋朝世系表”“宋朝后妃、皇子表”“宋朝宫斗派系
表”等参考资料，便于读者对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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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两宋宫廷政治真相
《官家的心事》
吴铮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十一种“爱与孤独”
《老实好人》
顾湘 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0月出版

作家顾湘的全新
小说集《老实好人》，收
录她近年创作的十一篇
中短篇作品。卖燕子的
人、和平公园里昔日的
爱人、上海郊外的老人、
音乐节的朋友、租房失
火的城市白领、在异国
恋爱的学生……

十 一 个“ 老 实 好
人 ”，十 一 种 爱 与 孤
独。他们笨拙而诚实
地活着，在人世的风浪
中寻求一点爱和藉慰，
看似平静的日常里，总藏着一两桩伤心事。“这些人忽
然出现，又忽然消失，像一团蘑菇，一棵树，一阵风，一
个星球，和宇宙间所有的事一样。”顾湘的笔触看似轻
巧自在，却写出生命的重量和不甘。

《我的艺术清单》是
央视一档文艺访谈节
目，受邀嘉宾是节目组
从科学、教育、医疗、经
济、体育、艺术等各个领
域遴选的领军人物，比
如邓亚萍、王蒙、李谷
一、冯骥才等等。他们
在节目中分享影响自己
的艺术作品，或是音乐、
绘画、雕塑，或是经典名
著，也同时分享艺术与
个人人生经历的奇妙关系。

《我的艺术清单》以同名书的形式分为两辑出版，
保留了节目中最为核心的分享内容，并将访谈对话依
照艺术作品的特点，做了分层的集中梳理。节目主持
人朱迅与42位名家有着广泛而又密切的接触，很多没
有播出的花絮在书中得以用文字的方式与读者见
面。这就是朱迅亲笔书写的 42篇艺术印记，用生动、
传神的细节，展现了42位名家幕后的有趣互动和生活
中的真实形象。

给大家的艺术通识课
《我的艺术清单》
朱迅等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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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飞鸟一道觅食悲欢 周蓬桦

读了高维生的《长白山野生飞鸟》散文集三部
曲，心里是满满的感动。为了写好这个系列，维生
长期远离文坛，进行田野考察。他长途跋涉，翻山
越岭，进入长白山浩瀚的森林与山岭深处，甚至是
日夜蹲守，观察鸟类与自然节气的特征变化，动物
的生存状态，是苦行僧般的劳作。在山东文学圈
的聚会中，很难看到他的身影，原来他又打起背
包，到远方的森林和荒野去了，这才有了地气充盈
的“飞鸟”三卷本。

维生奔赴长白山的身影，让我想起许多在文
学史上留下卓越声誉的写作者，诸如普利什文、巴
乌斯托夫斯基、米切尔·卡森、约翰·巴勒斯、戴维
乔治·哈斯凯尔，和中国当代散文家、田野考查者
苇岸、胡冬林等等。正是这些优秀的作家最早关
注并醉心于自然生态写作，才有了今天自然写作
的规模阵容。这些作家的写作，无一例外地都建
立在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之上，通过书写自然生
态，宣讲一种超越于世俗之外的人类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这个思想性的构建，自然生态写作便可
有可无，便丧失了附着力。

纵观当下的自然生态写作，大多都是泛泛
而写，平面化的风景描摹，停留在表象观察层
面，很少有人把个人化思考融入进去，作者为写
而写，好像一幅摄影记录。而好散文其实是一
幅国画，画面之外还有更多的留白。这样的写
作与经典作家比较，最大的缺失是作家的“不在
现场”，写作凭借道听途说的二手资料。“飞鸟”
系列却不存在这个问题，维生是实实在在地蹲
守在长白山的，在写生灵之外，又多出了许多弦
外之音。有些作者以为写鸟比写人容易，其实
是大错特错的，因为鸟类是不可能近距离地采

访交流的，完全凭借个人的观察揣摸。人们以
为鸟类的习性可以从资料上查阅，作者对鸟类
的知识可以从资料获得——这类写作从一开始
就注定了它是浅表性的，在生灵面前依然是居
高临下的姿态。维生写生灵，是与生灵有着渗
透性的悲欢，是时时刻刻的一种共情与“假
设”——假设我是一只鸟，一头鹿一只雪兔，会
如何度过这荒野上的冬天。

比如书中这样的书写段落：“我选择在树林
边，拿好相机和望远镜，把山地自行车锁好，沿着
水库边行走，阳光和水交融，水势盛大而波光闪
烁，望着阔大的水库，有些晃眼睛，几只鸟儿在水
上掠过。”

“我闻着野艾清新的香味，望着水边的矶鹬，
不想弄出声响，以防打扰矶鹬两口子。岸边的缓
坡上长满野草。”既有关于鸟的描写，也有作者的
心理活动，还有长白山风光、植物介绍，多种内容
兼具，令人耳目一新，是满满的体验感，森林湖泊
的倒影浮现纸面。

维生生态写作的落脚点，是企图写出鸟类生
活的复杂性，是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这是生
态写作的终极意义所在。书写生态生灵，究竟要
通往一个什么目标？我们的写作对眼下的现实产
生多大影响？小动物的生存现状，在人类生活中
的空间占有多大分量？人类与动物之间究竟应该
如何和谐共生，各种悖论和矛盾何以自恰等等，一
系列问题都值得深思探讨。

高维生拥有一个纯净的心境，通过写生灵其
实是在写自己的命运与悲欢，写出这个世界的生
存环境与生态链、食物链，进而引发对人类自身处
境的深层思考。

新书速递

高维生书写“林中语”
《长白山野生飞鸟集》研讨会在青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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