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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张锋先生的《湿地之色》，我想到了梭罗与《瓦尔
登湖》。

梭罗写《瓦尔登湖》，是因为他在瓦尔登湖边上生活了
一段时间，而去瓦尔登湖，不是我们当下搞的什么定点生
活，或许还可以申请中作协与省作协的定点生活项目，少
不了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经费补助。梭罗去瓦尔登湖，实
属无奈。

进不了体制，做不了公务员，诸多“障碍”逼得他远离
人群，走进大自然，去寻找一个适合他的生活，或者是为了
躲避一下生活纷扰。从 1845 年 3 月底他借来一把斧子，走
进瓦尔登湖边的森林，在他想要建房子的地方砍倒一棵白
松，到 1847 年 9 月 6 日离开，梭罗在瓦尔登湖边生活了 2
年 5 个月，除去去市政厅演讲与听演讲、出席相关拍卖会、
镇上会朋友等相关活动，其实也没这么长时间。一个热衷
于社会工作、总想指点江山的人，远离人类交往，没有心灵
碰撞，是激发不出思想火花的……回归正常生活后，又总
有人对他的湖边生活好奇，东询西问，不胜其烦，于是便写
下了《瓦尔登湖》，否则，他也“不会如此冒昧描述自己的经
历……”后来，他的这部“经历”记述，被人推崇为基于自然
的超现实主义的写作范本，其中的情绪宣泄，自然而然就
成了“哲学思考”。

这是价值认同。
与梭罗不同，张锋出生在黄海边，也在黄海边长大，后

来，从村里到乡里，再从乡里到县里,“洗脚上岸”，成了体
制内的人，但从没有离开这块叫黄海边的土地，只是活动
区域广阔了些。卸去公职后，又长期在黄海边行走……

这个黄海边，就是盐城黄海湿地世界自然遗产的生活
圈。

张锋先生的书写开笔于新闻，尔后是政府工作报告、县
委工作报告，再后来就是调查研究,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
开放，言路大开，写杂文、散文、诗歌与报告文学，曾出版《长
短集》《张锋诗草》《秋天有点甜》《思考者》等作品集。新世纪
关注自然与生态，并致力于湿地文学创作，先后有《零的突
破》《镇村古韵》《鹤影乡居》出版发行，且《零的突破》为盐城
首部全景式呈现黄海滩涂湿地风貌与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历
程的文学作品，作为“世界遗产进高校”的主推作品，中央电
视台曾在“带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中推介……后来，我知道他
在准备《湿地之色》的创作，选题策划的文化传播公司与出版
社也一直关注着这部书的出版发行。终于在盐城成功申遗 5
周年之际，读到了这本书稿。

这是我读了《湿地之色》后想到的作者的创作走向。其
实，《湿地之色》是《零的突破》的姊妹篇。在读这本书稿前
后，我读了《徐霞客游记》与《瓦尔登湖》，也读了《零的突
破》。如果说《零的突破》是宏大叙事中的盐城世界自然遗
产的前世今生，那么,《湿地之色》则是生活日常中关于盐
城湿地的思考，文学人的思考。

盐城关于湿地主题的文学创作很早，先前的“滩涂文
学”“丹顶鹤文学”“海盐文学”与“黄海文学”等，都与湿地
相关，都是关于黄海湿地书写。2019 年，这块滨海湿地成
了全球第二处、中国第一处潮间带世界自然遗产地之后，
文学也在寻找表达方式，但如何表达，真正体现文学与此
同在的价值，仍然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申遗成功一周年
时，盐城市遗产保护中心曾形成一个“世界遗产品牌宣传
意见”，时任市委书记这样批示：“湿地宣传不能走到海滨
美景和可爱精灵的狭窄空间，要更多地将湿地保护、海洋
陆地变迁、鸟类迁徙及减碳等一系列生态文明思想、生态
科普知识的宣传作为重点……”这不是关于文学的话题，
但这是文学思考所不可或缺的，湿地的文学书写，可以有
花有草，有诗与远方的意境，但不只是花草，不只是意境，
不只是自我的小情小趣，也应该有对这块湿地突出普遍价
值的文学解读。

《湿地之色》在于美，这是题中之意，但作者在切题时，
从底色，从根底，也就是这片湿地的前世今生。纵观世界自
然遗产，要么深山老林，要么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唯独盐城
黄海湿地在经济最为发达的长三角，在人口最为稠密的地
方……那片滩，那汪水，怎么就成了全球第二处、中国第一
处潮间带世界自然遗产？这个弄不清楚，一切的美丽都为
虚浮。

作者在写这片湿地时，把时间节点定位在公元 1128
年，这是文学表达的智慧。

盐城海岸线北起灌河入海口南岸，南至王港河入海口
北岸。以射阳河为界，北为侵蚀性海岸，南为淤泥质海岸，

这是现状，那么更早之前呢？当射阳湖为黄海的一片浅水
海湾，然后为潟湖时，盐城这片陆地还没有形成，然后有了
西冈，有了东冈，有了捍海堰，有了范公堤，以这样的时空
切线，可见时间长河中的盐城生长与古长江、古黄河、古淮
河的关联，至于冰河时期、全新世、新石器时代的状态说，
那是学术话题，作者避开了。文学不同于科学考证，在意的
是历史走向，是物质的客观存在与时空变幻中的苍茫，其
他细枝末节的考证，留给科学。公元 1128 年秋，东京留守
杜充在河南滑县的黄河李固渡决堤，由此，黄河之水借淮
河之道从盐城入海 727 年，于公元 1855 年铜瓦厢（今河南
兰考）北上。

《湿地之色》写 727 年的“黄河夺淮”史，以文学关怀，
在照应当下人情感认同时，告诉人们一个事实：生灵涂炭
中的盐城，加快了成陆的速度。而这个成陆，不是黄河的泥
沙铺出的盐城新陆地，而是泻入黄海，然后在海洋动力的
作用下起悬搬迁堆积而成，每粒沙子都是经过海水浸泡、
经过浪潮洗涤的。长期以来潮落潮涨、滩涨涂进，复杂的海
洋动力和气候条件，使得这潮间带的潮沟不断生长、摇头
摆尾、切滩裁弯、互噬互补，如同一位精致的雕刻师，在这
偌大的海涂上挥刀泼墨，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精妙绝伦
的潮汐森林，形成了盐城沿海湿地板块上最活跃、最壮观、
最奇特、最美妙的地貌景观。黄河北归，没有阻止这片土地
的增长，只是慢了点。这就是湿地之底色。

《湿地之色》不是颜色的书写，但丢掉了这色，或轻视
怠慢了这色，《湿地之色》这本书就不完美了，或者说是残
缺。而如果过于强化这个色，这本书的分量就轻了，不是一
般的轻，这是作者的玄妙之处。写颜色不着色。

春天来了，“所有的细枝和嫩叶开始在雨水滋润下的
舒展和阳光照拂下的绽放，从而带来由抽青、蛋青到苍青
的青青世界”。作者写“色”，如此入化。比如写“绿”，有金
绿、水绿与墨绿之分，这样的层次只有光谱才可以透彻，
文字表达就成了概念，难以精准。而作者把它嵌入时空
里，感觉就出来了，清除了顶真的空间。“金绿，是谷雨到
立夏之间的绿”。金是质地，金绿是时光。“它犹自带着冬
季里肃杀的底气以及被寒风洗练过的老成，绿得轻盈透
亮，有着许多不同的层次”。与金绿不同，“水绿，指的是
立夏之后至芒种的绿”。作者说，水塘边氤氲一团水腥气，
滩面上酝酿一片大生机，这便是水绿的生动模样和鲜明
特征。而墨绿则是“盛夏滩涂胜景”，较之金绿与水绿，墨
绿更为单纯……

颜色因了四季轮回在变换着，也因了四季轮回，多样
性生物在彼此消长中丰富起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
小虾吃浮游……即便是沙洲，蛏、蛤、沙蚕与招潮蟹也是遍
布，候鸟、留鸟应着季节而来，特别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
鸟迁徙线中的鹬类的到来，湿地声色应天，如此，通过行色
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写观鸟、护鸟，写湿地保护：通过
友好型生态建设，写湿地城市大气环境的气色；从人们的
味蕾感受，呈现食色，把湿地美好生活具体到日常，从容书
写，最后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具象于道法自然：本色。

在湿地之色中，作者思考着《千里海滩图》，如果凌空
于太平洋西岸，将浪花与陆地接触的岸线尽收眼底，然后，
越过光滩，越过潮间带，览滩涂正色：灌河口没有节制闸，
任由潮起潮落；古黄河入海口，急浪扑岸，水溅花飞；淮河
入海水道与灌溉总渠，并肩入海，滩浅水清；黄沙港，号旗
凛凛于海鸥翻飞间……鹤鸣九天，獐奔鹿跑；蟹横行在滩
头，虾蹦跳于浅水……

《湿地之色》关注更多的是生物多样性，比如作者写芦
苇，他以为“禾滩上的芦苇，是湿地里的重要标志物，也是
湿地里的标配”。为什么是湿地标配呢？它能固土，亦能蓄
水，纵横交错的根底网系，在海退陆进中，为多样性生物提
供了庇护场所，亦为鸟类提供了理想的繁衍栖息地。作者
花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写芦苇，“由于它是繁殖力和生命
力极强的植物，所以移栽的方法很简单，只要用铁锹将俗
称的‘芦柴钻子’从密集处移到另一处水塘即可，真可谓遇
水即活，有光就长”。接下来写芦笋鲜嫩，小炒味美；芦根入
药，清热解毒，生津利尿；叶与穗插花，简朴且落落大方；由
此制作的工艺品，环保亦时尚。写白茅，作者从“茅针”写
起，写“茅针的小清新、茅根的大清甜和茅草的老清香”。写

“盐蒿”，他不是写它的“盐生植物的形态结构特征”，而是
写它的形态，“个子不高，长相也平平，但颇为耐看。春夏之
际，着一袭青衣，楚楚动人；秋冬季节，换一身红装，风韵犹
存”。写食用与食用价值，“开水稍微焯一下，用少量食盐腌

一会，再用蒜、姜、椒三丝及酱油、香油凉拌即成了鲜美无
比的冷盘。老了的盐蒿，则又是这里的一道健康美食，天然
晒成或经脱水工艺加工而成的盐蒿菜，经热水浸泡洗净
后，用上面说的制成的调料一浇，便让人的味蕾欲罢不
能”。作者从植物世界里写与人类的共生之道及人性的温
暖。

《湿地之色》的语言如同湿地生物，鲜活且灵动。“初三
潮，十八水，二十来个冒失鬼”，这里说的是潮汐，潮起潮落
有规律可循，也有不确定性，“冒失鬼”就是不确定的状态,

“这种潮汐，正逢大潮涨的时候，一是快，二是猛，一片浑黄
的海水能卷起几米高的浪头扑面而来，一直冲到海堤边还
不甘心地激起湍急的浪花……就像烧开了的锅潽了的样
子”。作者笔下潮起潮涌，画面感与节奏感特强，且比拟形
象生动，比如，这个冒失鬼的潮冒失到什么程度呢？像锅
潽。生活中，或许你没有见如此暴的潮，卷起浪头几米，冲
向海堤又激起浪花，但家里锅潽的景象总有感触吧，一汪
恣意的海水如此释然。

作家的语言是作用于读者的。俄罗斯作家康·帕乌斯
托夫斯基说：“如果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不能透过他所
写的字眼看到它们所包含的内容，那么读者也不可能从中
看到任何东西。”一个作家的文学表达，最基础的就是语
言，跌宕起伏的故事如是，扣人心弦的意境亦如是。这就是
文学语言的魅力。

《湿地之色》是见功底的。芦叶包粽子，是湿地人生活
中最常见的，除了端午，需要包粽子，传承着节日的传统，
小孩子一周岁生日，需要包粽子，与糕、算盘、笔、书等美好
的愿望一起，摆到孩子面前，让其“抓周”；建屋造舍，上梁，
需要包粽子；每逢中考、高考，讲究的人家也要包粽子……
糯米用芦叶一裹，成了粽子，除了一种情怀，一种寓意外，
其实是一种美食，而“任何口味的粽子，经它这贴皮贴肉的
一包装，便味加一等。自然的清香，芦苇的体温，让人胃口
大开……”作者的一句“贴皮贴内”把“自然的清香”“芦苇
的体温”与人的感受交融，入木三分。比如写春风，“从滩面
的薄冰上轻轻走过，薄冰竟化作了春水；于枯瘦的柳枝上
缓缓摩挲，枝头便绽出了新芽；在小小的花蕾上细细抚摸，
花蕾就变成了花朵……”如诗如画。

敏锐的观察与深入的思考，是作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
素质，然后才是架构的设计与语言的组织，也只有观察与
思考，才可能有跌宕起伏的叙事与富于张力的语言。如果
梭罗不住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他不可能听到“兔子在绝
望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像婴儿在哭”，不可能看到“柳树生
长在水边，总是要把自己的根朝向水流所在的那个方向”，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对于一个生活在大自然中而且
还有感觉的人来说，不可能会有太过暗淡的忧郁。对于健
康而又纯洁的耳朵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暴风雨都是风神
弹奏的音乐。”更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很多美好的
事物，要是我们大声喊叫的话，就无法言传。”

梭罗在森林里生活 2 年多，写了《瓦尔登湖》，张锋用
70 多年的生活积累，成就了《湿地之色》。“我曾用小铁锹
挖开过滩涂的土壤，那是一锹一锹地挖开，一层一层地观
察，仔细地打量着每一个横断面，犹如打开的是一本书，那
上面还真的不是一种色彩。一份黏土，一层沙土，露出的是
一页暗红、一页淡黄、一页沙白、一页灰黑。我盯着它看了
很久很久……”在湿地底色的宏大叙事中，作者只是通过
一把小铁锹，挖开了湿地断面，穿越时空，窥视新生陆地的
远古历史———唐古拉山与黄土高原的砂粒、关中的沃土与
甲胄抖落下的征尘。“噢！我终于明白，那暗红，是中华的血
脉；那淡黄，是民族的基因；那沙白，是山河的筋骨；那灰
黑，是文化的沉淀”。

发现了湿地之美，作者也有了对这片湿地的深情，有
了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使得《湿地之色》境与神会。

“记得小时候，赤脚跑到海滩头，最兴奋的一件事就是在光
滩上小取和嬉耍。小取可以获得钩蛏、拾蛤、晃泥螺的收
获，嬉耍可以满足掏小蟹、打泥仗、挖沙蚕的快乐。那细腻
的沙滩既有水的润湿，又有干的熨帖；那光滑的滩面，既有
绸缎般的美感，又有地毯般的柔软。去光滩一趟，不仅收获
的是满满的海鲜小取，而且收获的是满满的快乐心情”。

盐城黄海湿地，是作者出生与生活的地方，也是其文
学创作的精神原乡，他总是在这块土地上搜寻、思考与其
文学表达相契合的历史印痕与春夏秋冬，亦收获满满。

是为序。

一部对盐城黄海湿地深度思考的札记
要要要序叶湿地之色曳

赵永生

本报讯渊通讯员 吕伟伟冤今年以来，新坍镇持续
推进“书香新坍”建设，从阵地建设、品牌打造、活动形
式、阅读推广、服务质量等多层次入手，打好全民阅读

“三张牌”，形成全民阅读的良好社会风尚。
形成合力，打好全民阅读“组合牌”。该镇持续推

进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阵地建设，除了全镇各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正常开放的农家书屋外，还依托红
新驿站、人大小院、企业工会等现有载体设立“职工读
书角”“红色阅读专区”“工会书屋”等，打造宣传思想
文化新阵地。加强各类公共阅读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健全书屋管理系统，推动数字书屋建设，通过整合各
村（社区）现有图书资源，根据群众的阅读需要，将群
众想看、爱看的图书摆在显眼位置，定期对各类图书、
报纸杂志进行更新，提升农家书屋阅读环境，保证开
放时间，满足公众阅读需求。

借势用力，打好全民阅读“宣传牌”。该镇为农家
书屋配备了阅读推广桌牌和温馨提示牌，统一使用

“书香射阳”标识。充分发挥镇村两级阅读推广人队伍
作用，组织各村居农家书屋管理员、网格员深入农户
家中，加大全民阅读工作推广力度。同时，为进一步加
大全民阅读宣传力度，镇政府通过微信群、LED 显示
屏、广播等载体，提升活动影响力和传播力。通过在农
家书屋开展“每天读书一小时”活动，激发广大干部群
众阅读热情，进而带动全民阅读热潮，营造浓厚的阅
读氛围。

重点发力，打好全民阅读“特色牌”。该镇以“全民
阅读，共享书香”为主题，全力打造“书香小镇”。利用
党员活动日、传统节日等有利时机，充分发挥红色文
化资源优势，广泛组织开展读书交流会、朗读会、读书
征文等活动，使阅读活动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形
成热爱读书、崇尚读书的良好社会新风尚。同时，以

“学习强国”“掌阅精选”“咪咕阅读”等平台为抓手，开
展“好书推荐”“经典诵读”“阅读进万家”图书捐赠等
活动，不断提升群众道德素质，培育文明乡风。

新坍镇

全力打好全民阅读“三张牌”

本报讯渊通讯员 殷青冤今年以来，海通镇通兴社
区把全民阅读作为提升居民文化素质、增强人民精神
力量的有效途径，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书
香氛围日益浓厚，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聚焦群众需求，让阅读场所“活”起来。乡村振兴，
文化先行。建设书香社区，离不开阅读阵地的有力支
撑。通兴社区农家书屋扩大阅读书籍种类，加强全民
阅读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为群众提供舒适便利的公共
文化阅读空间。探索实施“农家书屋 +”模式，在丰富
农家书屋阅读内涵的同时，拓展其外延，多渠道、多维
度利用好农家书屋平台，让农家书屋真正成为群众致
富的“充电站”、繁荣农村文化的“新引擎”。

引导全民参与，让阅读活动“火”起来。举办诗书分
享、红色经典诵读、科普反诈讲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阅读中坚定发展信心；“书香
飘万家”“庭院微党课”“书香家庭，共读成长”……一个
个读书活动，让读者以书会友、相聚相知，汲取奋进力
量。

坚持各方联动，让阅读风尚“热”起来。坚持“读者
在哪儿服务就在哪儿”的理念，通过网格服务群联动、
线上线下互动的方式，深入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不断激发群众的读书热
情，进一步增强“读好书、善读书”的共识。

海通镇通兴社区

持续推进全民阅读走深走实

本报讯渊通讯员 孙涛冤阅读是一种社会
文明风尚，是获取知识与智慧的重要途径。为
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近日，兴桥镇安南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文明阅读 心灵
对话”分享会，营造文明、和谐的书香社区氛
围。

在“好书共读”环节，参加活动的每个人都
享受着阅读带来的宁静与充实，他们有的低头
沉思，有的面露微笑，还有因为跌宕起伏的情节
眉头紧锁，整个现场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和
温馨的阅读气息。大家放下平日的忙碌，手抱
心仪的书籍，静静感受阅读的魅力，寻到一处心
灵栖息地。

随后的“红色观影”环节，大家共同观看
红色电影《深山狙击》。这部影片以战争为背
景，讲述了山东昆嵛山地区村民们面对日军
入侵时奋起反抗的故事。影片中的英雄人物
和他们的英勇事迹，让在场的观众深受感动。
大家纷纷表示，要珍惜和平，铭记历史，不忘
先烈的牺牲与奉献。

最后一个环节“心灵对话”中，群众踊跃
参加，积极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悟和观影感想，
现场氛围热烈而融洽。五组的张大爷开心地
表示年轻的时候他就爱读书，现在年纪大不
方便走远，就来村里农家书屋看。这里不仅书
多、阅读活动也多，大家都很爱惜图书。”

此次阅读分享会，不仅让大家收获了知
识与感动，更让大家在活动中感受文明和谐
的氛围。下一步，安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将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作用，
推进全民阅读活动开展，充分让居民们在活
动中感悟文明、理解文明、实践文明，进一步
营造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

兴桥镇安南社区

开展“文明阅读
心灵对话”分享会

近年来袁 我县不断加强基
层阅读阵地建设袁 投入使用图
书馆尧恒隆书房尧农家书屋等阅
读场所袁 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袁营造野爱读书尧读好
书尧善读书冶的良好氛围遥

盛诚 摄

叶乡土中国曳是中国
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社会
学著作袁 初版于 1948
年遥 全书由 14 篇组成袁
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
境尧 社会结构尧 权力分
配尧道德体系尧法礼尧血
缘地缘等各方面遥 作者
基于自己田野调查的丰
富积累袁 用通俗自然的
语言袁 深入浅出地对中
国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
充分的思考和分析遥野从

基层上看去袁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遥冶野从土里长出
过光荣的历史袁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遥 冶书中从
中国社会的固守士地尧缺乏流动性尧村落的形成尧
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差异;一直到婚姻关系尧
团体关系尧家国情怀尧社会约束尧法律与道德袁等
等袁把整个中国社会的逻辑剥洋葱般层层剥开袁直
指核心遥读叶乡土中国曳袁会让人有一种新的认识中
国的视角:野乡土性冶的视角遥而当个人具备了这个
视角袁 就对于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袁 有了更深的理
解遥全书体量不大袁只有 6 万字袁却充满洞见袁是对
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尧中国人的性格尧中国人的社
会关系进行的一次根本性的总结袁令人步步豁然袁
心生佩服遥 读懂乡土袁才能理解中国遥

叶神秘岛曳是被公认为野现代科幻小说之父冶的
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海洋三部曲的收官之
作遥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袁以赛勒斯史密
斯为首的五名北军俘虏乘坐气球出逃袁 途中遭遇
风暴袁被抛到南太平洋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遥他
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毅
力袁顽强地生存下来袁并
把小岛建设成一个繁荣
富庶的乐园遥在岛上袁他
们还得到了 叶海底两万
里曳 中的尼摩船长的暗
中保护袁屡屡化险为夷遥
最后袁 他们终于搭上了
格兰特船长之子罗伯
特窑格兰特指挥的野邓肯
号冶袁回到了日思夜想的
祖国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