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蔚蓝的天空中，两只大鸟正在展翅飞翔，它
们头戴紫冠，身披白羽，尤其是那黑色的翅端在蓝
天和白云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它们在飞着，穿越
千里万里的执着，尽显坚毅，它们在唱着，挑战千
难万险的追寻，不舍昼夜。它们就是白鹤——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华盛顿公约》（CITES）一级保护
物种（极其濒危），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2012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在中国，像白鹤这样濒危鸟类还有很多，它们
是一种珍贵的、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此外，还有
很多野生鸟类，它们虽然不是濒危物种，但对一个
地区生态环境的稳定和生物多样性也有着重要的
作用。了解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野生鸟类，对
维系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鸟类资源的永续效益
有着重要的作用。

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合肥市野生鸟类图
志》向人们展示了合肥市目前野生鸟类的自然之
美及其多样性，通过对近三百种野生鸟类的介绍，

唤起人们对野生鸟类的热爱，呼吁人们更加珍爱
我们的生存环境，关注野生鸟类的保护。

合肥地处安徽中部，亚热带北缘，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四季分明。在地理位置上，合肥处于华
南区与东北区之间，是多种候鸟南北迁徙路线
上的重要停歇地、中转站和越冬地。优越的地
理位置吸引了大批南北迁徙的候鸟，夏候鸟在
此繁殖，冬候鸟在此越冬，旅鸟在春秋两季迁徙
时途径合肥。

本文开头提到的白鹤，在合肥为旅鸟。为了全
面了解合肥市野生鸟类的资源状况，客观科学地
评价合肥市生态环境质量，安徽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于 2012 年 5 月启动“合肥市野生鸟类图志”项
目，对合肥市野生鸟类资源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合肥市野生鸟类图志》所选取的 260 种野生
鸟，绝大多数都配以摄影图片，真实地反映了每种
鸟的原色生态，分种介绍的文字部分则翔实地介
绍了该鸟的外形特征、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及保护

级别。260 种野生鸟类，按季节型分有留鸟、夏候
鸟、冬候鸟和旅鸟等，按生态习性分有游禽、涉禽、
陆禽、猛禽、攀禽和鸣禽等。

这些野生鸟类种群密度大小不一，保护级别也
不尽相同，其中属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的有 4 种，属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的有 32 种，属安徽省一级保护
鸟类的有 19 种，属安徽省二级保护鸟类的有 25
种。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了解这些野生鸟类
的识别特征、繁育期、取食习性和筑巢方式，在欣
赏这些野生鸟类的自然之美的同时增加保护野生
鸟类的知识。

《合肥市野生鸟类图志》首次以清晰的图片记
录到以前在合肥市内没有分布记录的野生鸟类，
包括有“水上大熊猫”之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
华秋沙鸭和遗鸥，在中国罕见的斑胸滨鹬，以及在
合肥罕见的普通秋沙鸭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
和收藏价值，是一本融科学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
工具书。

与你同行，留住野生鸟类的身影
——评《合肥野生鸟类图志》

许辉散文给读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
异常丰富的淮河流域自然景观的呈现。
他对自然深深迷恋，大自然不仅是他歌
颂和倾慕的对象，更成为他思想的源泉、
艺术的灵感，甚至是精神的依托、生命的
依靠。他声称：“原野是生命的摇篮，是
我的生命、我的感觉和永远的偎托。”

很多时候，自然景观成了许辉散文
的主角，而人物则退居幕后或成为其中
的一部分。他常常撷取生活中最平凡朴
实的片段，或一个风景优美的角落或一
个人物突出的镜头或一个富有情趣的场
景，或一时一地的强烈感受，集中笔墨描
写它，从而使有限的篇幅具有无限的容
量，见出深长的韵味。

许辉最初是以诗人身份走入文坛
的，虽然后来很少再写诗，但依旧保留了
诗人的气质和禀赋，他以诗人的敏感、诗
人的眼光和心灵去感受和体验外在的客
观世界，从平凡的生活素材中提炼出诗
意的美。他精心描绘的一幅幅清新淡雅
的乡村图景，充满着宁静的美，满贮着人
间烟火气息。如《生活的船》、《深秋的
瓦埠湖畔》、《又到中庙》、《河埂·河滩》
等散文，意境深远，渲染出乡村的宁静和
悠闲。麦子和麦田也是许辉笔下重要的
自 然 景 观 。 在《麦 收 记 忆》、《小 麦 香
熟》、《嫩桑摇曳的麦月》、《在吴山的麦

田里》、《在淮河两岸看冬小麦》等散文
中，许辉毫不掩饰自己对麦子的感情。
他认为小麦和麦田是旺盛、昂扬、饱满的
生命力的象征，“代表了一种最最古老的
东西，随着生命和时光的延续，它们的深
奥的含义将不断地、更进一步地显露出
来，永无完结的时刻。”

许辉散文对淮河流域的民俗风情
也进行了重笔描绘，同样体现出一种浓
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他以优美的笔触
向读者传递着淮河流域特有的文化生
存形态，民俗风情不仅成为他的审美
对象，而且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直接
影响其散文作品的深化与拓展。这类
散文内容丰富，有对故乡风物和人情
的依恋，如《粥》、《泥鳅》、《奇妙的红
芋》、《野菜故土》、《牛肉与羊肉》、《衣
饰 及 其 联 想》等 ；有 对 民 风 民 俗 的 记
录，如《赶集》、《晃》、《过年》、《相亲》
等；有对淮河干流、支流沿岸的实地考
察，如“走淮河”系列散文；更有对淮河
流域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如《蒙城
五题》、《庄周的濮水》、《涡河》等。他
在这个承载了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厚土
上书写了贫瘠状态下的原生态景观，
以观察和体验切入自然，高蹈着自然
生命的灵魂之舞，内蕴着强烈的生命
意识和哲学意味。

当然,许辉并不自我封闭,并不囿于
一地一处, 他年少时就揣着“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理想利用每个假期外出旅
行、采风、写作，以开放性目光从大千世
界吸取散文艺术的营养,写出一些表现江
淮大地之外,其他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
如《河西走廊的散步》、《时间在藏区被拨
慢了》、《一个人的桂林》等，写他在旅行
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奇，带领我们见
识了截然不同的地域风情。

许辉的散文是地域的，但传达的情
感却是普世的。许辉喜欢写家庭日常生
活，在这类散文中，那种亲人间的细腻感
情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文字也
变得朴实琐碎起来。有时候，烦琐的生
活也是美好的，浸润着人世间的酸甜苦
辣，能让人尽情品味，其《我的父亲母
亲》、《太太的背影》、《孩子是我的老师》、

《听女儿弹钢琴》、《周日的补偿》等散文，
描写了亲人之间割不断的情感,带给读者
亲切温暖的感觉。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散文写作
——评“许辉散文典藏”系列

□何 健

□徐浩瀚 邵梅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成立同
盟会时正式公开提出“中华民国”，虽然
民国时期只有短短几十年，却是风起云
涌、抗争不断的社会转型时期。当时的
中国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内
忧外患不断，城市乡村凋敝。国人对这
段历史并不陌生，但留下的相关史料中
的图片和影像资料少之又少，西方记者
当年留下的现场速写与摄影图片因此
就显得弥足珍贵。
一部别开生面的民国史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
画报>记录的民国 1926-1949（4 册）)》
的编译者沈弘教授（浙江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西学俱佳，从上
世纪 90 年代起遍访波士顿、芝加哥、伦
敦等地图书馆，搜集了大量国内难得一
见的珍贵记录。他耗时十年，整理翻
译，用近3000张珍贵照片、100万文字、
特约记者现场报道，原貌呈现了《伦敦
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以西方的视
角、他人的眼睛，为历史定格，呈现不一
样的关于民国的完整、系统的海外图文
报道史料记忆。

《伦敦新闻画报》是公认的世界最
早以图像为主的画报，从1857年起就表
现出对中国的高度关注，曾派驻大量记
者来华，向英国发回实时报道，为那个
年代留下众多第一手原始资料。可以
说，在同时期载有中国图文的西方书刊
中，没有一种可以与其等量齐观。
人物和场景在镜像中重生

书中很多片段颇让人回味。如一张
名为《古老中国的精神：一位杭州农民
在净慈寺里抽烟杆或休息》的照片，一
个老农坐在一所寺庙之前的石头上，翘
着二郎腿，手握一只长烟杆。吸着旱烟
却显得心不在焉。他穿着草鞋，左脚有
伤，可能是在劳动中不小心受了伤。这
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平常的景象，《画
报》为何在标题中强调“古老中国的精
神”？难道因为农民身后的佛教寺庙？

1926-1949 这二十几年，也是中国
社会迅速奔向现代化的时期。现代化
医院、铁路、学校等新事物大量涌现，长
袍马褂渐渐换成西装革履，新款式旗袍
受到都市女性的热捧。现代化与传统
并行不悖，潮流与市井和平并存。《画
报》以全面的视角，既关注到大上海街

头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广告，也拍到了遥
远偏僻的西藏一个藏族姑娘头部饰品
的花纹，全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文化、
风俗与艺术。
换一个角度重温历史

图片具有直接的视觉冲击力，书中
关于文化新闻的影像图片报道，不时给
人带来心灵一颤。当然，由于国体、政体
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当时这些英国记者
们在采集中国影像图片时，选择的角度、
出发点都是不同的。毕竟，在新闻影像
表达中，价值观念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民无安居，很
多老百姓没有文化，更别说文物保护观
念了。一组题为《一个用作广告牌的明
陵石雕：中国故意毁坏文物的行为》的新
闻影像图片令人深思：南京明陵一尊巨
大的大象石雕上，张贴着各种标语。石
雕已在荒凉的郊野默默地站立了几百
年，然而民众并没有把石雕当成文物。
拍摄者心中疑惑众多：这么富有历史价
值的石雕，为什么不转移到博物馆里？
另一组标题为《佛像遭遇中国士兵砍头：
盗取佛头是为了卖给古董店》的图片更
是直接表露了记者的不满和忧虑。

早期西方人把中国人看成怪兽形
象，看中国是野蛮之邦，画像中的中国
人怪异突兀，等到了国民政府时期，西
方人和中国其实已经处在一个大致相
当的对等状态了。今天的中国，历史早
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们今天在走
向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生活小康的道
路上，回望历史，是为了牢牢铭记过去，
更好地砥砺前行。

以他者的角度重构历史记忆
——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

□孙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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