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

嘎
拉
的
草
原
，
嘎
日
迪
的
梦
想

—
—

读
武
随
文
长
篇
小
说
《
科
尔
沁
诗
人
》
之
体
会

□
额
尔
登

责任编辑：黄尚恩 罗建森 电子信箱：wybssmz@126.com 2023年5月12日 星期五少数民族文艺

陈茂智是一位风格独特而又非常勤奋的瑶族作家，
近年来，他先后推出《归隐者》《金窝窝，银窝窝》《白帆船》
等作品，以浓郁的瑶山风情、清新的时代气息、悲悯的人
文情怀以及独特的文化感悟而广受关注。他的首部少儿
题材长篇小说《虎牙项圈》以追风少年谷米的生活、学习、
训练与比赛为线索，叙写瑶族同胞在现代化与城镇化过
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作品主人公普旺阿公个
性鲜明、形象丰满、蕴含深刻，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普旺阿公是大瑶山一带远近闻名的打虎英雄，是瑶
族同胞公认的“猎神”。他像瑶族始祖盘王一样，脚上长有
六个脚趾，奔跑速度胜过山羊、野兔和蟒蛇。他枪法好，埋
伏在石棚峡猎杀老虎时，两支利箭和一颗子弹都射进了
老虎的嘴巴，没让老虎的皮毛受到丝毫损伤。他打野猪也
很神，再大的野猪都是一枪毙命，从不需要开第二枪。没
有老虎和野猪可打后，他应邀去打老鼠，竟将镇上粮站及
周边的老鼠都打没了。普旺阿公还堪称神医，擅长治疗跌
打损伤、虫叮蛇咬、无名肿毒等症，方圆百里的大瑶山常
有人来找他看病拿药。他医好了庚发的外伤，缓解了丙顺
的胃病，还帮小女孩月亮解掉了蜂毒。在瑶族同胞心里，

“只要到了石棚寨，见到了普旺叔，再严重的伤、再麻烦的
病都有办法”。普旺阿公还具有瑶族同胞的传统美德，像
热情侠义、豪爽大气、诚实重信、勤劳肯干等，因而他在大
瑶山一带享有崇高威望。在瑶族同胞心中，祖先盘王是第
一代猎神，此后每代猎神都是盘王的传人与化身，普旺阿
公也不例外。普旺阿公既是瑶族狩猎技艺的传承者，也是
瑶族文化传统与人格精神的代表与象征。

普旺阿公生活在大瑶山深处的石棚寨，那里山多、树
多、房子少，非常偏远落后，距离最近的小镇有15公里，
早些年不通电也不通公路，手机没有信号，小孩上学与病
人就医很不方便。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那里和我国许多
传统村落一样，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青壮年都出去
打工了，只剩老人、孩子和有特殊情况的村民仍在留守。
因为贫穷，普旺阿公的儿媳甚至抛弃了不到一岁的幼儿
谷米离家出走，发誓不混出个人样来决不回去。整个瑶寨
只在过年期间能热闹一阵，平时萧瑟冷清，毫无人气。但
普旺阿公却在那里生活得自由自在、如鱼得水，似乎只有
那个金色的寨子才是他安身立命之所，是他的精神乐园
与人生归宿。他熟悉那里的一切，知道哪里有草药、哪里
有美食、哪里有危险。他爱护瑶山的生灵，常惊叹野生动
物消逝的速度太快。他说，就在他眼皮底下，山里没有了
老虎、熊和山麂子，后来连野猪都少了。如果再这样下去，
人类往后真就只有吃草根、啃黄泥一条路了。他痛恨某些
人为了饱口福、为了换钱，对野生动物什么办法都想得
出。他劝阻他人捕鸟，认定“捕鸟人十有八九都有骨肉分
离的后果”；他在大山里养蜜蜂，每个蜂巢只收取少量蜂
蜜。不仅如此，这位昔日的猎神竟然还将传统狩猎文化与
现代生态文明奇妙地结合到一起，在石棚峡喂养野猪，并
和野猪建立起家人般的情谊。他喂养野猪并不是为了赚
钱，而是有一个素朴的观念：“这大瑶山里，没有野猪不
行，没有野猪的大瑶山还配叫大瑶山么！”最后，当大瑶河
水库即将蓄水、石棚峡面临淹没时，他将野猪全都放归了
自然。可以说，普旺阿公既是大瑶山新一代猎神，也是大
瑶山的赤子与守护神，他面临着祖辈从未有过的挑战，也
付出了比祖辈更多的努力，是大瑶山最富人格魅力的当
代英雄。

普旺阿公虽然是大瑶山的猎神与英雄，却家运乖蹇、
处境凄寒。儿子生下来还没满月，妻子就病死了；好不容
易把儿子带大，孙子谷米也出生了，儿媳却离家出走。不
久儿子也离开了家，音信全无。他只得独自抚育谷米，作
为谷米唯一的依靠，付出了数不清的心血和汗水。他向孩
子叙说瑶族的历史，教导他做人的道理，传授生活的经
验。他还教孩子们唱瑶歌、跳长鼓舞，跟孩子们一起爬山和
野炊。他说哭是懦弱无能的表现，反复鼓励谷米一定要坚
强。他想将一身本领都传给谷米，让谷米也成为真正的猎
神。在谷米眼里，普旺阿公既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
汉”，也是一个“调皮可爱的老头”，他的眼睛“像山泉水一
样温柔，又像燃烧的篝火那样温暖”。但是普旺阿公已到80
多岁的年纪，身体看似硬朗，但已经不起生活的劳累与风
雨袭扰。他一次又一次发痧，或晕倒在深山里，或瘫躺在家
中床上，还因胃癌吐血被送进了县医院。每一次他都以顽
强的意志挺了过来，因为有一种力量始终在支撑着他，那
就是责任，谷米还小，不能没有他。但谷米到县里参加比
赛、训练，他都没时间陪同，甚至不能送太远，祖孙俩的未
来令人忧虑。普旺阿公令人心痛的经历象征着瑶族苦难的
历史，他衰老的年龄、孤苦的处境、虚弱的身体以及沉重的
责任也正是传统瑶文化在现代社会陷入一系列困境的形象
反映。在谷米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几乎全程缺席，普旺阿公
又一天天衰老，暗喻了瑶族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某
种脱节与断裂，凸显了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艰难。

大瑶河水库的动工修建是对小说情节发展影响最大
的事件。水库蓄水后，石棚寨属于淹没区，父老乡亲都将
提前离开大瑶山，移民到附近城镇生活。这本来也算是一
件好事，能彻底改善瑶族同胞的生存环境，但是普旺阿公
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他多次表示坚决不同意搬迁，只要一
提到搬迁就心里难受。他担心搬迁后寨子里的人各奔一
方，失去人与人之间互相照应、互相帮衬的人情味，更重
要的是他不愿离开熟悉的瑶山，不愿尝试新的生活。因胃
癌在县城住院后，他的立场有所转变，为感恩镇长一家的

关心，也为方便谷米读书，他爽快地在搬迁协议上签了
字，加入到搬迁者的行列。但他很快又带着猎狗回到了大
瑶山，在山上搭起一座木屋，每天四处转悠，守护那片山
林，看护他的野猪。

作为瑶山的猎神与英雄，普旺阿公只属于瑶山，他的
记忆与情感、知识与经验、素养与能力、梦想与追求都是
关于瑶山的。离开了瑶山，他便会失去自我、失去生命力。
也可以说，普旺阿公回归瑶山是对瑶族民族文化和传统
生活方式的坚守，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传统与现代、山村与
城镇、精神与物质等矛盾的深刻性与复杂性。读者不用担
心普旺阿公一个人留在瑶山会很孤独，也没必要担心他
衰老的身体。作为大瑶山的骄子，始终不离大瑶山、最后
完全融入大瑶山，这既是他的选择，更是他的宿命。在展
现人物性格与命运的过程中，作者陈茂智以虔诚的心态、
清丽的语言描绘满眼绿色、云雾缭绕的瑶山美景，推介胭
脂粥、烤野兔等瑶家美食，展示林间采菌、河岔捕鱼等瑶
胞特有的生活场景，记录了一首首真淳放野的瑶歌，借以
向瑶寨最后一位猎神、向永远消失了的古老瑶寨和大瑶
山的神奇秘境、向延续了千百年的瑶族传统致敬、道别，
整部作品蕴含着深厚的家园情感，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
息，呈现了悠远的牧歌情调。

11岁的小学生谷米虽然舍不得阿公、舍不得瑶寨，但
他并没有跟随普旺阿公返回瑶山，可见瑶寨的新一代人，
无论对家园有多么深厚的情感，在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大
背景下，终将会去往新的世界、享有新的人生。普旺阿公
将虎牙项圈留给谷米，那项圈是他当年在石棚峡猎杀老
虎后，用老虎的12颗牙齿串成的，代表着他的非凡本领
与一生荣耀。他将项圈视为命根子，时刻带在身边，现在
舍得让它来代替自己陪伴谷米，充分体现了他对谷米的
爱与期望。它和瑶族的长鼓、牛角一样，是民族身份与民
族精神的象征。

谷米曾说，虎牙项圈的法力，其实就是勇敢、无畏、正
直、善良所带来的神奇力量，它随时提醒着自己是瑶族猎
神的后代，是瑶文化的传人。谷米也有猎神的血脉，有六
个脚趾，曾立志“做一个像盘王一样、阿公一样的猎神”，
但是属于猎人的时代终究已经过去，谷米的奔跑天赋没
有用于狩猎，而是使得他与短跑结缘。戴上虎牙项圈的谷
米像风一样奔跑，曾先后在全县和全市小学生田径比赛
中荣获100米和200米冠军，大家都期待他能成为世界
飞人，为瑶山争光、为国家争光，谷米也将戴着虎牙项圈，
迎接今后的各种人生挑战。作品告诉我们，虽然养育瑶山
猎神的土壤已被彻底淹没，但是猎神的文化血脉却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会永远传承下去，转化为巨大的精神能
量，影响一代代子孙。这是普旺阿公的心愿，也是作者的
心愿。

陈茂智是湘南山区地道的瑶族汉子，他生长在瑶山、
工作在瑶山，就像一棵香杉树，深深扎根在千里瑶山的文
化沃土中，瑶山就是他的精神故园。他熟悉并热爱那里的
一切，一直在为它纵情歌唱。前几年，陈茂智参与了江华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的移民安置工作，亲身体验到了水
库蓄水对古老瑶寨与传统瑶文化的巨大冲击，他开始以
此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虎牙项圈》就是系列作品中的
一篇。由于创作时距离移民安置已有一段时间，作者能保
持较远的审美距离，进行更深的人文感悟，提供更多让人
反复咀嚼的意味，因而作品也就更值得我们关注鉴赏。

瑶族诗人唐德亮的《天地间的诗光梦影》共收录散文
诗123章，是诗人长期以来创作的散文诗作品的汇编，按
照题材、主题分为“瑶风壮韵”“履痕处处”“热血英魂”“心
灵底片”“春华秋实”“童心不老”“生态诗情”七个部分，其
中数量最多的是“瑶风壮韵”“心灵底片”和“生态诗情”。
从这种编排上，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诗人较为关注的领域。

对家乡的关注在唐德亮的作品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
这一方面说明家乡对他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另
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家乡的关心、关注、关爱。家乡的山
水自然、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是唐德亮书写最多的主题，他
甚至把年轻人的爱情、友情和家乡的民风民俗拆分成一个
个的小触点，以诗的方式进行多角度、全视角的打量。他
也写到了瑶族山寨的变化，使读者可以对他的家乡有更全
面的认知。不少作品涉及到当地方言，诗歌对方言的使用
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如果不使用，可能会失去一些
细微的体验感，但如果使用太多，读者又可能难以理解。
唐德亮明白这个道理，他在使用方言的作品后面附上了丰
富的注释，使我们在感受独特文化风俗的同时，又能获得
良好的阅读体验。我相信，唐德亮在使用方言的问题上是
有过纠结和思考的，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有些细腻的
情感，只有通过方言才能更好地表达，而为了让读者能够
更好地阅读，他必须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找到一种可以沟通
的桥梁。可以说，唐德亮在抒写乡土乡情方面的尝试，是
有益且有意义的。

在《瑶排》《讴莎腰》《汪嘟舞》《格洛档》等作品中，我们
可以读到瑶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和瑶族人的精神风貌，而在
《山寨流韵》《山里人》《瑶山的早晨》《故乡的路》等作品中，
我们还可以读出瑶乡的新变，读出瑶山人对家乡的热爱。
可以说，唐德亮对瑶族山乡的抒写，既有历史感，又有当代
性，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诗歌本质上是诗人人生体验的艺术呈现，无论什么题
材，都是经过诗人情感的选择、心灵的洗礼之后才能成为
诗篇的，每一件优秀的作品都包含着诗人的人生底色、情
感状态、精神向度。这一特点在“心灵底片”这一部分体现

得尤为明显。诗人的情感、思想和人生态度，通过他熟悉
的外在物象和事件，表现得更为丰满。他在《爝火》中写
到：“我甚至想我也成为一束爝火，因为，我也有心，有血，
有肉，有魂，有骨髓……”通过一团小小的火，诗人发现的
是真实的人生、有灵魂的人生，是坚硬的骨头。在《生命
河》中，诗人说：“生命是一棵树，它总是拼命向上，伸向蓝
天，吸取阳光、空气、养分/经受雷暴袭击后，它定然会长成
千姿百态的景观”，感受到“生命的可爱可贵在于它是否给
人留下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

唐德亮对诗人这个身份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在《诗
人》中，他多角度抒写了诗人的特点与价值：“另一种光芒/
灼灼地，舔破夜幕。/心的燃烧，感情的燃烧，照亮人们的
目光。以思想的光焰，进入人们的灵魂。/征服愚顽，洞彻
黑暗。……/上帝早已死去，你却不会死。你吹奏不息的
江河，弹拨七彩的音符，催生永恒的绿叶，催绽一簇簇心灵
的玫瑰。”“光芒”是诗人及其诗歌的核心追求，这种光芒

“使少年成熟，使老人年轻，使孱弱者坚强，使贫乏者丰富，
使单调者多姿”。当然他也发现了一些人的“鄙视”，这种
鄙视是在一种实用文化的语境中产生的，是“实用”对“非
实用”的遮蔽与挑衅，“是小草讥笑大树，是乌鸦讥笑凤
凰”。优秀的诗人不会因为这些外在的杂音而动摇自己的
选择和思考，他们用“穿越时空的声音”，为我们补充“一种
高贵的血液”。这是唐德亮的自我追寻与自我提醒，从中
也可感受到当下诗歌所面临的困境，而那些坚守者，最终
会成为精神的富有者。

在诗人的自我审视中，我们可以读到诗人对一些社会
现象的关注和批判，读到对弱者的悲悯与温暖，读到孤独
与落寞、悲愤与情怀。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宏观的视野中，
不同的人生或许能提炼出一些共同之处，但每个人的经历
和情感毕竟存在很大差异。在唐德亮的作品中，我读到了
他面对人生现实的多种样貌时所体现出来的正直、善良与
关爱。

对于生态与环境的抒写，是当下诗歌的重要题材和主
题之一。对于具有乡村经历的诗人来说，这种关注是与生

俱来的，是从骨子里生长出来的，他们与自然具有一种天
然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打破了人类中心意识，让人与自
然相互尊重、共同成长，因此唐德亮创作生态方面的诗，具
有独特的优势。他写森林，“森林是飞禽走兽的母亲，也是
我们人类的母亲”“浓碧的翎羽，升高了我腾飞的灵魂”
（《森林畅想》）；写沙漠的变迁，“炎热、干旱的戈壁沙漠变
成一个水草丰茂、绿海如浪、花繁果硕、异彩纷呈的世界”

“春天在这里生根，开花，铺展，且不会凋谢”（《沙漠奇
观》）；写人类为保护自然做出的努力，他们藏起了猎枪，

“没了猎枪的大森林，天人和谐，万物在自由蓬勃地生长”
（《藏起来的猎枪》）。他也写苗圃、胡杨林、沙枣林、湖泊、
瀑布，都是为了赞美或者渴望人类有一个美好的家园。从
这个角度说，唐德亮写瑶族乡村的作品，有很多都揭示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意识已经融入到乡亲们的生命里，
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习惯，体现出对生命的敬畏与呵护。

唐德亮的散文诗所观照的领域远远不止这几个方面。
他写过行旅的感受，写过童心的绚烂，写过时代变迁，写过
热血英魂，这都是他几十年来关注和思考历史、文化、现实、
人生的诗意收获。集中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见出他作为一个
诗人的视野、胸怀和人生之思。

总体来看，唐德亮是一个对现实生活充满热情的诗
人，他的作品虽然涉及到历史和文化主题，但都是结合在
他对现实的感悟和思考之中的，其目的是在较为开阔的视
野中对现实挖掘得更深一些、思考得更全一些、把握得更
准一些。这对诗人观察提炼的功夫提出了较高要求，因为
诗歌不是描写世界而是感悟世界，不是现实的摹写，而是
情感与精神的提升。

唐德亮的散文诗是朴素而真诚的。他让外在世界以
自身的样貌在作品中呈现，不过度雕饰，不过度使用华丽
绚烂的词语，不对语言的自然特征进行过多的扭曲变形，
读来流畅自然，犹如小溪的流淌，潺潺而来，叮咚而去，溪
水与溪岸相互塑形，在语言与情感方面达成了一种和谐的
配合。这可能和他的个性、经历、情感方式有关，不需要华
丽，只是淡然而自然地呈现自身品质。

让乡情闪耀诗意的光芒让乡情闪耀诗意的光芒
——读瑶族诗人唐德亮散文诗集读瑶族诗人唐德亮散文诗集《《天地间的诗光梦影天地间的诗光梦影》》

□□蒋登科蒋登科

草原在哪里？在嘎拉的眼睛里，在嘎日
迪的梦里，在长篇小说《科尔沁诗人》里。武
随文（乳名嘎日迪）的《科尔沁诗人》是一部
现实主义生态小说，以诗人嘎拉为主人公，
通过描写嘎拉种草治沙过程中的种种遭遇，
向读者展现了科尔沁人治理风沙、保护生态
的坚忍不拔的科尔沁精神，通过讲述他们抢
救和保卫赖以生存繁衍的热土、辛勤劳作和
耕耘的故事，向世人展示了科尔沁人的良知
和胆识，在让广大读者情不自禁地走进科尔
沁腹地、享受古老而美丽的科尔沁历史文化
民俗的同时，以非常感性并极具现实色彩的
方式让读者感受到科尔沁草原的生态污染
之大、破坏之严重、治理之难以及治沙人的
喜怒哀乐。

科尔沁诗人在歌颂、在批判、在描绘，但这只是对事物表面、对外
在现象进行肤浅的歌颂或批判，诗人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科尔
沁诗人》却在寻找摆脱草场退化、牧场沙化，保护生态，提高家乡人民
生活水平的脱困之道，寻找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幸福之路。作者让
主人公嘎拉自己主动种草治沙，与乡邻种植药材，与污染的化工厂发
生冲突，与污染作堂吉诃德式的斗争，积极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展
望未来。所以我个人认为，嘎拉就是嘎日迪，嘎拉对科尔沁的热爱、
对家园被污染的痛心，就是嘎日迪对家乡的热爱、对科尔沁草原被污
染的痛心。因此我坚信，嘎拉的草原就是嘎日迪的梦想。

作者武随文系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委宣传部干部，也是诗人、作
家。他是土生土长的科尔沁牧民之后，是生于斯长于斯、将来还会
埋于斯的人。他十分热爱家乡，也非常熟悉科尔沁草原。他自幼听
着嘎达梅林等人为保护家乡土地而与外敌生死搏斗的故事长大，对
保护草原的英雄人物和美丽故事尤为喜爱，并将故事中的人物和事
件铭记于心。他之所以能够驾驭这部架构庞大、内容丰富的长篇小
说，与他自幼对科尔沁草原的认知和熟悉分不开，与他对这片热土的
悠久历史、民族风情、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热爱分不开，与他多年的调
查研究和辛勤付出分不开，更与坚守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信念分不开。

《科尔沁诗人》是武随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他做到了像成熟
小说家那样进出自如、叙述自然。《科尔沁诗人》的结构比较严谨，开
篇点题，通篇叙事，虚实结合，37万余字安排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清晰自然。其中错综复杂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人间百态，
以诗人嘎拉为轴心，合理镶嵌在生态保护的土壤里。小说情节很丰
富，人物与事件盘根错节，但相互衔接严丝合缝，叙述语调自然欢快，
读者得以轻松进入到《科尔沁诗人》的故事之中，跟随主人公的脚步，
为他至亲至爱的热土而高兴和悲伤，为他的担当和坚忍不拔悄悄竖
起大拇指，为他的沮丧而沮丧，为他的歌唱而歌唱，也为人物间的爱
情、友情、亲情所感动。

《科尔沁诗人》只有一条主线，那就是生态保护和生态安全。把
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
内蒙古各族儿女的五大任务之一。草原是广大牧民赖以生存的家
园，也是至亲至爱的摇篮，为突出这一主线，小说主要围绕嘎拉种草
治沙和那沁儿归乡寻根以及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来展开叙事，其中
包括嘎拉的担当与艰辛劳作、民众的呼吁与处境、政府的认识与重
视、科尔沁文化的断裂与传承、生态保护的艰难与长期性、污染企业
的整治与社会各方面的参与等等。小说不仅关注科尔沁草原的过去
与现在，还在积极探寻她的未来，力图寻找科尔沁这片土地的重生之
路和重兴之举。武随文不仅向广大读者展现了古老美丽的科尔沁历
史文化习俗，还用他那饱含良知的笔尖，以他的切肤之痛，用文学的
方式揭示出科尔沁的生态问题，一路寻找走出困境、建立更靓丽更健
康更绿色的科尔沁的有效方法。

为了让小说更丰满、人物更突出、故事更感人，武随文除认真描
写上述几条主要线索和几个困惑以外，也描写了很多情节，大力宣传
推介科尔沁的美好，通过讲述这些小情节，向读者讲解生态保护和生
态安全的重要性。尽管在大部分叙事都恰如其分、锦上添花的情况
下，有个别小情节未能完全达到突出中心、突出人物、丰富故事内容
的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向广大读者展现了科尔沁人尊重女性、赞美
女性、重视民族团结之情结。比如蒙古族姑娘山丹高娃与汉族小伙
林峰相识相爱，她带着古老而美丽的科尔沁文化离开家乡，跟着爱人
走向内地，这不仅仅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更是我国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具体表现。

在科尔沁人眼里，女人是美丽和善良的化身。武随文对女性的
刻画与描写是成功的，他对女性的描述充满诗意、赞美、无限的爱和
敬仰。小说中先后登场了嘎拉的母亲、他的爱人那沁儿、乌云山丹、
哈布尔以及莫日根的妻子，作者一一刻画了她们的勤劳与朴素，认真
描写她们的善良与美丽，以及她们的无奈与艰难，并努力让她们为科
尔沁草原的生态保护和生态安全服务。曾有人在谈论《红楼梦》时
说，一部小说成功与否，要看作者如何描写女性，要看作者对待女性
的态度。从这个意义和角度看，武随文在《科尔沁诗人》中对女性的
书写无疑是成功的。他把草原比喻为仪态万方的女子，把科尔沁民
歌与科尔沁女性联系在一起来书写，非常优美动人。在武随文笔下，
科尔沁草原就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嘎拉则是义无反顾的诗人，是为生
态保护和生态安全冲在第一线的战士，是与污染做斗争的堂吉诃德
式的斗士。

无论是科尔沁沙地，还是锡林郭勒草原，或者呼伦贝尔草原，都
需要我们加以保护和全面建设。内蒙古大草原的生态非常脆弱，决
不能允许乱砍滥伐，更不能无计划地开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唯有我们全面保护、全面建设，科学开发并高质量发展，才能使千千
万万个诗人嘎拉的辛勤劳作与默默耕耘变成现实，才能让武随文这
样有家国情怀的作家的呼吁与担忧被更多人认识并加以解决，才能
让祖国北部安全屏障和绿色屏障更加安全、更加稳定，进而实现绿色
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更能发挥其向北开放的桥头堡作用。

凝望瑶山猎神日渐淡远的背影
——评陈茂智少儿长篇小说《虎牙项圈》

□周甲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