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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由 北 京 市 文 联 与 中 图 集 团 联 合
打 造 的 全 景 文 学《星 鱼》VR 主
题 曲 、MV 和 预 告 片 近 日 相 继
发布。

全景文学《星鱼》VR 是“北京
市 文 联 文 学 艺 术 创 作 扶 持 专 项
资 金 项 目 ”，由“ 鲁 迅 文 学 奖 ”作
家 周 晓 枫 童 话《 星 鱼 》改 编 而
来。《星鱼》讲述了一个关于梦想
与 勇 气 、亲 情 与 责 任 的 成 长 故

事 ，文 字 将 星 空 的 浩 渺 无 穷 与 大
海 的 深 邃 壮 美 尽 展 眼 前 ，想 像 瑰
丽，意蕴深远，是 VR 镜头语言的
理想蓝本。

依托“5G新阅读”概念，中图集
团借助 VR 全景等数字技术，将原
稿文字转化成 8K 超高清 VR 全景
视频，通过“文化+科技”手段，让

“星鱼”跃出平面静态 的 纸 页 ，活
灵 活 现 地“游 ”到 读 者 面 前 ，实现
了对传统文学 IP 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据悉，《星鱼》VR 将于近期在

中国科技馆进行线下首映，并陆续
登陆图书馆服务广大读者。通过
球幕影院和定制的“星鱼”深度沉
浸式展览与 IP 周边文创，观众可徜
徉于浩瀚星辰，遐观宇宙奇景，亦
可漫游于深邃大海，跟随星鱼的旅
程探索，开启一段如痴如醉的文化
沉浸之旅。

未来，北京市文联与中图集团
将携手系统打造一批具有国际一
流水准的 VR 全景文化作品，助力
文学“出圈”，让中国文学以更生
动、更精彩、更具活力的方式，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生
活需要。

大运之河，新路长歌。由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中共浙江省委
宣传部、浙江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浙文影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天润大美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出品的长篇重大现实题材电
视剧《大运之河》，近日在浙江省湖

州市开机拍摄。
作为向党的二十大献礼重点

剧目，《大运之河》被国家广电总局
列入“我们的新时代”重点电视剧
片 单 ，是 浙 江 省 重 点 文 艺 创 作 项
目。本剧由著名青年导演潘镜丞
执导，王雷、韩雪、王龙正、许龄月
领衔主演。此外，本片总制片人高
军和编剧马继红也是业界公认的

金牌主创，曾联手打造过《外交风
云》《彭德怀元帅》等多部主旋律
作品。

《大运之河》首次以大运河为
背景，立足当下，以运河岸边的东
江市为叙事载体，聚焦党员干部路
长河的勤政实干，通过治理河道污
染、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历史文化，
完成世界申遗；打造大运河旅游金
名片，树立城乡共同富裕样板等一
系列事件，多维度讲述新时代运河
沿岸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故
事，展现出一幅充满激情和活力的
新时代画卷。

聚焦大运河新时代巨变

《大运之河》在浙开机

依托VR全景等数字技术

5G新阅读让文学出圈

◆王士跃

文化快讯 ■

◆特约撰稿郭宗忠

在车水马龙的北京中关村南大街、靠
近国家图书馆的魏公村地区，有一棵矗立
在路中间的老槐树。它高近二十米，树干
有两三个人合抱那样粗，枝繁叶茂，周围还
特地建有护栏。

在高校云集、居民众多的魏公村地区，
它像一位饱经沧桑却充满温情慈爱的老
人，见证着莘莘学子的历练成长，也守护着
普通百姓的岁月流转。它的身上，也充满
着悠远的历史和别样的温情故事。它就是
被我们称为“老村长”的老槐树。

300年的老槐树

据当地居民讲述，这棵老槐树有近三
百年的树龄。然而，魏公村在 1949 年时还
是只有十几户农民的小村落，为什么会有
这样高树龄的大槐树呢？

这要从魏公村村名的来历说起。魏公
村是由古代畏兀儿（即今维吾尔族）人在这
里居住和通商演变而来的。从唐代开始，
西北的维吾尔族人往来于新疆与北京之
间，在北京落脚的地方就是现在的魏公村
所在地。

那时，魏公村逐渐形成了维吾尔族人
进出北京的“驿站”。特别是元朝定都北京
后，大都西的维吾尔族人聚居在此，被人们
称为畏吾村。 清人乔松年《萝亭札记》中
载：“畏吾村，盖京西直门外村名，本西域畏
兀部落，元太祖时来归，聚处于此，以称村
焉。”到清代，畏吾村这一名称依然沿用。

诗人王士祯、查嗣瑮、法式善均在文中
提及畏吾村。在康熙年间，畏吾村也称“魏
吴村”，乾隆年间又称“卫伍村”。直到民国
四年（公元 1915 年），绘制的《实测京师四郊
图》中标有魏公村，“文革”改成“为公村”，
1982 年又恢复“魏公村”原名。在魏公村附
近西三环路上的一座立交桥至今仍称作

“为公桥”。可见，魏公村的语音以及字词
的演变，也是维吾尔语相近音的不同写法
而已。

上世纪 50 年代初，政府将原住红庙、白
祥庵村等地的 100 余户居民迁至魏公村，成
立了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魏公村小队。
之后，随着城市发展需要，上世纪 50 年代
后，魏公村周围相继建起了北京外语学院、
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和中国气象
局等。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后，村周围的
农田菜地就完全被新建的居民楼等建筑取
代了。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商业复兴，很
多人到魏公村一带经营餐馆。因为临近中
央民族学院，这里陆续出现东乡族、藏族、
朝鲜族、傣族、彝族等民族经营的餐馆，逐
渐发展成了多民族餐馆一条街。特别是维
吾尔族餐馆经营的烤羊肉串、抓饭、烤馕、
薄皮包子、拉面、汤面片等美食，广受人们
青睐。

如今，这棵大槐树具体什么年代栽下
的已经无从考证，也许还有大槐树的祖先
们，它们一直站在魏公村的这片土地上，守
护并见证着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变迁的
历史，也见证着当代民族发展的融合。

作为魏公村的“老村长”，它还见证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京赶考”的场景。

1949 年 3 月 25 日清晨，毛泽东、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乘坐
火车从涿州到达北平西郊的清华园车站。
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颐和园出发，
前往西苑机场，参加隆重的阅兵仪式。当
年毛泽东等领导人前往西苑机场所走的路
线，大部分为今天的颐和园路、中关村大
街、中关村南大街，这一路线以前称为“白
颐路”，其实名字叫“西颐路”。

西苑机场在距离颐和园不足千米的西
南方向，只是中间都是乾隆时开垦的京西
稻田等农田，当时没有直通的公路，只有一
条狭窄的土路。考虑到首长的安全，最终
决定经海淀镇、魏公村、白石桥，再向西折，
经三虎桥、车道沟、板井，绕一个大圈，到南
坞村西面的西苑机场。

而“老村长”当时就站在魏公村路边，
看到了领袖们“进京赶考”的风采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曙光。

人与古树新篇章

如今的中关村南大街，是白颐路的一
部分，从前叫白石桥路。紧邻国家图书馆
的 白 石 新 桥 ，是 1997 年 在 原 址 上 新 建 的
桥。原白石桥，是元二十九年（公元 1292
年），郭守敬开通瓮山泊水到什刹海水路时
所建，因所使用的石料为灰白色，时称小白
石桥，明代重建后称白石桥，上世纪 90 年代
中期保存的白石桥为清代所建。

1936 年，宋哲元驻军北平，开辟了出西
直门往西到白石桥，再由白石桥往北直达
海 淀 黄 庄 的 柏 油 马 路 ，由 此 形 成 后 来 的
白 颐 路 ，时 称“ 西 颐 路 ”。 这 条 路 东 南 起
自西直门外大街，向西至白石桥，再往北
经 魏 公 村 、黄 庄 、中 关 村 ，在 海 淀 镇 东 北
角 西 折 ，在 北 京 大 学 和 海 淀 镇 之 间 通 向
颐和园正门——东宫门。

后 来 几 经 拓 展 ，1949 年 之 后 ，白 颐 路
从六七米宽，拓展到十米宽，两侧和路中
间 栽 植 了 白 杨 树 。 白 杨 树 长 得 高 大 ，在
夏天，树荫几乎遮蔽住了所有的道路，构
成了一条北京城西北部最漂亮的白杨树
绿 色 长 廊 。 它 自 南 向 北 绵 延 数 里 ，连 接
起 了 国 家 图 书 馆 、人 民 大 学 、北 京 大 学 、
清 华 大 学 、圆 明 园 ，有“ 绿 色 小 长 安 街 ”
之称。

随着改革 开 放 的 春 风 最 早 苏 醒 而 来
的 ，还 有 中 国 科 教 智 力 资 源 最 密 集 的 地
方 —— 中 关 村 。 1980 年 ，中 关 村 第 一 个
民营科技机构在物理所一间闲置仓库里
办 了 起 来 ，到 1987 年 底 ，集 中 在 白 石 桥
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区域内，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已有 148 家。从“中关村

电子一条街”到“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从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到全国第一个自主
创新示范区，两万余家高新技术企业、300
多家上市公司在这里蜂拥而起。

只是，道路在制约着中关村发展的更
大空间。1996 年起，政府对海淀路中关村
部分路段进行改造。白颐路全程修建成四
幅路板，全部改为地下管道排水。沿线由
原来的白杨树改种以银杏为主的落乔 2916
株，成为全市最长的银杏街。随着道路拓
宽，沿线建起过街天桥，机动车、非机动车
分行。

一条宽阔的城市主干道替代了原来的
乡村公路，而道路两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
厦替代了那些高大的白杨树。

当时，白石桥路边的这棵大槐树，也在
修路砍伐的范围之内。

为 了 留 下 这 棵 历 史 见 证 人 一 样 的 大史 见 证 人 一 样 的 大
树树，，设计者们想方设法设计者们想方设法，，让路边的大槐树保让路边的大槐树保
留在了路中间位置留在了路中间位置。。他们为他们为树设置护栏，
并在路中间修建了绿化带。

老槐树像是一位饱经沧桑而重新焕发
出活力的“老村长”，在城市建设者们的呵
护下，发芽开花，并垂下一树的绿荫。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像爱护“老
村长”一样，珍惜这片土地的历史，也珍视
创业发展带来的一切机遇，包容在这片土
地上拼搏的每一个人。

如今，“老村长”不再孤单。从它的护
栏开始，在路中间沿路修建起一道隔离带，
成为一道延展的花坛。春天，铺满萱草、麦
冬等小花小草；夏天，月季、牡丹、玫瑰和蔷
薇，依着隔离带上的栅栏盛开，形成一道数
千米的“花墙”，瑰丽而缤纷的花朵，散发着
迷人的花香。

在园丁的照护下，“老村长”焕发新的
活力，遒劲的树枝上发出新芽，旺盛蓬勃
的生命给人生机。而沿路两边次第而建
的小花园，成为老村长周边的“桃花源”，
花 草 树 木 、健 身 器 材 、小 广 场吸引来蹦蹦
跳跳的孩子、谈情说爱的年轻人、运动健身
的老人……

“老村长”静静地望着这一切。此时，
大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青梅煮酒

徐刚是一位久负盛名的诗人
和 散 文 作 家 ，在 当 代 中 国 生 态 文
学 写 作 领 域 具 有 重 要 地 位 。 他
发表在《人民文学》2022 年 1 月号
上 的 长 篇 非 虚 构 作 品《自 然 笔
记》，展 现 出 作 家 近 年 来 对 生 态
文 明 新 的 思 考 ，主 题 侧 重 和 写 作
手 法 都 呈 现 出 阶 段 性 的 思 想 转
变 和 风 格 拓 展 ，流 露 不 同 以 往 的
美 学 向 度 。 尤 其 是 关 于 崇 明 岛
的 深 度 叙 写 ，对 出 海 口 生 态 意 义
的 艺 术 缕 述 ，让 读 者 顿 悟 青 山 绿
水 的 静 好 ，堪 称 一 篇 生 态 文 学 的
佳作。

崇明岛是中国第一大江流冲
积 岛 。 它 平 卧 在 长 江 的 出 海 口 ，
面 朝 自 然 资 源 极 其 丰 饶 的 东 海 ，
以 其 独 特 的 地 质 形 态 和 植 物 聚
落 ，丰 富 多 样 的 物 种 以 及 重 要 经
济价值，占据着长江三角洲举足轻
重的地位。

出海口的内涵远超人们对它
的认知。淡水与咸水相互交融，陆
地与海洋物质碰遇混合，径流与洋
流汇聚合一，带来的是物理、化学
和生物诸方面的积累和丰厚，演化
与更替。因此有生态学家称，出海
口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最为可贵的
资源之一，在生物生产力方面可与
热带雨林相匹敌”。

以我所在的北美沿海地区为
例，出海口贵为“海洋养殖场”，美
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海鲜食品来
自于出海口的广大生物链。尤其
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分布的出海口

区域，生态物种呈现了鲜明的层阶
性递序，由森林、沙草到滩涂、浅
湾，丰富的物种和而不同、相互依
存，因此出海口具有重要的生态意
义。

对于徐刚而言，崇明岛这片出
海之地首先是童年时代的美好记
忆，是充满温情幻想的芦花洲屿。
他 睁 开 好 奇 的 眼 睛 ，所 见 宅 沟 沙
河，绿树野花组成斑斓世界。他慢
慢长大，奔跑在开满金色油菜花的
耕地和辽阔的沼泽与沙洲。他和
小伙伴们赤条条在水中玩耍，斗胆
探 险 大 芦 苇 荡 ，看 小 鸟 哺 育 新 生
命。“水边丰富而辽阔，有各种生命
在水里、地上、地下。水边集生命
之大成，淡水与咸水滋润着我少小
的心灵。”

多年以后，以关心生态为己任
的作家徐刚，看到的是更为深邃和
复杂的一层，呈现在眼前的崇明岛
变成了更加整体和综合性的深度
扫描。他告诉读者，故乡不只是一
张淳美清新的明信片，更是一座蕴
涵丰饶的自然宝库。他的观察更
趋严谨科学，叙述深入生动，在广
角与聚焦交替的掠景节奏中，以抒
情的文字张力和生态博物学的解
析引领我们一同漫游大滩涂奇境：
东滩。

东滩，一片长江鼻尖上的稀有
大泽，面积两百六十多平方公里，
是世所罕见的物种休养生息的珍
土，也见证着陆海变迁的版图和生
态消长演替的自然历程。

小 鸣 雀 喜 欢 安 家 大 芦 荡 ，鸻
鹬 鸟 类 、天 鹅 则 偏 爱 海 三 棱 草 食

物 区 ，雁 群 喜 食 嫩 芦 根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鸟 禽 白 头 鹤 则 逡 巡 滩 涂 ，
寻 食 壳 类 、鱼 虫 等 底 栖 生 物 ，那
些 底 栖 的 生 物 则 又 依 赖 丰 富 的
藻 类 植 物 、浮 游 生 物 和 泥 沙 中
的 各 种 营 养 而 存 活 繁 衍 。 这 是
一 个 精 彩 华 丽 的 生 态 家 族 ，是
大 湿 地 鲜 活 生 命 的 完 美 生 态
链 。 百 万 只 的 候 鸟 、留 鸟 和 数
百 个 水 生 物 种 共 栖 共 息 于 此 ，
皆 在 动 态 之 中 保 持 平 稳 均 衡 的
延 续 和 演 化 。 正 如 作 家 所 说 ，

“ 它 具 有 鲜 明 的 动 态 性 、物 种 多
样 性 ，它 始 终 处 于 沧 海 桑 田 的 神
妙过程中。”

在 写 作 手 法 上 ，徐 刚 似 乎 回
归 古 典 ，流 露 一 种 恬 静 闲 适 的 诗
意 。 叙 述 过 程 偶 尔 植 入 古 文 虚
助 词 ，语 气 节 奏 悠 扬 舒 缓 ，意 蕴
深远。

徐刚本人曾说，今天的中国生
态文学已进入新的阶段：“渐次深
入至家园土地，草木虫鸣，渐富诗
性，于中国传统经典中汲取营养，
其格调及语言文字有极强的汉语
文化特色”，这可视为徐刚本人写
作风格逆转的一个注解。

总而言之，在当今中国生态作
家群体中，徐刚在继承古典文学与
拓展生态文学表现空间方面为我
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学者孙彦
彬评价，徐刚的生态写作“不仅在
其所涉及的生活领域和蕴涵的情
感和思考方面具有意义，而且在开
拓中国文学的审视对象和表现内
容及文学形态的创新方面，也具有
重要意义”。

唱给崇明唱给崇明岛的一首情歌岛的一首情歌
———读徐刚非虚构作品—读徐刚非虚构作品《《自然笔记自然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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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奎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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