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与读
用文学呈现鲜活的钱江源

钱江晚报：《问源：钱江源》是你和杨方合作

完成的，具体你们怎么分工的？

谷禾：这本书是中国林业出版社刘东藜社

长策划的“中国国家公园”书系中的一本，参与

者还有著名作家叶梅、徐可、何向阳、王剑冰、杨

海蒂等人。

考虑到工作繁忙的实际情况，我选择了其

中面积最小、交通也相对方便的钱江源国家森

林公园。接受任务后，突遭逢疫情，迟迟无法成

行。情急之下，我找到了近水楼台的杨方，希望

她能伸出援手，和我合作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杨方爽快地答应了我，并第一时间去了开化，深

入探访和考察了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景

区莲花尖和古田山原始森林，还通过诗人赖子

搜集到了包括《开化县志》在内的有关钱江源和

开化的所有历史和人文资料，我在通读的基础

上拉出了一个结构提纲，杨方结合自己的实地

探访和考察情况，完成了初稿。

疫情好转后，我才赶过去，用一星期的时间

把杨方走过的地方又走了一遍，她有遗漏的地

方也去仔细看过补上，并最终完成了整部书

稿。其间正好经历了从立春到雨水这个时间

段。现在回头想，时间差呈现在书中，反而让读

者看到了一个动态变化中的鲜活的钱江源，这

是我接受任务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是意外之

喜。应该说，这本书的完成，杨方作出了主要的

贡献。

钱江晚报：有些好奇，写《问源：钱江源》这

样的“国家地理”的自然类书籍，除了身体力行，

行走观察，关于钱江源，您还做了哪些功课？

谷禾：人文地理学方面的书籍，早几年我读

过段义孚的《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浪

漫主义地理学》等，但对于写作者来说，最重要

的还是自身的文化积累，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建

构起来的。

当你面对众多历史人文和自然生物、水文

地理资料的时候，就能够敏锐地找出某个地方

的与众不同，然后从那些资料中检索出自己需

要的东西，并用文学的手法去复活它。

钱江晚报：我在书中看到了 85 后年轻人，

毕业后在古田山的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工

作，您觉得这一代人在此中，现代生活和与人相

隔的大自然之间，会有强烈的冲突感吗？

谷禾：我见过几位在当地工作的年轻人，从

交谈中能感到他们的乐观和对这片山水的热

爱。我去古田山考察时适逢下雨，钱江源国家

森林公园汪长林常务副局长陪着我走，我们每

个人拄了一根树枝，路上落叶很厚，石头非常湿

滑，还不断被溪流和断折的树木拦住。而且越

往上走，森林里越加幽暗，越加寂静和深远，真

的是“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响”。

如今工作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从核心区到

县城也就一个小时多的路程，为了更好地保护

那里的生物资源，原始森林部分基本上是禁入

的，对生物资源的保护、监控和观察，更多是通

过网格化安装在森林里的众多摄像头实现的。

那么，员工们也不是扎进去就很难走出来的状

态。我个人认为，当你认识了工作的价值和意

义后，不但不会觉得孤独，说不定还会深深地爱

上它。

钱江源在哪里？可能有很

多浙江人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钱塘江支流众多，水系庞大，源

头究竟在哪里，多年争论不休。

1999年11月11日，新华社

发布专稿，向全国通告，“源自莲

花尖的莲花溪，源自龙田乡境内

的龙溪，都在浙江省开化县齐溪

镇汇聚成河。齐溪镇的得名也

由此而来，因此钱塘江的源头应

该在开化县的齐溪镇境内。”

钱塘江源头自此定音。原

来，问源钱江源，钱江源在莲花

尖。一个美好的名字。

2021 年春天，来自北方的

诗人谷禾和浙江作家杨方，分别

从北京和浙江永康出发，实地探

访钱江源，写下《问源：钱江源》

一书——作为中国国家公园丛

书系列之一，由中国林业出版社

出版。

又一年初夏，离两位作家钱

江源问源之行已经一年过去，一

杯龙顶茶，透绿明亮，涵盖了钱

江源的颜色和风韵。

“在钱江源，最大的感受是

绿。”谷禾说。

2022年4月28日，京杭大运

河实现全程通水，这是百年来京

杭大运河首次全线通水。这也

意味着，家住北京通州的诗人谷

禾从运河顺流南下，到了杭州，

再溯钱塘江而上，抵达钱江源，

是可以实现的旅程。

一个诗人的江南寻梦——

到钱江源
与山水为邻与花鸟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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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与今
眼前有景道不得

钱江晚报：作为诗人，您用脚丈量自然，

不由得让人想到古代山水诗人谢灵运，他也

在浙江留下了很多足迹，您有没有在这个过

程中写下自己的诗？

谷禾：这次走了一个星期，我觉得还是太

匆忙了。我准备找其他的季节再去几次，以

后有机会修订再版的时候，争取把钱江源的

一年四季的面貌和变化都呈现出来。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个时候

游历山河，主要靠两条腿。如果现在也这个

样子，从北京到开化，估计要走小半年吧，边

看边写，多惬意呀。谢灵运号称中国山水诗

的鼻祖，但我更喜欢李白孟浩然，这是个人偏

好了。你说的诗情诗意，按我的理解，面对自

然的大美，人类更多时候感到的是无言，是

“眼前有景道不得”，我是直到不久前才写了

一首关于古田山的诗。

钱江晚报：作为探访者，您站在钱江源的

源头，又是如何审视一条水系的历史和当下？

谷禾：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写“江边

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对于钱江源

来说，百年几乎等同于瞬间，不变的自然，变

的是前赴后继的光临者。钱塘江流到杭州，

有了一日日的回潮，流到入海口，有了横无际

涯朝晖夕阴。但它的源头莲花尖却只有一线

涓涓细流，众多的水，从万木丛中，从每一片

叶子里，从每一块石头里，八方汇集，奔流而

下，浩浩荡荡，始见江河，在不同世代造就了

不同特色的文化。我看到的钱江源，体现的

是文明的和谐，从这一点上来说，开化人是了

不起的。

钱江晚报：《问源：钱江源》中写了各种

植物花草的世界，您对植物津津乐道，感觉

有点像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又仿佛《诗经》

中的花草回到了您的笔端，有种飘然出尘的

快乐，还有“动物世界”，在乡村长大的您，对

大自然里的树、花草等植物是否有一种很亲

的感情？

谷禾：我视大自然里的所有树木和花草

为亲人和邻居。我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已经

23 年，但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与这个城市仍然

是格格不入的，也许再过几年，等我退休了，

我就去开化或者别的地方，过一种与山水为

邻、花鸟为伴的生活去。这也是我的梦想。

钱江晚报：您喜欢浙江开化这个地方，如

果让您向别人描述浙江开化，您会怎么说呢？

谷禾：我会说那里是“悦目养心的水源

地，红尘之外的净土，远离喧嚣的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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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瑾华

多吃几本书

来阅读我的更多文章吧

生于 1967 年。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写作，著有诗集《飘

雪的阳光》《大海不这么想》《鲜

花宁静》《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

撒冷》《北运河书》《世界的每一

个早晨》，散文集《黑棉花，白棉

花》等多种。

谷
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