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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妍凌北京报道“行过风霜雨雪，坐看四
季变迁，俯察须弥草芥，仰观星河天悬。”以大自然为主题
的歌曲《自然之歌》日前制作完成并正式推出。

去年 10 月，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与全国自然教育论
坛发起“自然之歌创作大赛”，邀请热爱美好大自然的网
友，以自然为主题，改编音乐人高晓松创作的歌曲《生活
不止眼前的苟且》歌词，上传官网进行展示和投票。

活动得到网友大力支持。仅去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8 日期间，大赛组委会就收到 445 首参赛歌词作品。经过
初步审核，符合曲调结构和参赛内容的 136 首歌词进入
了展示和投票环节，超过 41 万人次参与了投票。在网络
投票产生的前 20 名入围作品中，大赛评委从音韵、文字、
意义 3方面对作品进行评分。

最终，大四学生薰衣草的作品拔得头筹。歌词中，不
仅囊括了多种动植物鲜为人知的生活习性和丰富的自然
现象，颇具科普意义，也有感性抒情，如“打开五官感觉，
习以为常变新鲜，不再惧怕黑夜，虫声蛙鸣的盛宴……只
身青山绿水间沉淀，对喧嚣和纷扰说再见。”词作者薰衣
草是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中心的兼职自然解说员，每次体
验活动，参与者都会经历与自然独处的过程，感受身心宁
静。这对被纷杂生活烦扰的人来说，是难得的与自然和
内心真诚对话的体验。

据了解，《自然之歌》的录制不仅邀请到了“小怪乐
队”的萌娃们，还有百余位自然教育从业者。活动主办方
和录制者希望，通过《自然之歌》的传唱，激发大家对自然
的好奇心和兴趣，从而让更多人加入到自然保护的行
列中。

本报记者王双瑾西安报道 春季开学第一天，陕西省
西安广播电视台推出全媒体实时互动节目《开学啦》。在
西安高级中学初一（1）班，市治污减霾办工作人员钟曦萌
以《治污减霾 从我做起》为主题，给学生上了开学第一课。

“在今年春节和元宵节里，有多少同学跟家人朋友一
起燃放烟花爆竹了？请举手示意一下。”这节课从一个小
调查开始。看到没有同学举手，钟曦萌为同学们的环保
行为点了一个大大的赞，并科普了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

接下来，钟老师从如何区分雾和霾、雾霾有哪些危
害、远离雾霾我们可以做什么、西安市头号民生工程治污
减霾情况等，向同学们进行了详细讲解。“在环境保护上，
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人、没有局外人，要积极行动起来，从
我做起，从身边事做起。”钟曦萌号召同学们自觉践行绿
色生活的方式，养成良好的绿色生活习惯，同时积极向家
人、亲戚朋友、小伙伴们宣传“治污减霾、从我做起”的理
念，鼓励更多人加入。

班主任陈老师表示，在以后的教学中，将着重培养学
生们的环保行动和绿色生活习惯养成，从小就要做环保
践行者、宣传者和监督者。

据了解，《开学啦》节目通过西安广播电视台一套、西
安广播电视台两微一端、西安网、西安交通旅游广播、趣
看直播、新浪天眼等平台进行了同步直播。

《自然之歌》呼唤亲近自然

开学啦，听听怎么治污减霾

环保直播走进西安课堂

◆本报记者陈妍凌

旧鼓楼大街，老北京的文化地
标之一。沿着一条不起眼的胡同
往里走，刘秀华的家就坐落其中。
她和 8 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挤在十
几平方米的主卧里授课。逼仄的
空间摆不下足够多桌椅，坐不下的
学员只能在旧沙发上挤挤。偶尔
有人起身取东西，需要好几人挪位
子，腾出一条窄窄的通道。

这些年轻人在学习一门濒临
失传的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手
艺——蜡果制作。传艺者是年逾
花甲的刘秀华——蜡果制作技艺
第四代传承人。她说：“我如果不
做，这手艺就要失传了。”

在下坡路上悟出的使命感

蜡果是以蜡为原料制作的手
工艺品，包括仿真水果、蔬菜、糕点
或动物、人偶等。在物资匮乏的年
代，人们在家中摆放蜡果，为生活
增色添彩。

刘秀华入行学做蜡果，是误打
误撞的。1971 年，她从北京一零一
中 学 毕 业 ，分 配 到 北 京 工 艺 美 术
厂。领导带她到各车间和工作组
转转，让其略作了解。因为在蜡果
组的一句呢喃：“这个真好玩”，刘
秀华最终被分配到了蜡果组。

“当时很不高兴。”刘秀华皱着
眉头回忆，蜡果组六七名成员，除
她之外，年纪最小的都有 50 多岁，
年长的甚至已过退休年龄。老前
辈们坐得住，静静地一干就是大半
天 ，这 让 年 少 活 泼 的 刘 秀 华 觉 得

“沟通不来，日子太闷了”。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厂子逐

渐走下坡，蜡果组的老手艺人们也
相继退休，不再补充新鲜血液，蜡
果制作数量大跌。敢想敢干的刘
秀华在北京后海地区租了间 20 多
平米的小平房，组织五六位退休的
蜡果制作人和街坊，热火朝天地搞
制作，销量还不错。“那会儿年轻人
结婚，都兴找人做木柜子、沙发什
么的，可你要有蜡果摆在家里，颜
色 鲜 艳 ，多 添 彩 啊 。”刘 秀 华 回 忆
时，脸上藏不住雀跃。

几年后，受外部环境影响，厂
里的象牙雕刻组宣告解散，组里手
艺人都下了岗。彼时，已经是蜡果
品车间主任的刘秀华趁势延揽了二
三十名象牙雕刻人到旗下。蜡果车
间的制作能力大大提升，产品种类
涵盖小动物、侍女像等。“那时候其
实没考虑手艺的传承和发扬，只是

想给师傅们找个糊口的生计。”
一边探索一边悟。从年轻时

的被动结缘 ，到 懵 懂 中 的 尝 试 突
破 ，刘 秀 华 到 了 中 年 才 对 自 己 的
职 业 有 了 真 正 感 悟 。 新 生 力 量
匮 乏 ，上 一 代 蜡 果 手 艺 人 老 去 ，
让 她 渐 渐 生 出 使 命 感 ：“ 我 得 让
大 家 知 道 有 这 门 手 艺 ，这 是 我 的
历史责任。”

困境里的微光

2000 年北京工艺美术厂倒闭
后，刘秀华就在不足 40 平方米的家
里做起蜡果。

手工蜡果制作工序繁琐，包括
制模、翻制、修饰等，制作周期最少
15 天，因此产量极低。刘秀华即便
半个月内只做蜡桃，也仅能做出 10
个。制作成本推高了价格，一个拳
头大小的蜡桃大约 80~100 元，一串
制作起来更费时费力的葡萄，则要
卖到 1500~1800 元。

相比之下，机器冲压的塑料仿
真水果，产量大，价格低廉，几元甚
至几角就能买到。刘秀华感慨，蜡
果没有竞争力，手艺人想靠这吃饭
很难，所以愿意干这一行的很少。

前些年，有一位小伙子看到媒
体上关于刘秀华的报道后，主动上
门学艺。可惜，只学了个皮毛便没
能再坚持。刘秀华的儿女也在工
作之余学艺，但他们的精力重心仍
在本职工作和家庭上，也不愿全身
心传承这门手艺。

前 路 困 难 重 重 ，也 有 微 光 闪
现。比如，在一场展会上，一名五
六岁的男孩把刘秀华的作品误以为
真，食指大动，抓着蜡桃不肯放，央求
妈妈买下。有趣的小误会让刘秀华
感受到公众对她作品的莫大肯定。

“蜡果还是有人喜欢的。”刘秀
华说，她的作品有人买，就能说明
问题。而且，每逢参展，总有公众
在 展 台 前 咨 询 蜡 果 的 制 作 工 艺 。

“ 这 几 年 全 社 会 都 重 视 非 遗 传 承
了，这很好啊。”

新招收的12名学生

今年 1 月，北京市西城区第三
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志愿
者招募活动结业。经过 24 课时的
培训，56 位学员通过了西城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认证及传
承人的认可，被授予“优秀非遗传
承志愿者”称号。其中，蜡果制作
技艺招收到 12名传承志愿者。

新招收的 12 人就是刘秀华从
50 多 名 报 名 者 中 精 挑 细 选 出 来
的。“入门前先考核绘画功底，人也
得踏实、坐得住。”

传艺时，刘秀华对学员的专业
要求很高，超过对“志愿者”或“爱
好 者 ”的 标 准 。 比 如 制 作 蜡 果 模
具，她要求学生，如果做不好，就回
家经常练，有不明白的，可以随时上
门请教。她说，学艺得慢慢练，急不
得。可心里还是忍不住着急，希望
他们快把技术练好，所以很严厉。

刘秀华曾对媒体表示，有人愿
意学，她就愿意教。但从她的入门
筛选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来看，又
透露急切。这种看似有些矛盾的

表现，其实是因为刘秀华既想拓展
爱好者群体，又想塑造能接棒的大
师级传人。

有别于刘秀华当下的目标鲜
明，学员们倒更像年轻时的刘秀华
——边走边悟。“我只学了皮毛呢，
有可能干着干着就更爱这个了，谁
说得准呢？”学员小李说。

学员小邹一边仔仔细细地为
手上的作品上色，一边说，练手艺
本来就是长期的事，光是做苹果模
具 这 一 项 ，她 可 能 就 得 再 反 复 练
半年。

新招收的 12 人职业不同，有中
学老师、会计、医生和高校学生等，
但都对传统手工艺或美术绘画怀
着极大的兴趣。他们每周末相聚
学艺，一些住得远的学员往返路上
就要花去四五个小时，却从没落过
一节课。平时下班后，他们也常在
家动手制作，不断琢磨。

于学员们而言，他们学到的不
仅是技艺，还有匠人精神：沉下心，
坐得住，学一行，爱一行。

于刘秀华而言，她希望传承延
续的，不仅是技艺，还有文化记忆。
时不时地，她会和学员们提起当年
北京工艺美术厂蜡果组的往事，聊
聊橱柜里那些有故事的老作品。

图为刘秀华蜡果作品桃子。

图为刘秀华蜡果作品葡萄。

图为刘秀华蜡果作品月饼。

▲图为刘秀华在制作蜡果。

楼上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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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热点

科幻小说阅读进入中考范围科幻小说阅读进入中考范围

培养科学思维培养科学思维 追求人文思考追求人文思考

传承

◆王璐

距离 2017 年北京中考，仅
余 4 个月。根据今年北京教育
考试院公布的消息，在《考试说
明》中，语文一科增加了科幻小
说阅读样题，还设计了以读书
实践、跨学科知识为背景的写
实和想象类作文样题。

众所周知，语文教育的根
本任务在于鼓励学生多读书、
读好书。所谓好书，正如林语
堂所言，是那些可以“开茅塞，
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见
识，养心灵”的书籍。科幻小说
被纳入中考大纲，足以说明科
幻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越来
越受到国人的重视。

中国的科幻文学和电影起
步较晚，长期以来局限于科幻
迷的小圈子。2015 年，刘慈欣
的科幻小说《三体》摘得雨果
奖，引发了国内的“科幻热”，越
来越多国人开始认识科幻的魅
力。此外，得益于 3D 电影技术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品
被搬上银幕。近年来，好莱坞
科幻大片接连走进院线，也为
大众打开了通往科幻世界的大
门。

科 幻 ，是 基 于 科 学 的 幻
想。科幻作品在讲故事的过程
中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学思
维，传递科学精神，其科普意义
毋庸置疑。然而，也常常融合
历史、政治、军事等人文知识，
有时甚至包含对文明和生命本
身的哲学思考。

在科幻的世界里，作者时
而带着我们乘天地间一只无畏
孤帆，直面未知，上下求索，时
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窥见人
性深处的真实，时而打破思维
的疆界，张开想象的翅膀，在多
维世界里自在遨游。

孤帆远影碧空尽

人生有限宇宙无边

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
来谓之宙。对于栖息在地球上
的 人 类 ，宇 宙 是 一 个 未 解 之
谜。当哥白尼推翻了统治欧洲

天 文 学 界 1000 多
年的“地心说”，人
类不再坚信自己是
宇宙的中心；当伽
利略展开太阳系画
卷的一角，地球也
不过是一颗绕日旋
转的普通行星，而

比地球大 130 万倍的太阳，也
只 是 银 河 系 星 云 里 的 沧 海 一
粟。即使是当今最强大的太空
望远镜，目力所及也只是浩瀚
宇宙局部剪影，其中的银河系
有如尘埃。人类短短的一生之
于浩茫广宇，不过是天地一蚍
蜉，只有用有限的一生投入到
无限的宇宙探索中去。

在科幻的世界里有无数关
于未来太空航行的瑰丽想象，
人类转瞬即逝的一生和宇宙的
无边无际形成了悲壮的反差。
在电影《星际穿越》里，由于地
球环境恶化，人类生存危在旦
夕，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派出
探险小组，穿越虫洞寻找宜居
星球，由于太空特殊的重力环
境 ，可 谓“ 天 上 一 天 ，人 间 一
年”，当飞行员库珀完成任务归
来地球，离开时只有 10 岁的女
儿已是弥留之际的老人。太空
中短短 3 年的行程对地球来说
是一生的守望。年轻的父亲和
垂暮的女儿，就是短暂的一生
和无垠的宇宙最富戏剧性的对
照。

人间正道是沧桑

反思历史反观人性

优秀的科幻作品基于对历
史的深入挖掘，有时对未来人
类社会的走向作出理性预测，
有时则大胆想象末日和危机之
下人类群体最真实的样貌，亦

或细致描画在极致处境下的人
类 个 体 。 一 个 伟 大 的 科 幻 作
者，可以在一个没有人去过的
未来世界里，呈现最真实的人
性侧面，探讨人性中的种种可
能性与复杂性。

在《三体》小说里，三体人
入侵，人类文明面临灭绝危机，
作者刘慈欣以彻底的批判精神
和无穷的创造力从整体到个体
多维剖开了人性的横断面，从
经历“文革”对人性失去希望后
转投三体文明的叶文洁，到遭
遇三体袭击后幸存的人类舰队
之间的互相残杀，再到永远地
逃离母体地球的“蓝色空间号”
飞船里人格变异的新人类，以
及地球被三体殖民后全体大移
民的灾难景象，作者以宏大的
历史叙事讲述未来史诗，以宇
宙的光年尺度俯视地球众生，
以深刻而悲悯的视角揭开人性
的层层面纱。

心事浩茫连广宇

超越存在想象未知

300 年 前 ，牛 顿 发 现 了 万
有引力，进而，爱因斯坦揭示了
时空折叠的原理，普朗克打开
了微观世界的大门，后来者霍

金几乎掀开了宇宙本源的最后
一层面纱，原来人类所感知到
的三维世界可能只是真实宇宙
中的一纸薄膜。

时间旅行、多维宇宙是科
幻作品最迷人的主题。阿西莫
夫在《永恒时空》里描绘了一个
多重宇宙和时间旅行的图景，
对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读者，无
疑是一次颠覆性的思想撞击。

《星际穿越》里飞行员库珀穿越
黑洞，到达五维空间从而向过
去发送消息，拯救人类于末日
危机。这类科幻作品将万有引
力、相对论、量子力学、黑洞等
抽象的科学概念变成一个个引
人入胜、启迪心智、震撼心灵的
场景和故事，带我们在时空的
隧道里穿行，在宇宙的星河里
漫游。

历史让我们了解人类漫长
的过去，科幻则是对人类未来
命运的推演和实验。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既然在我们的时
代还不能通过冬眠技术去看一
看未来，那么不妨跟着优秀的
科幻作品，去到几百年后的未
来，去到宇宙的深处，去到时间
的尽头，大概只有这样，才能超
越人生短短几十年宇宙间蚍蜉
一般的存在吧。

◆李辰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
到碧霄。”当我初读到这句诗的时
候，窗外恰好是晴空万里，只是憾
未亲见鹤群直冲云巅。自小成长
在一座空气质量极佳的城市，当
然想不到，若干年后的自己在走
向遥远的京城时，竟会被以往对
我而言仅仅活在字典中的一个概
念——大气污染所困扰。

当 下 全 民 环 境 意 识 不 断 提
高，公众对于大气污染密切关注，
并保持高度警觉，这在自媒体发
达的今日早已体现得淋漓尽致。

古时，能称得上环境问题的，
恐怕只有北方常见的沙尘天气
了。北宋末年，陈与义写道：“杨
柳 招 人 不 待 媒 ，蜻 蜓 近 马 忽 相
猜。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沙尘
一并来。”此诗口语成分甚足，也
揭示了一个至今仍然在华北等地
适用的定则：沙随风来。更准确
地说，沙子是被西北风夹带着往
东南方向移动的。不过近些年，
沙尘对中国东部沿海的影响已大
为减轻，西北风转而成为华北多
地摆脱浓霾的大救星，这可真是

“此一时，彼一时”。
说到霾，根据古时文人对其

的描绘，形象大概也是含糊不清，

与风沙、大雾之类混同，且难以用
今天的科学数据和定义加以“规
约”。南北朝诗人鲍照有一首诗
抒写冬日田园之灰暗面目，刚起
头即见“曛雾蔽穹天，夕阴晦寒
地 。 烟 霾 有 氛 氲 ，精 交 无 明
异”。到了杜甫笔下，则“云门转
绝岸，积阻霾天寒”。与他齐名的
李白老兄倒是别具慧眼，“莫辨陈
郑火，空霾邹鲁烟”，几乎歪打正
着地揭示了中国北方冬季霾情高
发的一大罪魁了。

中国的文人墨客大概很愿意
将他们的浪漫想象投射到自然山
水中去，但必须以青山绿水为宜，
最好是“清泉石上流”、“两山排闼
送青来”，足以使人心旷神怡。否
则，以穷山恶水之势，只能养足刁
蛮之气，更遑论动辄飞沙走石的
所在。可见，所谓风雅，也要以好
的环境为前提。借着“大漠孤烟
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壮怀激烈
的边塞诗人最在乎的也是言己之
志，至于西北的树被砍成什么样，
黄河的泥沙从何而来，倒未必有
多么重要。

不过就此批评古人的环保意
识淡漠也是不对的。从荀子到管
仲，从上古时代即告设立的“虞”
到秦人颁布的“田律”，都证明中国
的环保传统源远流长。只是老祖
先们更习惯于将环保作为可传达
的观念和可实现的事功，而诗歌文
体本身的功能也决定了它并不太
适合肩负起构建和传播环保观念
的重任。即便如此，那些能给人
以美的体验的诗句毕竟在客观上
形塑着我们的自然观，从这个意
义上说，文学之美并非可有可无。

风雅栖在美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