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 物 致 知 成 风 化 人

境界08
责编:王琳琳

电话: (010)67112251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whjy@cenews.com.cn

2023.01.11 星期三

一

太阳一点点落入西山，晚霞将湖水映得通红。每天这
个时候，沐华忙完鹅场里的活，都要在太湖边上走走，望着
不见边际的湖面，吹着清凉的晚风，有种站在海边的感觉。

“太湖三万六千顷，点点渔光波光鳞。湖天一色浩淼
间，泛舟一叶穿帆影。”这是古时候人们对太湖的赞美。沐
华小时候常听大人们唱：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水上
有白帆，水下有红菱；水边芦苇清，水底鱼虾肥。作为在太
湖边土生土长的姑娘，沐华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
也很有感情，远处的山、眼前的水相映成趣，共同把自己的
家乡绘就成一幅稳重兼具灵动的山水画卷。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我国第三大淡水湖，
气候温和，雨水丰沛，河流纵横，水草丰盛，除了发展农业、渔
业，太湖地区的劳动人民还有着养鹅的悠久历史。

沐华清楚地记得，那些体态并不高大、羽毛洁白的精
灵们，一直是她们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最初的三两
只，到后来逐渐发展壮大，形成规模化养殖，给家庭带来了
可观的收入。但同时，养殖产生的污水也越来越多。

最初，没有人把这当回事，很多太湖居民天真地以为，
对面积 2400 多平方公里的太湖来说，这点污水简直微不
足道，不会产生本质上的影响。直到太湖蓝藻事件，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人为造成的污染对太湖水造
成的严重伤害。

二

太湖地区生态环境整治，让沐华陷入了两难境地。
她生活在这片土地，是太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西山岛

人民。太湖被污染，犹如自己的亲人生了一场大病。生病
就需要医治，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鹅场养殖污水不能再直
接流入太湖。在西山岛，沐华家里养殖的规模相对较大，
受到的影响自然也最大。

那些刚孵化出的小鹅，浑身金黄金黄的，“嘎嘎嘎”的
声音如婴儿一般稚嫩。她抓起一个放在手中，这个小小的
生命，一个月前还是一个鹅蛋，是她把它放进孵化器，加
温、晾蛋、喷水软化蛋壳，在做这些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也
变成了一只鹅，贴心呵护着每一个即将出生的鹅宝宝们。

鹅宝宝出生后，不能急于喂食，一个小时后喂上一点
水，打通食道清理肠胃后，才能喂一些雏鹅专用的食物。
她最喜欢的还是二十天后，金黄的羽毛退去，雪一样洁白
的羽毛出现，鹅的个头远没有长成，小小的，干干净净的，
是她最喜欢的样子。

她喜欢看它们在一起奔跑，伴随着“嘎嘎嘎”的叫声，
尤其是雨后，远处山顶上云雾缭绕，头顶白云飘过，场院内
水草清新，眼前一片白鹅成群，她站在鹅群中，微风声、呼

吸声、鹅叫声，人与自然、动物和谐如画。
现 在 ，她 害 怕 看 到 这 些 这 样 的 场 景 。

污水无处排放，她的鹅场又该何去何从？
她深爱着太湖，她吃着她的水长大，她希望
湖水能像小时候听到的歌谣里的样子。她
也深爱着那些洁白的太湖鹅，它们一直陪
伴着自己，从看着奶奶养，到学着妈妈养，到如今自己独立
养，太湖鹅养殖，已经成了她生命里的一部分。

左手是骨，右手是肉，哪一个残缺，都是致命的疼痛。

三

驻村第一书记把李小河引荐给沐华的时候，她并没有
一丝高兴。鹅场说不定要黄了，现在来人又有什么用？书
记说，我就知道你为养殖场的事发愁，我跟小李来，就是来
解你的燃眉之急。沐华不信，就凭你俩，能解决我这几千
只鹅的污水排放问题？

书记说，咱们西山岛养殖场污水排放是共性问题，不
单你一家存在，政府有这方面的考虑，我跟小李这次来，一
是带来了政府的扶持政策，二是带来了专业技术。

李小河刚走出校门，书记这么一说，他反倒有点不好
意思，只顾红着脸摸脑袋。嘴上不善于表达，但肚子里的
学问可装着不少，李小河大学学的畜牧业，毕业前阴差阳
错去生态环境部门实习了一年。毕业后本来考进了西北
老家的一家家禽研究所，刚好是苏州对口支援城市，这次
人才交流，歪打正着到了西山岛。

李小河的老家干旱缺水，也正是这个原因，母亲给他
起名小河，祈祷儿子长大了不再吃缺水的苦。没来西山之
前，他只听说过太湖，面积只是一个数字，真正到了太湖
边，他兴奋地冲着浩瀚的湖水扯着嗓子喊。他对沐华说，
你们真幸福，守着这么一个湖，从来不用担心没水吃。沐
华没离开过江南，外面的世界她只是从书上或是电视上看
到过，李小河的话，让她第一次审视水的珍贵。

四

沐华承认，自己最初低估了李小河的水平。那个看起
来有点呆头呆脑的家伙，谈起鹅的养殖头头是道。李小河
站在晨光中大谈养殖场改造的那种自信，让沐华有点心驰
神往。他指着东边的位置，那边我们挖一个鱼塘；指着南
边的空地，这边种一片果树；再一指中间的地方，这边种上
黑麦草和水稗草。李小河挥斥方遒的样子，肚子里装满了
文韬武略。

说完鹅的养殖，李小河转到污水处理上：“咱们得上一
套污水处理设备，实现养殖场内水的内循环，污水经过处
理形成中水，用来灌溉果树花草以及鹅塘游泳用水，实现
水的良性循环。

沐华家里养了几十年太湖鹅，每天除了鹅，就是跟水
打交道，中水这个词她还是第一次听说。李小河说，中水
也叫再生水，虽然不能饮用，但可以用在绿化、洗车、清洗
道路等对水质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既高效利用了水资
源，又解决了污水流入太湖、进入地下造成环境污染的问
题，一举两得。

黑麦草长势旺盛，鹅群在沐华的驱赶下，浩浩荡荡冲
进草丛，开始一顿饱餐的征战。鹅粪从圈中清出来，一部
分喂食池塘中的鱼，一部分用来滋养被鹅吃过的草地和果
树。在中水与鹅粪的滋养下，要不了几天，黑麦草又长成
了当初的模样。

到了秋天，收获则变得更加实在，鹅到了出栏的时间，
池塘里的鱼也长得肥美，养殖场里的瓜果树木满枝头炫耀
着自己的功劳。对沐华来说，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也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李小河工作交流两年期满，要
回到西北老家。官方为他们这一批过来交流的人举行了
隆重的欢送仪式。李小河带着大红花，和第一次见到他的
时候一样，害羞得满脸通红。沐华躲在台下的角落，看着
台上他尴尬的样子就想笑。

笑着笑着，沐华哭了。这是欢送仪式。仪式结束，意
味着他们就要告别了。

他坐在大巴上，她站在大巴下，她向他挥手，他跟她告
别。一别是多久，他和她都不知道。

沐华回到鹅场，有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她走进他住过
的宿舍，墙上写着一句话：我会永远记得，太湖岸，西山岛，
鹅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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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蘑菇一只“脚”就能站得很稳。
它们总是在一阵大雨后突然出现，零星或
者成群。

园子里大柳树下常年长着一种蘑菇，
只要不是太干燥的天气，它们会一蓬一蓬地
长起来，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衰老、黑化，化
成一滩黑水。过几天，黑水干掉，遇上潮湿的
空气又长起来。会有人将它们挖起来，舞弄
一番后丢在一旁，或者干脆踩一脚，蘑菇们
即使不满意也无法进行反抗。

后来知道，它们是晶粒小鬼伞，因为菌
盖表面有一层晶粒状的菌幕残余而得名。

晶粒小鬼伞经常出现在老旧的墙根
下，或者树桩旁等狗儿们爱撒尿的地方，所
以又被称为“狗尿苔”。在它们“年轻”的时
候，是可以被食用的，但是少有人知道。因
为它们又轻又小，不值得费时费力清洗了
做来吃。而且在《毒蘑菇识别与中毒防治》
中，晶粒小鬼伞、毛头鬼伞、墨汁拟鬼伞都
被明确地标注为有毒，旁边印着它们黑化
后滴着黑水水的图片，以告诫野生菌食用
爱好者们。

没有专业知识的野生菌食用爱好者们
一向被真菌学专业人士瞧不起。在一个名
叫“新雨后”的蘑菇群里，讨论野生菌的可
食用与否被严格禁止。但是，总有不了解
状况的初级爱好者们一边发送菌子的图
片，一边问大佬们能吃不。大佬们像没有
看见一样，对这一问题完全忽略，只给出一
个长长的拉丁文学名，谨慎地将菌子分类
到某某目某某科某某属。

不是所有的真菌都叫蘑菇。实际上只
有很少的一类真菌属于蘑菇属，可以食用
的牛肝菌、鸡枞菌、红菇、羊肚菌、珊瑚菌、
青头菌、松露都分别属于真菌界不同的科
目名下。人们凭着有限的、稀少的个人经
验，主观臆断那些鲜艳的、长相奇特的、诱
人的蘑菇是有毒的。相反，看上去朴素的、
内敛的、寻常的被认为是无毒的，可以食用
的。还有人以为蛞蝓可以吃的菌子，人类
也一定可以吃。但是往往在坚信之下，有
些人送了命。

轻微的胃肠道症状对野生菌食用者来
说算不得什么，有些人将这归结为食用野
生菌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人吃了菌子后，
眼前出现一群小人儿围着圈儿跳舞，有美
妙的音乐响起来。有的人因过于迷恋这种
感觉，不忍它们在眼前消失，还硬挺着不肯
去医院，甚至不肯上床睡觉，怕一睡着小人
儿和天堂般的音乐就没有了。

有些菌子吃了之后让人狂笑不止，还
有的菌子会让人的横纹肌溶解，红细胞破
裂，肝脏和肾脏受到损害。但是人们不容
易预见潜在的危险，或者宁愿忽略可能的

风险，横下心来冒死去尝试那新鲜。有人
强调剂量，说食用某个数值范围之内的菌
子是安全的。

关于中毒的定义，人们的意见尚不能
统一。在不同的区域，人们甚至给出了完
全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人认为鹿花菌可能
导致不育，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鹿花菌烹调
之后非常美味，给它标上三颗星。有些菌
子从前说是有毒的，但是后来可以被食用
了。也有些菌子重新被认定为有毒，比如
油口蘑和蜜环菌。一些有毒的菌子在煮熟
后失去毒性，还有一些需要被晒干之后才
能拿进厨房。被确定为不可食用，并不等
同于有毒，可能只是因为它的性质尚不明
确。即使是同样的标准，也不一定适用于
每个人。

蘑菇的有毒，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纯
粹是偶然，或者只是因为它们自己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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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汾河西岸的泥脚儿童们被告
知，吃蘑菇不可以吃辣椒，吃蘑菇不可以喝
酒。儿童们听了箴言一样遵守，但后来发
现，蘑菇和辣椒并没有不相容，所以大胆地
吃了起来。长在坟头的顺滑的墨汁鬼伞，
也大着胆子采了来。

在最初出发去采摘它们的时候，在泥
泞的明亮的兴奋中，儿童们知道自己需要一
只篮子来盛放它们，一只不太粗鲁的、宽敞一
些的篮子。如果可以漂亮一些那再好不过。

汾河西岸的儿童们建立了自己的秘密
基地，知道在某个时间和某段范围之内必
然 会 有 某 种 菌 子 生 出 来 ，牢 记 并 严 守 它
们。挖出菌子之后，轻轻地将浮土和草叶
复位，以便可爱的菌子们可以长期地、不断
地生长。

有些牛肝菌长得“老谋深算”，它的菌
盖下有几千个、几万个孔，可以产生数不清
的孢子。有的菌子会有陈旧的气味，好像
旧房子的气味，时间在里面沉默了很久，习
惯、精神、气质也都传承了很久。

事实上，菌子的一生并不像你以为的
那样短暂，相反可以存活很久。存在于地
下的菌丝体可以存活几千年、绵延几百公
顷。你看到的迅速老化的蘑菇只是它们菌
丝末端长出的子实体，相当于植物们结出
的小果子。

菌子们既不同于可以光合作用的植
物，也不同于可以自主运动的动物，它们是
完全不同的另一种。

3

有 预 言 说 ，我 们 迟 早 需 要 被 真 菌 拯
救。有人总结出了六种可能发生的方式，
并通过演讲广而告之。

早有证据证明，数亿年以前，真菌的菌
丝体产生某种酸和酶，使岩石出现凹痕，然

后又抓住钙和其他矿物质形成草酸钙，进
而使岩石粉碎，形成土壤。

植物的出现是后来才发生的事。相对
于植物的自养，菌子们和所有的动物一样
属于异养，它们通过腐生、共生、寄生这三种
方式来获取自身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在这一
点上，它们的本质与动物更为接近。

真菌具有极强的侵略性，其菌丝以极
其隐秘的手法和智慧的方式在有效的范围
内迅速蔓延，其完美程度堪比人类最先进
的网络。

孢子无处不在，它们随风、随植物，随
着牛羊、水滴、蜜蜂和蛾子们，飘散到任何
一个你能想象以及超乎你想象的地方。在
不知情的状况下，你可能吃掉无数个正在
产生中的孢子。通过电子显微镜，我们可
以看到孢子像间歇泉一样爆发，其速度往
往胜过最敏捷的豹。

有人利用菌丝做包装材料，聪明的菌
丝们在铰碎的玉米秆里繁殖，腐生的真菌们
向外分泌消化液，降解废弃的食材……正是
有了这些过程，我们才不至于被垃圾包围，土
壤也因此更加肥沃，生长更多植物。

如同人类长期致力于利用真菌，在和
外界的关系上，真菌更具有主动性。比如，
为了得到氮，牡蛎菌悄悄地从菌丝尾部伸
出套锁，瞄准线虫，引诱线虫钻进去，然后
猛地收紧，向线虫体内注入毒素，于是线虫
毙命，牡蛎菌得到线虫体内它所需要的氮。

这点值得人类研究学习。多数情况
下，处于困顿中的人们只有很少的机会可
以采取主动，对某些事物施加一些必要的
影响，暂时忘却更多时候的无力。

并非矛盾非有不可，只是有时过于强
大，不得不费些功夫。人们都是受了驱使，
有了热爱，才得以成就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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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贴春联、包饺子、看
春晚，是很多人以前过年的“标
配 ”，那 么 ，这 两 年 ，线 上 看“ 村
晚”、线下参与“村晚”，已成为风
靡大江南北、田间地头的一项“新
民俗”。

唱身边事，演身边人，道家乡
美，赞新生活——这些农民自编
自导、自演自赏的乡土“村晚”，以
乡村大地为舞台，或展现地方特
色民俗，或生动讲述美好生活故
事，或挖掘特色好物美食，说乡
音、唱乡愁、舞乡情，不仅呈现了
欢乐祥和的“新春大联欢”，而且
展现了魅力乡村的勃勃生机以及
乡村振兴的壮美新图景。

呈原味，展现地域文
化大舞台

岁末年初，一场涉及大江南
北、内容百花齐放的“村晚”大幕
正在徐徐开启。

在湖北省，荆楚大地推出百
场“村晚”提前过大年；在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河北省石家庄市
井陉县，当地推出了以“年味儿井
陉”为主题的 12场文化活动……

这都是文化和旅游部安排部
署的 2023 年全国“村晚”示范展
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
以“启航新征程，幸福中国年”为
主题的 2023 年全国“村晚”示范
展示活动启动。在未来为期两个
多月的时间里，上千场“村晚”将
在中华大地的田间地头、阡陌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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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琳琳

横间上演。
为了扩大节目影响力、提

升参与度，示范展示活动还将
遴选优秀作品，通过《我的宝藏

“村晚”》《我的“村晚”我的年》
《我要上“村晚”》、“村晚”多维
度榜单、云上“村晚”展播等方
式，线上线下联动，持续传递中
国乡村文化新年俗，呈现全国
各地公共文化新风貌。

南乡北镇，百花齐放。在
这 个 包 罗 万 象 的 舞 台 上 ，不
少 民 间 绝 技 、民 俗 活 动 等 传
统 文 化 和 非 遗 项 目 将 持 续 上
演 —— 气 势 恢 宏 的 渔 家 大
鼓 ，热 闹 欢 腾 的 舞 龙 舞 狮，龙
飞凤舞的书法表演，铿锵有力
的京剧联唱……这些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的精彩表演，都是“村
晚”的精彩组成部分。

从东部沿海到西部戈壁，
从北方草原到南方湿地，从黄
土高原到鱼米之乡，广大观众
可以通过央视频、国家公共文
化云等观看与“村晚”有关的精
彩节目、短视频、幕后花絮等内
容，沉浸式感受“村晚”魅力，在
一场场精彩的演出、一幕幕暖
人的场景中，给一年来忙碌不
停的自己最好的放松。

展特色，共绘绿色
发展新图景

与“高大上”的晚会不同，
由老百姓自导自演的“村晚”没
有绚丽的舞台，没有专业的演
员，却有谁也无法比拟的绿水
青山为幕，田间地头、山川河
水、街道广场等这些大自然赋
予的天然环境，是“村晚”最美
的舞台背景。

曾 经 登 上 2021 年“村 晚 ”
展示平台的四川理塘、江西景
德镇、江西浮梁等，都曾用极具
艺术感染力的节目、别具一格
的表演将当地的优美乡村风光
展现给全国观众。

当然，更让观众念念不忘
的，是声色光影背后传递的大
江南北美丽乡村的绿色蝶变。

在浙江省丽水市，当地曾
用一场山水相融的“村晚”惊艳
观众。2021 年，丽水市以“共
村晚·同富裕”为主题，创新推

出“村晚山宴”高山美食、“村晚
山路”乡村康养、“村晚山货”生
态农产、“村晚山歌”艺术研学
4 种乡村生活方式，实景讲述
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的故
事，让观众在“行进式游村”途
中，不仅沉浸式体验了绿水青
山的美丽景色，更感受到了火
热幸福的乡村生活。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市，83岁的老人姚秀英曾登台
表演自创的快板书《夸夸咱们
的新农村》，引发了强烈共鸣。
她表达的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大
变样，环境更好了，道路更宽了，
百姓生活更幸福的真实状态。

凝心愿，幸福生活
向未来

“上了舞台能演戏，卸了戏
妆能种地。”随着日子越过越
好，如今基层老百姓更乐于展
示自我，为家乡叫好。

节目中，无论是田间地头
的忙碌、美丽迷人的风光、硕果
累累的喜悦、日新月异的变化、
自信昂扬的精气神儿，都传递
着老百姓如今的幸福美满，承
载着老百姓对未来生活的更多
期盼。

如今，“村晚”活动的大力
开展，已经催生了大批原创作
品 和 文 旅 IP，带 动 了 群 众 性
文 化 活 动 的 常 态 化 开 展 。 有
些 地 区 还 推 出 了 专 项 资 金 ，
形 成 了 具 有 特 色 的 乡 村 文 化
机制。

此外，借助“村晚”平台推
出的特产好物推荐、特色文旅
等形式，更延展着“村晚”的生
命力和影响力：重庆的桂花蒜、
黑龙江的赫哲鱼皮、江西的浮
梁红茶……一件件承载着当地
乡 村 风 物 与 乡 土 文 化 的“ 好
物”，借助网络的力量，传递到
千万个老百姓心中。

一曲箜篌贯古今，一首村
歌诉心声。在兔年春节来临之
际，我们不妨线上看“村晚”、线
下参与“村晚”，看乡村大戏，赏
山水美景，在感悟浓浓年味的
同时，共同企盼一个更加美好
的未来。

20232023 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陶梁村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陶梁村··姚村特色村晚姚村特色村晚

20232023 重庆市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特重庆市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特
色村晚色村晚

传统舞狮表演传统舞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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