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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兵

世界各国开启低碳竞争，迈向碳
中和发展路径一周年之际，一本以全
球化视野，讲述中国碳中和故事的新
书《碳中和与中国未来》（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新鲜出

炉。该书深入分析了碳中和目标，以
及国际低碳发展背景下的气候理论
传承与发展，解读了国家相关政策的
制定与规划，行业减排路径与进展等
一系列碳中和前沿问题。

作者指出，中国承诺2060年实
现碳中和，不仅是经济社会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生态观，也进
一步彰显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
上的国际担当。放眼未来，中国作
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参与到全
球气候治理当中，并占据经济转型
的优势先机，将决定中国未来数十
年内的发展基础与潜力。时下，在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与绿色经济蓬
勃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正积极
布局低碳经济，这将直接影响未来
国际政治经济局势走向，影响国际
产业格局和金融格局的全面重塑，
将不断为中国带来全新的投资机
遇与合作机遇。从这个意义而言，
碳中和不仅是一场国际竞争，更是
一场国内全产业经济的变革，必须
进行全面统筹与规划。

全书从碳中和理论的产生与国
际现状谈起，介绍了中国与碳中和结
缘的历史，详细讲述了碳中和在全球
演进的过程。书中强调，这场以全球
气候治理引发的碳中和实践，将带来
产业、金融、国际关系等三方面的革
命，由此导致政治、经济、国际交往等
众多领域规则、规程的重塑，进一步

触发大国间新的博弈。全书回顾了
中国推进碳中和革命的历史进程，解
读了各极地方政府和环保机构，在实
行碳中和路线图时所做出的巨大努
力。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上提出中国将在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这标志着中国已正式将碳中
和理念，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布局。
此后，各级政府纷纷从顶层设计、行
业布局、协同推进等方面，展开生态
文明建设的战略擘画。一系列碳中
和重点政策相继出台，减碳规划纷纷
提上议事日程，绿色转型与低碳减排
路径得以确立，碳中和理论研究与实
践探索，开始加快推进。一时之间，
中华大地强力推进碳中和的生态行
动，自上而下地全面铺开。

与此同时，面对复杂的国际碳
中和局势以及全球气候环境问题，
各国也纷纷开始布局起绿色发展政
策，具体包括设立绿色基金、开展绿
色项目优惠、推动能源清洁化和交
通电动化、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力度等。由此可
见，大国间围绕着碳中和的博弈，已
经越来越激烈。对此，我们要迎难
而上，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
治理之间的矛盾和关系，把握在碳
中和目标下的社会经济转型机遇，
积极提升气候治理行动的国际话语
权与主动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框架和视野下，大力探索中国特色

绿色低碳发展路径。作者指出，碳
中和是一个融合气候变化、经济发
展、全球治理、国际关系、金融流通、
国际贸易等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相
互影响和作用于一身的综合概念。
时下，碳中和的治理目标和环保理
念，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共识，已然开
启与化石燃料文明脱钩的“第四次
工业革命”。从生态环保视域观之，
碳中和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前所未
有的能源革命，它将带来化石能源
文明的衰落和解体。以此为基础，
碳中和也是一场生产方式和社会经
济的系统性变革，是一场从工业文
明走向生态文明、从工业制造走向
绿色生产的转变。总之，无论是从
国内还是国际来看，碳中和正深入
影响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日益
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

此外，全书还从碳中和与金融的
绿色升级，碳市场与中国碳金融创
新，碳中和——21世纪中美博弈新战
场，碳中和对中国的价值、意义与机
遇，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绿色复苏
等方面，分析了碳中和在国内外的演
进特征，为中国走好未来的碳中和之
路，指明了发展方向。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碳中和
是一场持久战，是一个重塑经济社会
发展模式的必然过程”，值得期待的
是，沿着这一广阔的发展路径，中国
的碳中和创变之路，必将勃发出盎然
的生机。

□廖天元

夜间刷手机的时候，看朋友圈
有人转发小柯老师的新歌——《道
别 2022》。随手点开，优美低沉的
旋律，朴实简单的歌词，一瞬间让
我动容……

站在新年的门口，回望2022年
走过的路，真有一种跌跌撞撞的感
觉，像蹒跚学步的孩子，深一脚浅一
脚，每一步迷茫而又坚定，怯懦而又
勇敢。似乎印证着这样一句话，人生
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2022年，注定是一个特殊的年
份。高温叠加疫情，静态转为常态，
无论是居家隔离、闭环办公，还是调
高一度空调，节约一度电，我们都在
艰难中坚持、在艰难中前行。

我犹记得，去年夏天那数十天
滚烫的日子。一天傍晚，我急匆匆
开着车沿着嘉陵江疾驰，参加电力
保供调控会。不经意抬头，却见天
边云霞漫天，金色、橘色、黄色、蓝
色，各种色彩交融缠绕，汇成一波
一浪金色的晚霞。嘉陵江对岸绵
延的山脉、错落的楼群一片金黄璀
璨，半条江也奔流着粼粼金光。我
被突如其来的霞光惊艳，竟让我忘
记它连日来的残酷不堪，我的心顿

时沉寂下来，放慢了车速，沉思在
傍晚的霞光里。《浮生六记》里说：

“炊烟四起，晚霞灿然。”这让我想
到我初来这座城市的那几年。

2001年，我从老家到现在的小
城打拼。那时的小城，几条主街初具
雏形，一切欣欣然的样子，就像初来
乍到的我，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期冀。
即使四处租房，搬来搬去，我也乐在
其中。

生活，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2006年那个夏天，就像考验我一般，
毫无商量的爆热，屋内的电风扇成了
电吹风，丝丝缕缕都冒着热气。生火
做饭，屋子就像着了火，饭菜熟了，我
和妻已热得没有胃口，只有不谙世事
的儿子捧着碗吃得可口。夜间，我在
楼顶搭几把椅子，一家三口对着星空
说话。

这似乎是城市接纳我的方式。
于我而言，与其说2006年那一年是
与暑热抗争，不如说是和命运较量。
幸好，我坚持了下来，也让我对炎热
有着刻骨铭心的印痕。如今，我在这
座城生活了二十多年，从三十而立到

四十不惑。回望生活，现在的我渐渐
明白，人生的每一条路都不好走，每
一条有每一条的难处。2022年，就
是一段异常艰难的路。

2022年冬天，第一波疫情高峰
袭来的时候，我发着烧，开车穿行
南充的大街小巷，时间仿佛又来到
2020年初。街上店家关门锁户，往
来路人行色匆匆。消失的叫卖声，
连同城市的烟火气，一下子又让人
走进萧瑟的背景。

去买药。药店老板倒亲切而和
蔼。他对我说：“再紧缺，也绝不涨
价。”我沉默、微笑。我相信此时此
刻，很多人都深深地意识到，这三年，
是伟大的祖国深情地守护我们，才换
来我们的平安和康宁。换句话
说，这三年每一次防疫的行动，此
刻显得意义十足。

不敢回家，怕连累家人。十
多天独自躲在一隅，心却温暖。
我始终觉得，不管多艰难，转角处
总有善意与温暖。不管多艰难，
亲情和友情都在。

我从不相信未来可以预测，

但我坚信未来可以思考。在永恒的
变化中，我们可以肯定，始终有一些
确定的东西，值得我们清醒时追寻，
有一些自己能够掌控的东西，值得拼
尽全力拥有。

比如，我们对平安健康的祈祷，
这是我们不变的追求。因为有了美
好的期待，我们需要养成良好的生活
方式。读书和学习该是我们所能掌
控的东西。有人说，人之所以烦恼，
是读书太少，想得太多。那就多读书
吧，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特长爱好。我
们应该成为具有特长的“T”型人才，
也要努力将特长和爱好并行起来，走
上“π”型道路。那么无论未来如何
变化，我们都可以让内心淡定而从
容。

和2022挥手道别吧。在时光的
河流，我们有时候确实像一片树叶，
总会被时代的风裹挟，历史的尘埃落

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
一座大山，但岁月会
告诉我们答案，“尽心
焉”向前走，没有哪个
港口能永远停留，也
没有哪个冬天不会迎
来春天。

2023年的春天，
正在来的路上。

春天，正在来的路上

岁月
沉香

你静默在这偏僻的西山岚垭
悄然看着山民日出而作
日暮归家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你以脚为圆心
手为半径 练习画圆

你习惯了壮丽的天空
也会变得雷霆万钧大雪纷飞

你习惯了阴恻的山风
也会变得温婉轻柔聆听涛声

你习惯了剌猬似的果子
洒向大地无人问津

几十年来青丝变白发

漫天飞舞豪气生
你悟出那写意风流

也不过是昼夜之间的吐纳循环
任由那无双棋路怎变幻

你只管屹立不倒逍遥自在

借你一片荫凉
容我滞一滞前进的步伐

借你一片绿意
容我揣一揣生命的意义

此时的你温暖滋养着我
并不孤独的沉寂

我是你眼中突如其来的陡峭风景
你是我心中

永远走不出去的记忆遗址

默读一棵板栗树
□何从花

西游

一棒打下去
露出原形

妖孽个个皆空降
背景强悍

结果草草收场
八十一难是一场大戏

生死关和艳遇
都在前方等你

最执念的人口吐莲花
手无缚鸡之力
长得一身好肉
诱杀狐仙鬼魅
常有几个跟班

嚷嚷着不干了不干了
急将他几句

又乐癫癫地回
修成正果是一门好生意

只是动一下凡心
罚你多演一场博眼戏

玄奘

一介白面书生
偏偏要去受苦
你偏一直西行

一颗善心包容天下
不分人与妖

谁不想吃他的荤
他就是不沾腥

师父你就从了吧
给你什么也不要

只为几卷经书累趴下
八十一难算个啥

我有金箍棒和钉耙
还有沙僧白龙马

大雁塔谁留舍利子
一点小美
传奇千年

醉了朝霞和晚霞

悟空

千钧金箍棒
也砸不碎

愈念愈紧的紧箍咒
发几回脾气

回几趟花果山
都不管用

从石头缝里蹦出
命运就已成定数
金睛火眼炼就

容不得半点玷污
一路降妖捉怪
成全几卷经书
你若不杀生

谁还念阿弥陀佛

八戒

是神 似妖
大耳长嘴獠牙
肚皮如鼓吞食
唯独不像人

不像人
却演尽人性百态

西行路漫漫
谁最可爱

喜剧笑死风尘客
钉耙亦很务实
既可除妖捉怪

也可效命炊烟田舍
饭量巨大

压不住一小点情色
修成正果

应是误打误撞
误信误传

嫦娥听到了
一声呵呵

沙僧

你沉默是金
可能只有白龙马

与你媲美
如若不是为了报警
你不会吱一个声

立场和态度都不现形
任尔等师徒斗嘴
不恭维不谄媚

也不拉偏架得罪人
现代人放开来讨论
幸亏你活在古代

活出老实人的传奇
西游记若遇上裁军

也许第一个
是把你拿下

矛盾的是那副
同样不说话的挑子

有点重有点远
谁挑？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戏说《西游记》（组诗）

□王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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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未遂的旅行
珍珠般串接的日子，充盈着仪式感

脚下裹挟着风
像奔跑的豹，诠释着转眼间的速度

真实和虚假盖住了昨天
山的棱角依然存在，但我紧锁喉咙

看破，不说破

在各自的时空安好，正如微笑的尽头
应该是微笑。祝福自己
时间朝前一大步，经历

正成为陈旧的答案

一年已尽，一年又起
终归是凡夫俗子，与柴米油盐情缘未了

我持有沧桑的口吻
与一些熟稔的过往不期而遇

减持好奇心，会有更远的远方等我靠近

一年之际
□兰采勇

□文图/刘友洪

头枕蓝天，脚踩大地，穿过亘古
时空，来到我的童年。

一个石匠，把你千锤百炼，变成
石磨的模样，来到我的老家。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童年就是你
的高光时刻。

那时，除了在庄稼地里的时间，
除了在床上睡觉的时间，除了灶边做
饭、桌上吃饭的时间，全家人的时间，
都围着你转，你成了家的中心，生活
的中心。把玉米、小麦、高粱磨成粉，
用来蒸馍馍做锅贴，得劳驾你。逢年
过节做豆花，泡胀的黄豆到你的体内
走一遭，洁白的豆浆如同山野的瀑
布，挂满你的腰身。孩子们嘴馋想吃
蒸肉了，母亲将炒熟的大米经你一
碾，那四溢的香味，就将在外撒欢的
孩子牵回了家。甚至中秋节做糍粑，
也要用上你。

那时的你，青春又朝气蓬
勃——你有使不完的劲，出不
完的力。一天没转动，你就浑
身不舒服；即使白天没活动，
晚上也得补上。吃过晚饭，没
人招呼，无人使唤，你就像磁
石一般，把全家人都吸引到你
的身边。那时还没有电，男人

移过马灯，取下磨杆，娴熟地挂在你
的身上。女人用升子装上玉米，随
着你转动的节奏，不断往磨眼里喂
食。爷爷奶奶也围在你的身边，帮
着递家什，传面粉，眉宇飞扬之间还
谈论着白天听来的稀罕事。就连读
小学、初中的孩子，做完家庭作业，
也要来到你的身边，伸出手来搭在
磨杆上，帮着出把力。一家人的夜
生活，就围着你度过了。

那时的你，周身是劲，浑身有
力，如同猛狮一般。你用那锋利的
牙齿，将包谷、小麦、高粱，黄豆、魔
芋，以及生活的粗砺、心愿的崎岖甚
至一切一切的不顺意，嘎嘣嘎嘣咬

得粉碎，日子就变得至细
至味，活色生香了。

那时的你是歌者，乐
呵呵的歌者。你每每转
动一圈，都要发出一声长
长的浅浅的天籁般的低
吟，把全家人的欢声笑语
传得很远很远。

你咕噜噜转动的上

扇，就像我那主外的父亲，为了这个
家，永远不知疲倦地奔忙着。你沉稳
的下扇，就像我那主内的母亲，牢牢
地守住自己的阵地，任凭风起云涌，
都纹丝不动，把这个家当得妥妥的。
磨盘则像我那心地宽广的爷爷奶奶，
家里的高兴事烦心事，一股脑儿都接
着，随着那刷子麻利地打理，物各其
主，该去哪就去哪吧。

如果啥时候，你吐出几颗玉米粒
来，我知道，你已累了，倦了，需要调
理，需要休息了。父母请来石匠，将
你体内那弧线的斜纹，用錾子打磨锋
利，就像武士打磨他的刀剑一样，哗
哗哗，哗哗哗……愈后的你又恢复了
往日的神气。

日子从你身上流出，亲情就被拉
得悠长悠长。随着千万次的转动，你
的身子一天天矮了下去，如同父母的
身子一天天佝偻下去一样，而孩子们
的身子却一天天高大了起来。

你老了。你的同伴，有的被遗
弃在荒山野岭，荒芜于蒿艾之间。
有的被人作了石阶，或铺成了地

面。而你，寂静地蜷缩在农展馆的
一角，鲜有人来参观你，更没人去推
动你，你像一个掉了牙的老妇人，落
寞无奈，无人问津。

现在即使在农村，也很难见
到你。如果我想念你了，我就回
到故乡，站在高高的山岗上，遥望
那蜿蜒的山路，在那深深的溪涧
处还镶嵌着几架磨盘。如果运气
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听见那推磨
摇磨的声音。

碳中和与中国未来

想念石磨

科普
文学

乡村
物语

诗花
烂漫

三人行必有我师（篆书）。 作者 唐诗

巴渝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