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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辉北京报道 近
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亚太地区保护臭氧层—应对气候
变化艺术大赛评选结果揭晓，我
国选送的 5 件艺术作品获奖。其
中，香港理工大学李悠游的平面
设计作品《补天》获得亚太区域竞
赛二等奖，上海张江集团学校孟
繁娜的平面设计作品《地球冰棒》
和厦门大学曾雨阳的摄影作品

《自然奇遇》获得三等奖，陕西科
技大学安路欣的绘画作品《认识
臭氧层》和蛋壳美术中心秦诗韵
的绘画作品《破裂的臭氧层》获得
优秀奖。

2022 年是《关于消耗臭氧层
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结 35
周年，环境规划署亚太区域办公
室特别组织了亚太地区保护臭氧
层—应对气候变化艺术大赛，面
向社会公众征集保护臭氧层、应
对气候变化的艺术作品。

为配合此次大赛，鼓励我国
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关注参与保护
臭氧层和应对气候行动，生态环
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和生态
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面向全国联
合举办了中国保护臭氧层—应对
气候变化艺术作品征集活动暨亚
太地区保护臭氧层—应对气候变
化艺术竞赛中国区选拔活动。

联合主办方共收到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 1533 件参赛作
品，涵盖绘画、平面艺术设计、摄
影等类型，分为青少组和普通组
两个组别。年龄最小的参赛者 5
岁，最长参赛者 50 岁，覆盖幼儿
园到大学和社会多个年龄段群
体。经两轮专家评审，共评选出
5 件优秀作品并推荐上报至环境
规划署亚太区域办公室，参加此
次亚太地区大赛的角逐。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近日，“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
奖 之 夜 ”在 北 京 中 央 歌 剧 院 举
行。本届盛典通过电视、网络等
向社会现场直播，让广大观众、读
者和社会各界共同感受文字之
美、领略文学之力，共享文学的荣
光，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百花
齐放、多姿多彩的崭新气象。

颁奖典礼上，作品朗诵、情景
歌舞、舞剧、合唱等艺术表演形式
相继出现，以“文”“艺”联动展示
新时代文学欣欣向荣的发展态
势，助力文学“破圈传播”。第八
届鲁迅文学奖 35 位获奖者，依次
上台领受这一中国文学的崇高
荣誉。

鲁迅文学 奖 共 设 有 中 篇 小
说 奖 、短 篇 小 说 奖 、报 告 文 学
奖 、诗 歌 奖 、散 文 杂 文 奖 、文 学
理 论 评 论 奖 、文 学 翻 译 奖 7 个
奖 项 。 今 年 8 月 ，第 八 届 鲁 迅
文 学 奖 揭 晓 ，7 个 奖 项 共 35 篇

（部）作品获此殊荣。
颁奖典礼上，“人民艺术家”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蒙以及中
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

书记张宏森，中国作协副主席阿
来、莫言、格非、徐贵祥、阎晶明等
作为颁奖嘉宾，分别为 7 个奖项
的获奖者颁奖。

蒋巍、张莉、董夏青青、庞余
亮、陈人杰、杨 铁 军 、索 南 才 让
代表各奖项获奖者先后发表获
奖感言。大家联系创作实际畅
谈人生经历、文学经验、创作思
考 等 ，分 享 文 学 创 作 之 路 上 的
故 事 ，展 现 新 时 代 作 家 昂 扬 向
上 、勇 攀 艺 术 高 峰 的 志 向 和 辛
勤付出。

晚会还特意安排“致敬编辑”
环节，感谢为中国文学作出无私
奉献的广大编辑们。

据了解，中国作协从第八届
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开始，将打
造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四大文学奖
项为核心的“中国文学盛典”，展
现新时代作家昂扬向上、勇攀艺
术高峰的志向和努力，展示欣欣
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卓越成
就 ，在 全 社 会 凝 聚 磅 礴 的 文 学
力量。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颁奖

5作品获UNEP艺术大赛大奖

亚太区域竞赛二等奖作品
《补天》，作者李悠游

云云南纪行南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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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十年前到过滇池。那是原地矿
部组织的一次采风活动，因为要去上海
领首届上海政府文学奖，只好提前离开，
所以对昆明、对滇池的印象很是深刻。
那时的滇池还未加修饰，周围多为农田
菜地，狭窄的道路上挤满了游客，大观楼
里也人挨着人，我买了一瓶加了糖精的
汽水，喝起来觉得很上档次。

此后一直未能再去滇池，但滇池的
新闻却时不时在媒体上出现，有时甚至
十分令人挂心。滇池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大多为Ⅰ类、Ⅱ类水质，也是周围居民的
饮用水源。但经过工业化和城市扩张，
滇池生态遭受连续重击，一度成为中国
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当地人对滇池
水质有形象化的概括，“60 年代淘米做
饭，70 年代游泳洗菜，80 年代开始变坏，
90 年代风光不再。”这种种状况不但让老
百姓十分不满，也使各级政府备感压力。

在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多年坚持和
努力下，滇池水质不断好转，从 2015 年的
劣Ⅴ类，提升为 2021 年的全湖Ⅳ类，滇池
水质改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我
这样的外地人、外行人看来，滇池的治理
就那么难吗？多投些钱，多下几根管道，
多建几个污水处理厂，问题不就解决了
吗？带着这些问题，一路走，一路向专家
请教，直到在“滇池保护治理科普中心”
看到地理模型时，我才初步弄清了滇池
治理的难点所在。

原来，昆明地区是一个四周多山、中
间低洼、北高南低的盆地型地块，滇池大
致呈南北走向，流入滇池的 35 条河流集
中在东或东北部，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制
约，这些河流均短小窄浅，水量有限。昆
明城区也构筑在滇池的东北部，即滇池
来水的上游地区，而滇池却只在西园隧
洞和海口闸阀有两个出水口。由此，昆
明地区滇池流域所有地表水和城镇污
水，经净化处理后大多汇入滇池排出，再
加之汇入水量不多，造成水动力和水置
换周期长。这是滇池之所以难以治理的
根本原因。因此，滇池的治理现在能达
到全湖Ⅳ类水质，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
的阶段性成绩。

我们在一个飘着零星小雨的深秋的
下午，前往滇池的宝丰湿地观览。站在
望湖观鸟台远晀，只见滇池水势浩然，草
随风动，鸥鸟奋飞。我是亲水的，喜欢湿
生和水生植物，于是一路撩动刚刚下雨
在草梢上形成的水珠，一边满足地欣赏
湿地和浅水里那些优美的水生植物。那
是水竹，它们一丛丛长得绿意盎然；那是
再力花，叶如硬鞘；那是芦竹，劲拔有力；
那是美人蕉，花开得稍俗但大方热烈，它
们的大叶子很像猪八戒的招风耳；那大
概是芒，不是荻，荻的花是白的，芒的花
是灰的……一尾鱼跳起来惊扰了我的迷
思。滇池湿地的秋天，真好。

到大理，我终于把当地的地理情况
弄清楚了。

苍山在洱海的西边，是一列南北向
的山脉，它是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分
界，往西，是青藏高原的地质板块，往东，
大致就属于云贵高原板块了。

洱海在苍山的东边，是云贵板块和
青藏板块交集碰撞形成的断裂带，长期
存水后形成了湖泊。

苍山和洱海之间是苍山里流出来的
河流冲积而成的平原，古人发现这样的
地域最适合取水、农耕和生活，水的来源
既不困难，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又不会
受到水害的侵扰。因此，人口越聚越多，
最终大理这座历史悠久而又风格独具的
城市就诞生了。

20 世纪 80 年代，洱海水质优良，一
直保持在贫营养状态，洱海随处可见水
蓝天青、鸟飞鱼跃的画面。但随着经济
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口的增加，
湖水湛蓝的洱海，也经历了由贫营养化
向中营养化，甚至富营养化的演变，1996
年和 2003 年，洱海两次暴发全湖性蓝藻
灾害，水质急剧下降，洱海面临着水体污
染、水质恶化的困局。

经过持续而科学的治理，退塘还湖、
退耕还林、退房还湿、取消网箱养鱼、取
消机动船，以及禁磷、禁白、禁牧等措施，
使洱海的水重新变清了，天重新变蓝了，
景重新变美了，白族人家的小院变得更
有个性和风味了，洱海全湖水质已经数
十个月保持在Ⅱ类水平，洱海的治理，取
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

沿环洱海生态廊道北行，两侧绿草
如茵，青树如云，白族人家的白墙院落点
缀在青树、绿草和石板小路的背景中。

当地金花小张告诉我们，白族的这
个“白”字，不是别的，就是白族人喜欢纯
洁、喜爱洁净、心地纯洁的意思。

小雨时松时紧，带雨的湖风吹在湖
边浅水的蒲草丛上，大片大片的蒲草柔
韧地起伏，像极了大理白族女孩柔美的
腰肢。湖面上鸥鸟的清鸣也时松时紧，
或远又近，恬淡和美。

更加惹眼的是湖边草地上一拨又一
拨拍婚纱照的准新娘们，她们完全不在
乎一阵松又一阵紧的小雨，也不在乎正
在逐渐下降的气温，她们在乎的，应该只
是人生的一种大美吧，那不仅仅在洱海
边，更在自己的心窝里。

洱源，顾名思义，是洱海的源头。洱
源既指洱海的源头地区，也指洱海源头
地区所在的一个行政单位——洱源县。

洱源县弥苴河的桥边，有一个标牌，
写着这样一些字：

“弥苴河简介：始建于唐代，即南诏
前的大诏时期（公元六四九年），属澜沧
江流域洱海水系，北起普陀泉，南止洱
海 ，经 流 面 积 约 1002 平 方 公 里 ，全 长
22.28 公里。年均输入洱海水量约 5 亿立
方米，占洱海水量的 57%。弥苴河古树
群现百年以上古树有 3000 余棵，是迄今
为止洱源县最大的人工种植的古树群。”

一边有人惊叹，一边有人发问：“这
个‘苴’字怎么念？”“‘苴’字念‘jū’。”当
地环保部门领导告诉我们。“其实，弥苴
河的‘弥’，最早是带三点水的，后来，也
是古代，人们图省事，写着写着，就把三
点水丢了，只剩了这个‘弥’字。”“哦哦，
原来如此，好古的一个河名呀！”

沿河左逆流西行，河堤上古树参天，
古树下小径幽然。往河堤下望去，两岸
古树夹峙，古树的枝杈上垂下成片的藤
蔓 ，悬 垂 在 河 面 上 ，随 风 飘 动 ，甚 是 梦
幻。河堤高耸于河道，暗相比较，原来河

道里的水，比河堤外的平原、村庄，要高
出不少。“是一条悬河呢！”有人惊奇地叫
道。当地环保部门领导说：“是的，因此
每年汛期，防汛的任务都很重。”

河道里水流湍急，略有些浑浊，滔滔
不绝，匆匆而东。“这些水有些浑浊，流到
洱海里，不会污染洱海么？”有人窃窃私
语，却不想被当地环保部门领导听了去，
大声回道：“现在河水有些浑浊，是因为
刚刚下过雨的原因，其实，现在这条河里
的水，都是Ⅱ类水呢。”

上游的茈碧湖已经是Ⅰ类水质，比
弥苴河里的Ⅱ类水，又好了一层。有人
禁不住感叹：“茈碧湖这湖名也很雅呢！
古代这里给河湖起名字的乡贤，个个很
有文化呢！”

茈碧湖畔，有个古老的小村子——
梨园村。古梨园里的梨树都有百年以上
了，品种却是老的，果子结得小，不太适
合当代人的口味，不过做出梨膏来，据说
品质上乘。

梨园里的果子落了一地，草丛间，湿
地上，沟沟里，坎坎旁，看去叫人心里可
惜，但又想它们也算落果归根了。落在
地上的果子，有些还完整，有些正在腐
烂，有些已经发酵了，于是古梨园里弥漫
了一股淡淡的果酒味，有那么一点儿醉
人，又有那么一点儿催情，又有那么一点
儿宽展，又有那么一点儿安慰，又有那么
一点儿浪漫，又有那么一点儿怀才不遇。

午餐后临时在古梨树下的摇椅上歇
息。以为这是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之
地，眼见的却是一树树猩红色的三角梅；
以为这里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耳闻的却
是梨园外水那边的欸乃声。这时一棵老
梨树上的果子掉下来，砸在我的头上。
我眨眨眼醒过来，原来是有人吆喝着上
船了。太阳是有点儿西偏了呢。

剑川县的石龙村依傍在山坡上，由
高处望过去，在大山碧绿的背景前，村庄
的墙壁或白或黄，层次分明，让人的内心
瞬间安静。村庄外的农田里，生长着成
片的玉米、高粱等旱地作物，低洼的水田
里则水稻抽穗、荷花葶葶。

歌舞声在另一道坡上传统夯墙的山
居里响起来了。传统的夯墙由湿土夯筑
而成，外表鲜黄，冬暖夏凉，既生态环保，
又别具风味，足见当地人对生态环境的
观念和态度。在宽敞的山居里品茶赏
山，对歌交流，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茶香歌
浓，更有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生的舒心
和宽坦。

沙溪古镇则是南方连接中国与东南
亚、南亚和我国藏区茶马古道的必经之
地。历史上，这里客商如云、马铃叮当。

古镇的中心坐落着一座至今保存完
好的全国最大的白族密宗寺院兴教寺。
沙溪又称寺登，寺登是白族话，“寺”即指
兴教寺，“登”是村落的意思，寺登也就指
围绕兴教寺建立起来的村落。向晚时
分，沙溪小镇已经沉静下来了，慢慢走过
老街中心的兴教寺和兴教寺对面的古戏
台，一种历史的苍远感油然而起。

剑川湖是剑川人民的母亲湖。春来
剑川湖万物众生，夏至剑川湖草肥水美，
秋临剑川湖鱼丰虾跃，冬降剑川湖野鹭
悠然、湖天一色。

剑川不仅环境友好，生态佳美，南方
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地理位置，更是给

剑川的开阔品格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在距离剑川湖 250 米的地方，是著名
的 海 门 口 遗 址 ，在 1957 年 、1978 年 和
2008 年的多次考古挖掘中，从海门口古
遗址出土了大量松木桩、青铜器、陶瓷制
品、碳化麦、稻和粟，证明在距今 5000 多
年的远古时期，古人类就在此地繁衍生
息，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其中碳化麦的
出土，也证明小麦从地中海沿岸东传的
路径，可能并非仅有西域北线，还可能存
在南方的传播路线，这些都是有可能改
变科学史的重大发现。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坐落在大理州
南部，我们赶到县东莲花村时，已经过了
正午。

当地一位王副县长，对巍山地理、历
史了如指掌，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当地
历史文化。原来，巍山这里是红河的源
头地，红河是云南六大水系之一，且是源
于云南境内的唯一一条国际性河流，由
云南出境后，从越南境内注入北部湾。
巍山又是南诏古政权的发源地，红河及
其他河流不仅养育了巍山的山林万物，
也培育滋润了兴盛一时的南诏文明。

巍山古城是全国保存得最为完好的
古城之一，巍山古城建成于明洪武二十
三年（公元 1390 年），以星拱楼为中心，辐
射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但古城从无战
事，当地百姓在田园环绕的自然环境中，
过着祥和宁静而又富足的生活。

王副县长说，巍山的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也一直抓得紧，全县森林覆盖率已
达 国 土 面 积 的 64.53% ，湿 地 面 积 达
3896.91 公顷，湿地保护率达 73.06%。巍
山县 1994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现在还拥有中国彝族打歌之
乡、中国彝族祭祖圣地、中国民间扎染艺
术之乡、中国名小吃之乡、中国最佳魅力
旅 游 名 县 、云 南 省 美 丽 县 城 等 响 亮 的
名号。

随 后 我 们 踏 访 东 莲 花 村 。 东 莲 花
村 坐 落 在 红 河 支 流 米 汤 河 畔 ，是 个 有
600 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内的数十座
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建筑及清真寺都保
存完好。东莲花村也是历史悠久的茶
马古道间的重镇。当地的马氏兄弟策
马经商，积累丰厚，留下了宅深院厚的
马 家 大 院 。 马 家 大 院 多 为 木 结 构 ，虽
古 旧 但 结 实 耐 用 。 站 在 二 楼 的 木 廊
里，倾听岁月的回响，叫人起一种逝者
已远的情绪。

巍山古城的街巷还都是老砖或木门
的建制，看起来不大的一个门面，轻了脚
步走进去，一层又一层的，渐深，渐远，常
终于一处宽敞的院落或居所，让人吃一
大惊，这大概就是巍山人的内敛和深厚
吧。一个一个地进了、看了，不经意间又
看见一个门店里有“巍山县女作家之家”
的牌子，心里就想，怪不得一路陪同我们
的巍山县的一位吕姓工作人员那么有亲
和力，想来她就是这种古城文化环境中
熏陶出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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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代表缤纷各异的植物；鸭
嘴兽，则代表令人神往的异域和
远方。看似毫无关联的二者，在
天冬的眼中，却有着耐人寻味的
内在关联：珍稀濒危的植物若是
其貌不扬，则只能沦为植物里的
鸭嘴兽，受人冷落和嘲讽。

全书分为“花与异乡人”“花
与园艺家”“花与旅途”三部分。

文章秉承天冬一如既往的细腻风
格，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生活
的热爱，亦折射出对植物、对自然
的敬畏之心。

书 中 的 插 画 则 由 林 雨 飞 绘
制，色彩清新、构思别致，引领我
们步入作者笔下的一个个异想世
界，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跃然纸
上。

《野猫与拙石》是一本感悟自
然万物，凝聚诗与日常的散文随
笔集。作者张远伦是重庆市作协
副主席、诗人，书中收录的散文

《两斤半》《面对大河》《顶点》《局
部》等，描写了乡间充满生机和灵
气的万事万物，以及重庆等地的
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生动再现

过往乡村生活中的职业、景象，描
写生死相随的亲人及生活遭际
等，文笔流畅隽永，人物塑造立体
可感，字里行间饱含情感。

张远伦善于从平凡日常中发
掘艺术性、哲思性的成分，倡导从
自然的纯净中寻求心灵的慰藉，
体现了他“重返乡村”的观念。

《野猫与拙石》
作者：张远伦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2.11

《花与鸭嘴兽》
作者：天冬 林雨飞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2022.10

《中国的运河》是我国历史地理学领
域的重要著作，它以宏阔的视野展示了
一幅幅与运河盛衰相关的社会图景。

作者史念海（1912 年—2001 年）先生
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
学创始人之一。优秀的学术著作，并不
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淹没，《中国的运
河》就是如此。这部书初版于 1944 年，在
抗战岁月出版此书，激发了人们的爱国
热情及对祖国河山的认同。后来，史念
海根据 40 多年的野外实地考察所得，大
幅增补书的内容甚至重述，成就了如今
的这个版本。新版《中国的运河》，除修
订差错遗漏外，对书中 47 幅地图全面精

修，增加了书的学术分量。
《中 国 的 运 河》以 运 河 变 迁 为 切 入

点，网罗历史事件与其中的朝代更迭，让
我们看到了运河那交织着无数赞歌和悲
剧的历史。史念海也以此书跨出传统沿
革地理研究，展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与
地理变迁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此书兼
合了历史的质感和现实的品格，开启了
中国运河历史研究的先河。

一部中国运河史，一方面是反映人
与自然之关系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运
河与各时期社会状况交互影响并关乎朝
代兴替的历史。书中基于严谨考据的观
点俯拾皆是，比如书中提出，隋代的灭亡
和隋炀帝修运河造成苛政有关；唐朝之
所以兴旺，得益于前朝留下的运河遗产；
元朝因为迁都至北方，直接影响运河修
建的方向，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局。

此书意在阐明运河之于历史的关系
尤其密切，这拓展了我们对中国历史认
识的视野。同时，书的落脚点放在为现
实提供方略上，如为使运河得到整修，书
中提出必须恢复黄河中上游流域的植被

覆盖。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减少黄河中
下游的泥沙淤积。

有人认为，从江苏淮安到扬州的邗
沟，是中国最早的运河。史念海认为最
早开凿运河的应该是楚国，也就是现在
湖北江汉平原的北缘，当时这一区域属
于古云梦泽，是沼泽之地，开渠修建运河
有天然的便利条件。伴随着历史的不断
发展，秦朝统一中国后，特别是到了隋唐
时期，全国各地的经济社会交往日益频
繁，运河的真正作用才开始凸显。

隋唐之后，大运河的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漕运的功能。在大运河成为漕运的
主体水道之后，漕运借助大运河沟通南
北的便捷条件，将漕粮转运到全国大部
分地区，促成了运河沿岸市场网络的形
成。仅京杭大运河上，先后涌现出天津、
徐州、淮安、扬州、无锡、苏州、杭州、洛阳
等 21 座大运河名城。运河沿线城镇的兴
衰，多与运河的流畅与否、漕运的正常与
否紧密关联。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伴随交通技
术日新月异、大型水利工程的投入使用

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历史上流淌上千年
的大运河，其作用和功能再也不像往日
那么重要，曾一度遭受“冷落”。进入 21
世纪后，人们充分意识到运河的历史与
文化价值、现实的使用价值和生态环境
价 值 ，于 是 大 力 重 启 运 河 的 保 护 和 利
用。2014 年，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2021 年，大运河迎来更加难得的
发展机遇。国家有关部门专门出台大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实施方案，随后
又出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保护
规划，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
带面”的思路，加大管控保护力度，矢志
打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努力使其成
为新时代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
的亮丽名片。

运河的命运，是中国历史发展走向
的一面镜子，在国力强盛时，运河展示出
应 有 的 活 力 和 作 用 ，反 之 则 活 力 和 作
用受到削弱。当前这个时代，是运河命
运最好的时代。如果史念海先生在天有
灵，必定是欣慰的，这毕竟是一位有爱国
情怀的历史地理学家心之所愿。

作者：史念海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2 年 7月

运河的命运与历史变迁环环相扣
◆陈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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