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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殷学敏

姜春云同志主编的专著《拯救地球生态
圈——— 论人类文明转型》，近日由新华出版
社出版。在此之前，笔者作为中国生态文明
研究与促进会常务理事、编审委员会成员之
一，接到了征求意见的“样书”，先睹为快，闭
门品读，触景生情，仅从科学性、知识性、世
界性三个方面做浅显解读。

整部著作贯穿了科学发展观，饱含科学
性。这是一部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和深入思
考，探索如何走出当今全球环境危机困境、
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并取得创
新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论著。专著以马克
思主义生态观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解
析地球生物圈演化、人类文明演进，深刻揭
示了生态环境变化的内在规律和当今环境
危机产生的根源，认定并明确提出“人类文
明转型——— 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
明转变”是破解环境危机、实现人类与自然
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转型生态文
明”这一全书核心思想的创新性提出，站在
历史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回答了当今环境危
机困境如何破解的难题，道出了走出环境危
机困扰的路径和前景，并在专著“策论”部
分，提出了系统、具体、可行的对策。

姜春云同志在撰稿组成员研讨会上一
再强调：课题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人与自
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本着“成绩
讲够、问题讲透”的原则，以务实、辩证的科学
态度评价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状
况、情势及根源，紧紧围绕“人类文明转型”这
个主题展开。翻阅原著，全部内容共分 15 篇，
三个部分：前言和第一篇，为人类文明转型的
总论；第 2 — 4 篇，为宇宙和地球自然演化史
论；第 5 — 15 篇，则为拯救地球生物圈———
论人类文明转型的策论。著作中除了旁征博
引大量国内外权威数字和科学论据，还归纳
采用了数百个案例，很多理念、论点、典故、事
件和科学分析鲜为人知。如人类文明的演化，
解读地球生物圈，自然生态支撑的十大体系，
破解“生态足迹”危机的对策，转变传统的生
产和消费模式，论自然生态休养生息，人口增
长和地球生物圈破损，科学技术在文明转型
中的特殊使命，道德、法制在环境保护中的利
器作用和科学考评的“杠杆”作用等篇章，阅
读起来让人深感“立意高远、理念新颖、资料
翔实、论述深邃、科学严谨”。拯救地球生物圈
是全人类的呼唤，人类文明转型是科学发展、
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这是作者的主旨
和本书的灵魂所在。

长期以来，“保护生态环境”人们耳熟能
详，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也做出了很大努
力，但收效甚微，“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局
面依然如故”。对此，国际上 500 多个生态环
保组织都在密切关注和积极寻求答案。

面对当今全球生态退化、环境危机日益
加剧的情势，为防止和杜绝生物圈断裂、人
类生存发展陷入绝境，专著提出，世界各国
和所有地球村的村民，务必在保护和拯救绿
色家园的伟业中，以应有的紧迫感、使命感，
积极行动起来，加强合作、协作，步调一致地
作出应有的贡献。该书第十五篇，寄希望于
全球通力合作，对根治危机五个重点合作领
域作了透彻的论述，并对国际合作提出了若
干建议。

“这是中国向全人类发出的文明转型
‘宣言’，是一部拯救地球生物圈的科学著
作。它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的研究和探索，
已跨入世界行列。我国在‘十二五’期间的环
保投资将超过 5 万亿元，我国有实力和条件
与国际社会联手合作，让人类走向崭新的文
明。”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冀朝铸这样评价这
部著作的意义。

人类文明转型的

科学论著

赵德发：让写作贴近中国文化之根
本报记者 师文静

近日，山东作家赵德发历时 4 年完成的道文化小说《乾道坤道》出版，这是继赵德发儒文化小说《君子梦》、佛教文化小说

《双手合十》之后第三部宗教姊妹篇。《乾道坤道》作品刻画了一个当代道士群体，表现了中国道教在今天的际遇与嬗嬗变，当然作

为小说它又非常饱满、可读。日前，记者采访了赵德发，请其详细解读这部小说的成书、经典人物以及他的创作规划。。

赵德发，山东省莒南
县人，曾当过教师、机关
干部，现任山东省作家协
会副主席、日照市文联主
席和作家协会主席。自
1980 年开始创作，主要长
篇有“农民三部曲”《缱绻
与决绝》、《天理暨人欲》、

《青烟或白雾》和宗教文
化姊妹篇《双手合十》、

《乾道坤道》。

作家简介

齐鲁晚报：道教的神奇之处在书的一开头就有出现，书中人物应高
虚表演时心电图是成直线的。石高静在琼顶山希夷台修炼的过程中，您
通过对他遭遇的描写，将道教的天人合一、神奇感写得淋漓尽致。

赵德发：测心电图测出直线，这是我在采访中听说的。上世纪八十年
代，南方有一位老道士当众做过这种表演。南怀瑾先生在他的《我说<参
同契>》一书中也讲到，修炼到一定程度，可以人为地控制自己，做到“气
住脉停”。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的一个重要理念，被道家格外推崇。息影山
林，放旷逍遥，天地与我同在，万物与我为一，这是许多出家道人追求的
境界。所以，我写石道长在希夷台闭关，就要极力营造那个境界，渲染那
种氛围。在百家学说中，道家最为浪漫，道士生活更具浪漫色彩。我写《乾
道坤道》，当然要虚实并举，不能过于“客观”，不能全部采用写实手法。

齐鲁晚报：“我命在我不在天”被认为是您这部小说的主题，也是石
高静生命过程的概括。为什么要重新强调这么简单的道理？

赵德发：中国有句古话：“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遗传学问世后，也有
许多人认为，人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被自身携带的遗传基因所决定。而
在全真道士中间，一直传诵着这样一句高道名言：“我命在我不在天”。意
思是，通过主动而刻苦的修炼，人是能够改变命运、实现长生久视的。这
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对于我们的养生保健，甚至是事业的完成，都有一定
的激励作用。

齐鲁晚报：从《君子梦》到《双手合十》再到《乾道坤道》，您的写作是
顺理成章的，但是，在中国当下儒、释、道互通却又能将其通俗化进行传
播的学者、作家并不多。您怎么理解儒、释、道在当下的意义？

赵德发：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
会，关注传统文化很有必要，因为那里面有太多值得我们传承的好东西。
抛弃了它们，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会更加喧嚣，人们的幸福感也会进一
步减弱。

齐鲁晚报：提到宗教，普通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它的功利性，如风水
学、命相学等，若非真正的虔诚者，很难执著于其本真的东西。您在小说
中也写了卢美人这样一个道教中的实用主义者，高深的道教被庸俗化。

赵德发：宗教本来关注的是一些形而上的内容，但在当今中国，一些
人求神拜佛，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保平安，出于功利目的。普度众生，济世
利民，是宗教徒们的抱负，在实现抱负的过程中免不了要满足一些俗众
的“需求”。但我认为，引导人们思考一些终极问题，扬善止恶，净化人心，
这是更为重要的。

齐鲁晚报：从佛教到道教，将写作定位于传统文化的初衷是怎么来
的？之前您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从写自己熟悉的土地转变为写一种看不
见、摸不着的宗教题材小说，您的心理首先要经历怎样的转变？

赵德发：《君子梦》一书，是“农民三部曲”的第二部，主题是农民与道
德，表现了儒家文化在百年农村的传承流变。那时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贴
近中国文化之根去写。但是，那时并没想到要写宗教，是完成了“农民三部
曲”，才有了写当代汉传佛教的念头的。之后陆续写了《双手合十》《乾道坤
道》。写这两部书的时候，“让写作贴近中国文化之根”的意识更加明晰。

从写农村到写宗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这是从经验之内的
写作走向了经验之外的写作。要通过读书去掌握佛家与道家学说，通过
采访去了解出家人的宗教生活。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情怀”二字上下工
夫。你可以不认同教徒们的信仰，但是你一定要具备宗教文化中那种特
有的悲悯情怀。你要充分认识人世间的苦难，思考人类的问题与出路，让
作品释放出善意与良知，让读者感受到心灵上的抚慰。农村题材和宗教
题材，这两个领域看似不相关，但还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这个一致性，
就是对人的关注。写人生、写人心，是作家的首要任务。

齐鲁晚报：后记中，您说为了写《乾道坤道》去过许多道
观采访。道教在中国的现况如何？在面对面接触道士之时，
道教带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赵德发：实话实说，在当代中国，虽然道家学说在思想
界、文化界还有很大影响，但是奉老子为教主的道教并不兴
盛。《乾道坤道》杀青时，我写了一首七律，其中“白云漫漶仙
家渺，碧草葳蕤古观寒”两句，表达了我对道教现状的感受。
我接触的道士，可谓形形色色，有的崇道敬德、认真修行，也
有的信仰缺失、注重物质利益。不去道观，就很难了解道士
们的宗教生活与所思所想。

齐鲁晚报：在您的考察中，有没有发现所谓的道教的
“贵族化”复兴？道教的修士们都以什么人为主？您怎么看道
教复兴这个问题？

赵德发：当今，道教文化越来越被一些名人、“贵族”所
接受，所奉行，这是事实。这与“简朴生活”、“慢生活”的提倡
有关系。我没直接接触过这些名人，但是我去一些道观采
访，经常听道士说有哪些名人到过山上。

在天台山，我见过一座道院，门户紧闭，里面并不是出
家道士，而是一些俗人在里面清修。他们多是企业家，在商
场上打拼累了，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见素抱朴，调理身心。
所以，我在《乾道坤道》的最后一章写到，北京一些商界精英
经常到琼顶山小住几天，觉得身心轻安，是难得的享受。我
不敢说，当今必须复兴道教文化，但在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
复兴中，道家学说和道教文化应有其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承
载了很多有益的成分。

1道教学说承载了很多有益成分

2“我命在我不在天”

3 写人生、写人心是作家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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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德发近照

《乾道坤道》
赵德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年 9 月出版

齐鲁晚报：深深为您对文学的执著所感动，鲁迅弃医从文，您当
年是弃官从文，真正走向文学之路才不再焦虑人生。您已年过半百，
现在怎么回头看您当时立志从文的选择？

赵德发：我怎么能跟鲁迅相比。我是弃官从文，但我那个官连个
芝麻官都算不上。不过，在家乡父老眼里，一个没上几天学的庄户孩
子，30 岁就干到了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是很有“前途”的。但那时我已
经迷上了写作，不可救药，觉得今生今世的目标只有一个：当作家。所
以，两年后山东大学开设作家班，我就不顾亲友们的强烈反对毅然报
考，从此开始了追梦的路程。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二十多年，现在回头
去看当年的抉择，依然不悔。非但不悔，还庆幸自己能够走出人生的
那一步险棋。来世上匆匆一遭，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我觉得快乐。当然，我也有痛苦，那是在我眼高手低、笔力
不逮的时候；在我盘点作品，发觉精品太少、次品太多的时候。好在，
我虽然年近花甲，但是似乎还能写下去，余生中继续努力吧。

4 弃官从文，走了一步人生险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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