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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天 下行 天 下
本报电（吴敏） 绍兴市越城区

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之地，被誉
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历经
2500 多年，城址未变，是唐代诗
人游历浙东的必经之地。为打造浙
东“唐诗之路”文化带、宋韵文化
传世工程，日前，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在越城区举办了一场大型演出
——“颂家乡 促共富”浙江文旅
行“唐风宋韵 诗路江南”2022诗

路文化诗歌音乐朗诵会。
演出以李白、贺知章、陆游等唐

宋诗人在浙东“唐诗之路”越城段留
下的古诗词为底蕴，以诗歌朗诵为
主要形式，融入民乐、舞蹈、声乐和
越剧、绍剧等绍兴地方戏曲表演形
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台具有浓郁地
域特色的大型诗歌音乐朗诵会，许
多游客通过观看演出，增加了对绍
兴人文历史和名胜景点的了解。

浙江：建设“唐诗之路”文化带浙江：建设“唐诗之路”文化带

我们来到嘉塘，是希望了解草原。
嘉塘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称多县，这片雅砻江源头流淌出的区
域，在群山之间勾勒出一片开阔平坦
的草地。对于整个玉树州来说，嘉塘
都是非常好的大草原，平缓连片，地
势开阔，水草丰美，因此也是人口和
牛羊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在嘉塘，使用草原的有藏原羚、
藏野驴，以及数量不多的盘羊，当
然，还有鼠兔和旱獭，这些包括家畜
在内的食草动物，供养着诸多食肉动
物以及人类。人类和野生动物，因为
草地被联系在了一起。

请“狐”入瓮

当怀庆和星羽兴奋地在嘉塘草原
抓到第一只藏狐的时候，他们给这只
因为馋了一口甜皮鸭而被迫戴上颈圈
的家伙取名为“白牙”。白牙应该才
一岁，牙齿很完整，也很白。

怀庆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星羽
是笔者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同事，
我们在嘉塘草原计划给 10 只藏狐佩
戴 GPS颈圈，希望借此增加对这一物
种的基本了解。

抓到第一只藏狐之前，怀庆和星
羽在草原上蹲点了很久，不断和看起
来狡猾的藏狐斗智斗勇，想出了请

“狐”入瓮等办法，比如在笼子口放一
只鼠兔，或者放一块牛肉。

除此之外，怀庆他们一直努力增
加笼子的舒适性、减少佩戴颈圈操作
的时间，以及把颈圈的重量控制在藏
狐体重的 3%以下，从而让藏狐戴着
颈圈时的感受稍微好一些。

不同于喜欢走有着标志性的大石
头崖壁和视角开阔山脊线的雪豹，藏
狐整日混迹于草原，不太容易找到固
定的行动路线，常用的红外相机并不
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因此颈圈就成为
比较好的选择。通过这个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发出位点的设备，我们可以知
道很多信息，比如，藏狐的活动范围
有多大，藏狐能活多久，每天能够捕
食多少鼠兔，在草原生态系统中扮演
着什么样的角色？

在嘉塘有星空的日子里，夜晚的

迷雾会一直连绵到远处的山峦，月色
投射在露气里，周围的房屋、牛圈和
车辆都氤氲起来。人类的孤独会在这
寒冷的夜里不断蔓延出来，而此时不
断有藏狐的位点信号传来，仿佛是来
自荒野的声音。

这几天，我们已经给7只藏狐佩
戴上了颈圈，后来的被分别取名为：
瓜妈、老瘸、黑蛋、牛腩、火锅和豆
豉。有些名字来源于藏狐的体征特
点，有些名字有生活的烟火气，“火
锅”是在涮火锅的时候想出来的。

研究显示，和雪豹等猫科动物不
一样，藏狐是爸爸和妈妈共同养育的
幼崽，一般在冬春季产仔，大半年后幼
崽独立。由于野外严酷的生存环境，藏
狐的野外寿命一般只有3—4年。这些
简单的生活信息，如果能够得到持续

的积累，会让藏狐的形象拼凑得更加
完整。

圈藏原羚

怀庆的博士研究是做鼠兔和草场
退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的研
究。他希望把草地退化的过程分解，
建立草的类型、高度、盖度和植物种
类的多重指标，从细分来看放牧和鼠
兔在这几个指标变化过程中，分别扮
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虽然人类没有直接猎杀某些野生
动物，但是我们通过饲养某些家畜改
变了草地生态系统；或者增加了与野
生动物从食性和空间上的竞争，这些
行为深刻影响着一片土地上众多生命
的数量和生存权利，这其中包括鼠
兔，也有藏原羚。

我们在三江源工作多年，最初的
工作是从雪豹入手研究草场变化，但
雪豹和岩羊因为在进化上选择了远离
人类的生态位，和家畜的重叠程度以
及竞争并不太强，所以我们还是缺乏
对该区域人与自然互动的了解。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肖凌云博士正
在与北京大学合作，在这里开展有蹄
类和家畜竞争关系的研究。在青海省
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的支持下，
现在也已经给一只藏原羚带上了颈
圈，她的研究计划是在嘉塘给 10 只
藏原羚佩戴上颈圈。

藏原羚是一种胆子极小的有蹄
类动物，生性温润而警觉，拥有一个
可爱的白屁股，奔跑起来一蹦一跳，
像是草原上闪耀的光斑。藏原羚喜欢
平缓而稀疏的草地，因此和家畜的竞
争通常比较激烈。但随着这些年牧民
饲养山羊和绵羊数量越来越少，可能
会引来藏原羚的回归。

狼的嚎叫

在生态系统里，关键物种是否发
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不同物种到底
扮演着什么角色？北大博士李小雨在
这里开始了对顶级食肉动物——狼的
研究。

李小雨在很多地方都在放狼嚎叫
的录音，希望记录下狼群回应的声音。

和藏狐不一样，狼对草原上的众
生拥有更大的生杀之权，作为大型顶
级食肉动物，狼可以掌控有蹄类动物
的生存，这其中也包括牧民的牲畜。

嘉塘草原很少饲养绵羊或者山
羊，牲畜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和
顶级食肉动物的恢复有关。在牧民的
访谈里，大家都会说，相比较于牦
牛，羊被狼捕食的风险要大得多，因
此损失也更大。

如今，人类无法直接猎捕顶级食
肉动物，狼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数量
和影响随之得到扩大和增长，那么它
们最终会怎么影响到不断挤压野生有
蹄类生存空间的家畜？

到目前为止，嘉塘的研究，也只
是给了我们一些简单的表征，背后复
杂的机理依然不甚清晰，从关键物种
到营养级联，再到食物链的上下行调
节，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在嘉塘
寻找到答案。

在嘉塘的工作，能否帮助我们讲
述三江源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法则——
那些被自然所制定的，还没被人类察
觉到的法则。探寻这些法则，不仅为了
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为了给在这里的
人类找到更好的生存可能。希望在这
里找到属于嘉塘草原的法则，以及属
于人类和野生动物共同的生存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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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吟着“大漠沙如雪，燕山
月似钩”的诗句，走进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的塔敏查干沙漠。在这
号称“八百里瀚海”的沙海中，
除极少量植被外，到处是金光灿
灿的沙子，连绵起伏，广阔无际。

踩着松软的黄沙，我向沙漠
深处走去。眼前的沙丘像一幅硕
大的画卷，一望无际地展现在眼
前：有的呈蜂窝状，有的呈羽毛
状，有的呈鱼鳞状……大一点的
沙丘横亘于蓝天白云之下，宛若
一条巨龙在秋风中摇头摆尾，驰
骋沙海。突然间吹来一股热风，
转瞬间，漫天黄沙汹涌而来，如
一支旋风兵团将我裹挟其中。正
惊悚间，沙暴骤然消失了，河清
海晏，沙海恢复了原有的宁静，
艳阳高照，晴空万里，奔腾的金
龙也在秋风中偃伏下来，成为静
思 的 长 者 ， 呈 现 出 “ 漠 漠 沙 堤
烟”的静态景象。

趁着这阵静谧时刻，我在沙
海和沙丘上快活地奔跑、跳跃、
翻滚起来。那灼热的沙子纯净、
金黄，贴在身体裸露的部位上，
有 着 一 种 莫 名 的 、 暖 暖 的 踏 实

感。在奔跑过程中，看到几丛绿
植隐伏在沙丘之后。朋友说那种
植物叫沙葱，沙漠特有的一种植
物 。 它 们 虽 然 生 在 恶 劣 的 环 境
中，却与所有生命一样，顽强乐
观、充满自信地生长着！弯腰抚
摸这些沙葱，我油然感受到有一
种不屈的力量通过手臂输入我的
身体。

行走在茫茫无际的沙海中，
我 忽 然 感 觉 到 自 己 的 渺 小 ， 同
时，也发现了这片沙海深处的美
丽与伟大！——它，容纳了沙，
容纳了风，容纳了一切空旷、寂
静、喧嚣和生命！在这里，寂静
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喧嚣是一种
生命的呐喊，而空旷，则是生命
另一种形式的驰骋！

我卧于沙漠中，仰观苍穹之
寥廓，俯察沙粒之真实，谛听内
心的独白：浩瀚的沙漠固然会使
很多人产生畏惧，但它那空阔的
胸 襟 ， 展 现 出 无 穷 的 伟 力 和 魅
力 ， 使 每 一 个 走 进 它 腹 地 的 游
客 ， 都 会 得 到 心 灵 的 洗 礼 和 震
撼！这，不正是我此番塔敏查干
沙漠之行的最大收获吗！

凡是到过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的
人，必品尝当地名吃黄花牛肉面。黄
花牛肉面的主材是焙干黄花菜，本地
黄牛精肉，具有温补散寒理气作用的
30多种天然植物的根、茎、叶、果熬

制而成的地道牛骨高汤，汤、肉、
菜、料完全融合，形成油而不腻、芬
芳四溢的黄花牛肉汤，劈浇于用清水
煮熟的面条上，汤面各半，再佐以辣
椒、香油、香菜，即可食用。

黄花牛肉面吃起来面条十分筋
道，汤味鲜香，纯正清爽，余香绵长，
2002年被认定为“枣庄市地方名吃”。

黄花牛肉面是南北风味融合的运
河饮食文化。黄花菜产于南方，而黄
牛则是北方所有，二者结合缘于大运
河。台儿庄运河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

心位置，属于南北过渡带，台儿庄也
因地处运河漕运枢纽而发展成为一座
沿运商贸重镇，有“天下第一庄”之
称。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此停泊靠岸，
商人、船工、纤夫在此歇息休整，大
量南北客商在此定居。人流物流促进
了南北文化、民俗风情在台儿庄兼容
并蓄、相融互通，形成了丰富多彩的
运河文化。其中的饮食文化也汇聚了
南北风味：北方人喜欢的牛肉和南方
人酷爱的黄花菜在此碰撞融合，给台
儿庄平添了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

黄花牛肉面是源于回族的美食。
运河漕运的兴盛带来了台儿庄的繁
荣，运河之上船舶迤逦、帆樯如林，
岸上商贾云集、夜不罢市，各地客商
纷至沓来，投资兴业，其中不乏回族
客商，以至台儿庄有回族集中居住村
居和清真寺。回族有宰杀、制作、食
用牛羊肉的习俗，且每逢喜庆或节日
有吃面的风俗，这样南方的黄花菜与
回族的饮食习俗在台儿庄渗透交融，
南北风情荟萃的小吃——黄花牛肉面
脱颖而出。由于台儿庄是回汉杂居的
城市，回族的黄花牛肉面也逐渐扩展
到汉族。

一碗黄花牛肉面，蕴含着如此厚
重的内涵，我们吃的不只是美食，更
是品味丰富的文化。

本报北京电 （记者罗兰） 日
前，2022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
承与创新大赛终评活动正式启动。
大赛旨在传播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
价值，提升公众对北京中轴线认知
度，促进年轻人了解北京中轴线、
热爱北京中轴线。

大赛设置了场景业态、助力申
遗、视觉影像、中轴创意、数字文

创五大赛道，通过举办文创市集、
文化遗产大讲堂等多项配套活动，
调动公共参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
保护。大赛自今年7月20日启动征
集以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共
76294件作品，覆盖32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16 场北京中轴线文
化遗产大讲堂，收获了超过 1800
万人次的关注。

“一面”尝尽南北
郑学富

与沙共舞
钱国宏

北京：鼓励公众了解中轴线北京：鼓励公众了解中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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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塘草原。 邓星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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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北京中轴线上的钟鼓楼广场玩耍。 朱云霞摄

本报电（普娅婷） 云南省昆明
市晋宁区上蒜镇小渔村，实施“生
态+旅游”战略，曾经破败的小渔
村已成远近闻名的生态村。目前，
每月吸引2万多人来观光旅游，村
民发展致富由外出打工变为“守
家”致富，人均年纯收入达2万余
元，集体经济实现“破零倍增”。

近年来，该村拆除临建违建，

腾退荒滩、河床、坝塘等，退出传
统低端大棚，打造特色民宿、渔家
美食、房车营地、艺术创作空间等
项目。开展党员河湖分片责任制、
环境卫生整治、十年禁渔、滇池保
护等活动。公开招聘乡村 CEO、
文化大使、乡村旅游创客等人才。
这些措施有力地带动了当地旅游业
的发展。

昆明：小渔村成生态旅游村

游客在绍兴市越城的名人故里参观。 周 洁摄

美丽的上蒜镇小渔村。 普娅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