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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共24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①生态文学的勃兴，是当前文学创作领域不容小视的重要现象。近些年来，涌现出了许多

有影响的生态文学作品，摘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肖亦农的报

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李青松的《一种精神》《乌梁素海》《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
中国》、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哲夫的《水土中国》等。

②生态文学的兴盛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呼唤与内在需要。从“再造一个秀美山川”到美丽中
国、绿色中国建设，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科学发展观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的转变，彻底改变了落后的发展观念，提升了生态文明的

地位，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态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③当下生态文学的繁盛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学文化积淀基础。我国古代的山水

诗、田园诗以及后来的游记、风景散文等文学作品，堪称最早的生态文学。而自古便有的天人

合一、天行健、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美即和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等深刻的哲学思想，更是

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理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国历来重视生态和环境，重视自然与和谐。中

和、协和、平和，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要义，也是生态文学的根本主题。

④生态问题催生了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强

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这是从考察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
的生态文学而得出的结论。在这一时期，率先出现的一批生态文学代表性的作品如徐刚的《伐

木者，醒来！》《江河并非万古流》等，关注中国的森林滥伐、风沙肆虐、国土污染等生态环

境问题，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赢得文坛瞩目，从而为生态文学名分的确立与崛起奠定

了基础。

⑤从题材内容上看，生态文学可以区分为植物文学(包括森林文学)、动物文学、大自然文
学、生态文明建设或环境文学、水文学等。生态文学的体裁样式则囊括了小说、诗赋、散文、

报告文学和儿童文学等。植物文学如梁衡近些年来踏寻采写的“中华人文古树系列”散文，动物
文学如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姜戎的《狼图腾》等，大自然文学如刘先平的《走进

帕米尔高原》《美丽的西沙群岛》等，水文学如哲夫的《水土中国》，秦岭的《在水一方》

等。

⑥生态文学中所占比重和产生社会影响更大的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问题的纪实作

品。何建明的《那山，那水》、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等是反映生态建设主题的代表性

作品。生态问题报告文学分量很重，更易引人警醒启人深思。譬如李林樱的《生存与毁灭：长

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哲夫的“江河三部曲”《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
报告》《淮河生态报告》。以生态及开发建设为主题的生态文学，其价值必然超越文学。它在

推动自然环境保护建设、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倡扬科学发展观、赞美

绿色和谐生态伦理等方面，对读者产生正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优秀的生态文学是一种

有现实指向性和长远意义的行动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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