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俗
写意

8
2024年2月20日 星期二
主编 何军林 美编 郑翔
投稿邮箱 dbbkbjb@vip.sina.com CHONGQ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巴渝文学

□刘小兵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
球，自它诞生至今，已有
46 亿多年的历史了。
这颗看似平静安祥的星
球，其实在它内部，每天
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活力地球》（科学出版
社，2023年10月出版）
以当今地球科学研究领
域广为推崇的“地球系
统科学”理论为统领，以宜居地球这一最新理念为切
入点，将地球的不同圈层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一路娓
娓道来。

本书作者陈颙，系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长期从事地球物理学和岩石物理学研究，近年
主要研究用地震波探测地下结构的理论和方法，及
其在环境、能源和减灾方面的潜在应用。书中，陈颙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解了地球
运行的基本规律，并通过详述地球上的各种自然灾
害，科学地阐释了地球的活动性，以及人与自然间的
复杂关系。全书从宜居地球的视域出发，以地球能
量为线索，把地震、火山、海啸、天气、气候、洪水、干
旱、滑坡和泥石流，以及近地空间等灾害串联为一个
整体，引导读者全面认识地球家园的结构、环境、历
史，深刻理解地球与人类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倡
导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活力地球》的出版，
对于公众树立“认识地球、敬畏自然、和谐相处、科学
减灾”的绿色环保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活力地球》首先简要描述了地球的基本概貌。
在作者的笔下，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主要由大气圈、
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四个圈层构成。每一个圈层都
以其固有的节律，不断地运行、运动着。大气圈里呈
现的是大气运动，水圈里进行的是水循环，岩石圈里
维持的是岩石循环，生物圈中盛行的则是碳循环。
研究表明，地球一直是个蓬勃的生命体，充满了强大
的生命力，其内部就像个巨大的锅炉，里面充满了翻
滚的岩浆和热流，这一切都源自其形成时期——大
约在45亿年前，地球内核的高温岩浆充满了活力和
破坏力，不断喷发出滚烫的岩浆。正是这种原始的
地热活动孕育了生命的起源，为早期人类社会的发
展提供了所需的热量。至于地球的表面，则是由六
大板块组成，分别是亚欧板块、非洲板块、印度洋板
块、太平洋板块、美洲板块、南极洲板块。可是谁又
能想到，2亿年前，我们的地球还是彼此相连的一个
整体，后来，是在造山运动和板块漂移等力的作用
下，这些板块不断地发生碰撞和张裂，才逐渐形成了
山脉、裂谷和海洋，后又经过不断地分离并飘移，方
有了现今的模样。

其次，在描述地球基本概貌的基础上，作者又提
出了“地球的活力来自其内外的能量”这一观点。在
陈颙看来，没有能量，就没有地球上的各种物质之循
环以及地球之神奇万物，包括人类自身。科学已经
证实，活力地球的能量来源，绝大多数来源于太阳、
地球和月球，它们分别表现为太阳能、地热能和重力
势能三种不同的能量形式。其中太阳能是主要能
源，这些能量以其磅礴的生命力，最终让大千世界呈
现出精彩纷呈的局面。

因此，没有活力，就谈不上宜居。正如作者在书
中所表达的那样，从历史的教训中，人类需要学会的
不仅仅是防患未然，更需要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之
心，只有学会了更好地与自然和谐共处，我们才能更
好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宜居地球”。因此，《活力地
球》虽然侧重的是讲述地球的生命历史，然而作者真
正想要表达的，却是如何科学地认识自然、顺应自
然，并努力探寻人与自然的正确相处之道。

本书涵盖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经济科学
等多个学科领域，内容翔实生动、阐述活泼新颖，兼
具思想性、科学性和趣味性，适合不同层次的研究人
员及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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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光华

冬去北海，春归山城，这种候
鸟般的旅行生活，越来越成为许
多重庆市民的生活方式之一。途
中经过南丹小城时，其高速沿途
的秀美景色，一定会让你的千里
旅途充满愉悦。

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当车行
进在南丹的高速路上，透过车窗，
望见一座座高度约百米，造型十
分奇特的山峰拔地而起，沿着高
速公路散落在广袤的大地里。这
些美丽的景致，我还来不及欣赏，
来不及品味，就一瞬间涌入我的
眼帘，却转眼又消失在视野尽头；
新的景致很快呈现眼前，却又再
次消失，就像一幅巨长的卷轴画，
顺着前行的路程，不断展开，又不
断合拢。一路前行，可谓连绵不
绝、无穷无尽。

这些山峰大多陡峭而险峻，
也许是土壤较少的缘故，山林间
缺少高大树木，大多是矮小的灌
木丛林，但植被保护得很好，使群
山的绿色更加纯净而艳丽。加上
山林间无数巨大的岩壁、高悬的
岩洞、凸出的石峰，使其景色秀丽
奇特、婀娜多姿。这些无穷无尽、
层层叠叠的山峰，从墨绿、草绿、
清绿、清蓝、淡蓝、淡灰……直至
消失在视野的尽头。

见惯了连绵无尽的群山，当然
还攀登过高耸入云的山峰，对于从
小就生活在大娄山脚下的我来说，
山在我眼里是自然界最普通的东
西。我对于山的向往远不如城市、
大海、湖泊那样稀罕。小学四年级
语文课本中《桂林山水》描述的那些
奇特的山形山貌的词语，如“拔地而
起、奇峰罗列、色彩明丽、危峰兀立、
怪石嶙峋……”让当年还是孩童的
我，对山产生了另类新奇的想法和向
往。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阅历的增
加，见闻的积累，我了解到许多地方
也有一些类似漓江这里的山形地貌，
但我一直以为，这样秀丽奇特的山，
一定不会大范围存在。但这次沿着
南丹县出发，沿途不下百里之地，居
然都是这样的山形山貌，才明白广
西地界这样的山太普遍、太寻常了。

见到了这样奇特秀丽的山，已
经让我惊叹不已，但山脚下那些依
地形次第摆放的农家小舍，那些栽
种在房前屋后，成林成片的桃花、李
花，正迎着初春的暖阳，争相开放的
景象，更增添了这片山水的美丽气
质。加上不时还能遥望到一些农家
屋顶炊烟袅袅，农家院坝高朋满座，
让宽广的大地显得喜庆，充满生机
与活力。更喜那一湾湾的土地间，
早已是大片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她
们正迎着风儿，自由地装扮着春天
呢。偶尔一些地带，还有流淌的河

水，青青的茂竹林；又或是高桥飞
渡，天堑变通途。田野间无数的稻
草堆，似乎也在刻意述说南丹县的
风土民俗。

南丹县县名始见于宋元丰
（1085年）前，以出产朱砂向朝廷进
贡，又地处南方故称“南丹”，其地处
云贵高原向桂西北丘陵过渡的斜
坡地带，整个地势由东北向西南方
向倾斜。境内高山连绵起伏，峰峦
重迭，海拔在600～900米之间，有
壮族、瑶族、苗族、水族、仫佬族等
23个民族。

这里是“中国锡都”，淳朴、原
生态、白裤瑶，是南丹最吸引游人
的标签。但长久以来，也许是因为
处于偏僻之地，知道南丹旅游资源
的人还不多，使其还是处于一种

“养在深闺”的安静之美、原始之
美。尽管如此，我似乎还是闻到了
南丹大地散发的醇厚浓郁的芳香，
看见了和谐融洽的农家小院……

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座山峰皆
是一道奇特的美景，这里的每一处
村落皆可成为旅游胜地。可惜的
是我们一路快速前行，没有时间停
下脚步来仔细欣赏，甚是遗憾。但
就这匆匆一面，也足以勾起大家无
尽的遐想，并期待下一次真正的南
丹之行。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作
协主席）

□周康平

清脆悠长的唢呐声，从山湾
那边传来，咚咚锵的锣鼓声，回响
在山村的上空，给寒意浓浓的冬
日带来了喜气洋洋的气氛。

我们迎亲的队伍，站在水泥
公路的边上，排成两行，每个人手
中拿着一排长长的红色鞭炮。距
离山湾不远的地方，就是新娘家
的大门，那是一栋三层楼的颇有
别墅模样的新房，那是连叔叔这
几年承包了村里果园后新建的楼
房。连叔叔家有今天这喜事，村
长功不可没。新郎新娘有今天，
是村长在他们中间穿针引线的结
果，连叔叔对此特别满意，大赞村
长有才，为他解决了“后顾之忧”，
毕竟连叔叔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村长给连叔叔家介绍的女婿，是
我们隔壁村的一个小伙子，小伙
子的家离我们村就五里地的路，
基本实现了连叔叔的“嫁女不出
村”的愿望。连叔叔曾笑呵呵地
说，他家的“产业”，后继有人了。
这个“后继有人者”，今天就要闪
亮登场了，只要娶亲的队伍一出
现，我们手中的鞭炮就会炸响。
公路两边那些挂满枝头的柑橘和
黄灿灿的柚子，是连叔叔家的果
园，正好为今天的迎亲队伍增添
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娶亲的队伍还未出现在山湾
的公路上，就有人大声叫喊：“准备
点鞭炮了哟。”随即就有些人跟着
吼道：“点，点！”这些起哄的，不只
是为了图个开心，也是他们迫不及
待的表达。此时的唢呐声已特别

洪亮，娶亲的队伍即将“露头”。村
里遇到喜事，放鞭炮是有讲究的，
鞭炮的引信会做得足够长，只有点
燃了鞭炮的引信，我们这些手拿鞭
炮的人才能把手中的鞭炮放在公
路边上，这是我们村里的习俗，称
之为“逢喜见人放”。

突然一个小孩从弯道里跑了
出来，手舞足蹈地高声叫道：“来
了，来了！娶新媳妇的来了！”

“是不是哟？”追问的人话音
刚落，震天响的敲锣打鼓声就传
入了我们的耳朵。这声音，气势
非凡。我们迎亲的当然得豪迈相
迎。点燃鞭炮的是我们村长，他
回头看到了穿着鲜红长衫，头戴
黑色礼帽，胸前戴着大红花的新
郎，被众人簇拥着出现在弯道上，
村长啪的一声打开打火机，点燃
引信，伴随着引信刺刺的声音，我
们这些手拿鞭炮的人，整齐划一
地将手里的鞭炮放在公路边上，
笑呵呵地闪到身后的山坡上，大
声欢喜起来。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随即响
起。震天响亮的鞭炮声与唢呐
声、锣鼓声，还有娶亲迎亲的欢笑
声融为一体，一时难以听清谁是
谁的声响。这种让人模糊不清的
声响，有些噪耳，又让人感到十分
清爽。我看到了满是欢笑的脸
庞。兴奋之中，我分明从杂乱的
声响中听出一道流畅优美的声
音，伴随着这声音的画面，我看到
的是乡里乡亲们的笑脸不断地在
我心中浮现，亲切又善良。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与鸟儿呢喃春天

行走
四方 车行南丹风景线

诗花
烂漫唢呐声声

□三都河

睡梦里被一堆鸟语唤醒
黎明即将莅临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这几只凑在一起的鸟儿

应该是一家子的幸福团聚
欢喜得早早地呢喃不停

不知它们藏在哪棵树上
我将耳朵贴墙上倾听
似在窗外又似在窗内
似在床头又似在床尾

惺忪朦胧中它们可能闹了错
恍惚中把我当作了一家子
我曾是个山村贪睡的孩子

喜欢在梦里耍枪弄棍
学花果山猴王腾云驾雾

常常被一声又一声响亮的鸡啼
将我啼出梦中啼到屋外

鸟儿呢喃比公鸡打鸣文雅多了
乡下比城里保留更多的野性

我摇摇晃晃地混进鸟窝
与鸟儿们拍肩膀称兄道弟
难一点的是对话交流沟通

我与鸟儿对着口型鹦鹉学舌
渐渐地似乎听懂了鸟儿的呢喃

春天是花一天少一天
莫负春光不能只喊喊口号

行动作证的第一步要早早起床
动员结束就各自飞去觅食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