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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出圈都是一次重新定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博物期刊

云贵胜江南

《中国国家地理》2023 年 10 月号，月刊

■读书期刊

7

阅读

2023年 11 月 3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顾芷蘅 / 版式：岑继维

� � � �每一次出圈， 都是一次重新定义———不

论对一人、还是对一地这句话都适用。金秋十

月，又有若干个地方火热出圈，以新的形象刷

新了人们的认知。

随着首次在中国举行的第 81 届世界科幻

大会在成都科幻馆开幕，吸引来自全球 35 个

国家或地区超 1200 名嘉宾参会，囊括国际知

名科幻作家、科幻产业大咖、科幻机构领域组

织代表， 更有科幻技术与前沿研究领域的科

学家、专家学者。 举办地成都也亮出一张新名

片———中国科幻之都。

在中国科幻圈有一句话很流行：“成都

是中国地理上的洼地， 却是中国科幻的高

地。 ” 上世纪 80 年代，由于《科幻世界》杂志

的风行，科幻文学在成都兴起。但很长一段时

间，科幻文化在国内并未真正打开市场。《中

国新闻周刊》追溯说，直到 2015 年中国科幻

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获雨果奖“最佳

长篇故事奖” ， 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世界

级水平。而《三体》最初连载于《科幻世界》。

从此， 成都这座城市有国内最权威的科幻期

刊， 有国内科幻界最权威的三大奖项： 银河

奖、 华语星云奖和未来科幻大师奖。 好消息

是，在这次全球“幻迷” 瞩目的聚会上，中国

科幻作家海漄凭小说《时空画师》获第 81 届

世界科幻大会“最佳短中篇小说” ，成为继刘

慈欣、郝景芳后，第三位获得雨果奖的中国科

幻作家。

第十九届 “亚运会” 让举办地杭州以

“数字之城” 的形象立于世人心间。 《新周

刊》发现了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更细微

的一面：“最懂直播的城市” 。 直播电商无疑

是当今互联网行业最火热的掘金之地。 而在

三维世界的地图上，杭州是它的坐标。 业界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中国直播看杭州，杭

州直播看九堡。 ” 杭州作为直播之都，聚集

了全国 10%的主播。 而杭州九堡村，是当之

无愧的杭州直播电商发源地。 文章说，在每

244 个人就有一个人是主播

的杭州， 平台经济还将持续

为这座城市注入活力。

《南风窗》杂志提出了重新思考中国电影

中心的问题。 提及中国电影中心，很多人都会

想到北京。诚然，这里有中国最好的电影学院，

有数不清的电影公司，有国内最浓厚的迷影氛

围。 但有人说，在距离北京不远的山西才是中

国导演的梦工厂，因为这里“出产” 了一众有

分量的导演：何平、曹保平、贾樟柯、宁浩、韩

杰、米家山。

再有就是东北火了。 《南风窗》

注意到，在冬日将至的时节，这片黑

土地热度不减。 东北吸引“流量” 的

“密码” ，一是自然天赋，具体而言即

“冰雪王国” 形象。 亚布力、雪乡等景

区名声在外，长白山正成为高端旅游

目的地；二是物产禀赋，让东北成了

低物价天堂，“东北早市太便宜”“东

北菜量怎么这么大” 等热搜里的东

北，有自己的货物计量单位；三是文艺赋能，

从电影《钢的琴》《白日焰火》到二手玫瑰

的摇滚和“老舅” 董宝石的说唱，再到“东

北文坛三杰” 班宇、双雪涛、郑执。 在文学、

音乐、影视等领域，组成了网络舆论所称的

“东北文艺复兴” 群像，这些作品用地域性

的故事表达了不同的时代情绪，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人去了解这片土地的厚重与文化，黑

土地背后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开始吸引更多

的人前往了解。

� � � � 从初中地理课上，我们知道了“云贵高原” 这

一地理单元的概念， 但只有真实地踏足这片高原

时， 它蕴藏的精彩才会从纸面地图单调的色块中

爆发出来，从小小的抽象褶皱中立体起来。 最新一

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推出“云贵高原” 专辑，

带领读者感受云贵高原的独特之美。

按照地理的划分标准， 高原是指海拔高度在

1000 米以上，相对高度 500 米以上，地势相对平坦

或者有一定起伏的广阔地区，可是从飞机上俯瞰，

云贵高原并不会有“地势相对平坦” 的视觉感受，

相反，很多时候看到的都是连绵不尽的山头；还有

一条条奔涌的大河，像破冰船一样冲开“山海” ，

在群山间切、削、雕、磨。

在山海中， 乌蒙山不仅是云贵两省自然地理

上的界线，也是两地不同气候的天然分界，最高峰

韭菜坪位于贵州省境内，海拔 2900 米，素有“贵州

屋脊” 之称。 由于山体高大， 乌蒙山对冷空气向

西、南方向的推进起到了一定的阻挡作用，因而其

对于昆明准静止锋的形成以及锋面两侧云贵两省

天气和气候的差异产生了重要影响。

云贵高原由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两部分组

成，这两部分却是和而不同、个性鲜明：受昆明准

静止锋影响，云南高原温暖晴朗“四季如春” ，贵

州高原阴凉多雨；湿热的气候让云南高原上的土

壤易被淋溶、氧化，经常呈现出热烈的红色。 贵州

高原则以黄壤为主， 石灰土的分布也很广泛；云

南高原除边缘地区地形比较破碎外，大部分地区

高原面保存比较完好。 贵州高原则有更多的高原

峡谷分布，是地形切割破碎的喀斯特高原；云南

高原是我国断陷湖最发育、 形态最典型的地区，

有着众多波光浩渺的大湖。 贵州高原因碳酸盐岩

岩层分布更广，透水性强，很难形成大湖，江河也

往往呈现“峡江” 之态……所以云南高原和贵州

高原虽然并称为云贵高原，学术界却往往视之为

两个高原。

云贵高原收纳了中国喀斯特景观的精华。世

界喀斯特地貌看中国，中国喀斯特地貌看云贵。

在这片土地上，分布着众多喀斯特景观，其中还

有很多是中国的喀斯特景观之最， 有一些甚至

是世界之最。 高度发育的喀斯特地貌，也孕育了

独特的生态环境， 让一些神奇动物得以在其中

繁衍演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洞穴鱼类。

星罗棋布的石灰岩溶洞，因地下水系连通性差，

彼此隔离，形成了一个个演化上的孤岛，让这里

成了全世界洞穴鱼类分化的中心之一。 仰取天

地间壮观瑰丽的喀斯特景观于一处， 俯拾洞穴

中幽微奇妙的生灵呈现演化秘密。 云贵高原，几

乎可以满足你对 “喀斯特” 这三个字的全部期

待与好奇。

云贵高原的山水之美，既有巍峨壮丽的“硬实

力” ，也有变幻无穷的“软实力” 。那些在群山间奔

腾的大江大河，断陷盆地中的大湖，是乐队中的钢

琴、大提琴和大号，音色深沉、浑厚、广阔，它们代

表着云贵高原的底色。 流经这里的乌江、南盘江、

北盘江，都有着“峡江” 的深深烙印，也是走出高

原的重要水道。

此外，杂志还对云贵特有的民族民俗、人文风

情、 地缘格局等进行了精彩的展示， 让人生发出

“云贵胜江南” 之感。

名著中的生态意识

《博览群书》2023 年 10 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博览群书》杂志解读不同

时期文学名著所体现的生态意识，试图借

助审美的力量，使更多的人，具有真正的

生态意识。

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 尽情描绘

中国传统乡居生态美的是 《水浒传》。

《水浒传》 中草莽英雄的出生成长之地

都是传统的中国乡村。 这些乡村第一次

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往往景色秀美、生活

富足、 祥和安乐， 犹如一幅秀美的山水

画，带着浓郁的世外桃源气息。比如小说

中提及的史家村、桃花村、柴家庄、石碣

村、东村，大都采用相类似的描述手法：

沿途走来， 先至一树林， 转过林子见庄

园，庄园皆种柳树，村边有河或小溪，格

局全都是背山临水。相似的叙述、差不多

的村落格局，带着说书人的痕迹，却又是

传统村落的真实再现。

文章特别指出，这些村庄都有花，桃

花村、红杏村，村名便点出村庄与桃树、

杏树有关；柴进家庄园里的花不仅美艳，

还是“奇花” ，说明家族底蕴深厚；写史

进的“史家村” 有桂花，写晁盖住的东溪

村有槐花。而花的出现，让人感受到普通

生活中蕴含着的美。

《红楼梦》中潇湘馆是最能体现大观

园自然之妙的生态空间。 潇湘馆的几个

构成要素，如石子甬道、翠竹、泉水等，都

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情思美感和诗意设

计。 石子甬道有一种朴拙感，石子取材自

然，且在人的行走中留下了生活的印迹，

有一种连接自然与生活的情感之美；竹子

不仅有装饰之用，且历来是中国文人的精

神图腾，正所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 。 竹子不但为潇湘馆铺展出精美协调

的日常空间，也为主人林黛玉修筑了一条

连接心灵的小径。 竹子的人格化、情绪化

甚至命运化，体现了潇湘馆的生态环境和

林黛玉生命价值的统一。

张恨水的 《啼笑因缘》， 通过表现

男主人公樊家树对自然的亲近与喜爱，

描绘出人与自然生态深度融合的美好

图景。 樊家树不喜欢西式洋房，认为洋

房的高墙阻隔了人与自然的交融 ，因而

选择居住在一个花木扶疏的传统四合

院里， 微风拂过花架带来缕缕清香 ，蜜

蜂绕着花嗡嗡地飞，整个院子充满蓬勃

生命力。 可见，他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

谐的宜居环境 。 实则 ，每一个居住环境

的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活法 ，甚至一种

文明的形态。

在丝绸里了解中国

《中华遗产》2023 年 10 月号，月刊

� � � � 最新一期《中华遗产》杂志推出丝绸

专刊，试图从丝绸里了解中国。

中国被称为“丝绸之国” ，那么丝绸

为何起源于中国呢？ 文章尝试从桑、蚕、

人三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 桑树被誉为

“东方神树” ，中国人得地之利，在国内

能找到的野生桑树有 15 种之多， 这是桑

蚕起源于中国的重要因素；其次，在中国

很早就出现了蚕神信仰。 在古人眼里，蚕

是一种不死的动物，其生命由卵到蚕，由

蚕到蛹，破茧羽化成蝶，轮回往复。 这在

先民眼中充满了神异色彩，为此，民间一

直有以蚕随葬、 在葬礼中大量使用丝帛

的习俗，其用意都是希望逝者重获新生。

据考古发现， 蚕是河姆渡先人的日常之

物，野蚕很可能在当时已“登堂入室” ，

成为家蚕；再次，考古学家在黄河流域和

长江流域都发现了远古时期的丝织物遗

存， 这也说明了我国蚕桑丝绸生产的出

现是多源的。

可以说，是天、地、人的合力造就了美

丽的中国丝绸。 其实，丝绸是一个很宽泛

的概念，泛指光鲜亮丽的丝织品，“绫罗绸

缎” 都在其中。 但何为绫、罗、绸、缎，它们

之间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大概就知之甚少

了。 接下来，杂志对丝绸做了分门别类的

详细介绍。

首先是丝织之祖的绢。 早在六七千年

前， 绢作为最早的丝织物就已经出现了。

绢的制作工艺较为简单，丝线粗疏，颜色

则以蚕丝最原始的白色为主。 绢的应用广

泛， 一度还扮演了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后

来为艺术家或手工者所喜爱， 被用于作

画，诞生了“院绢”“鹅溪绢” 等绢中名

品；其次是丝绸中的上品———纱，纱的孔

隙较大、用丝极细，是丝织品中轻盈的代

表，纱的历史很悠久，早在商代已经存在。

在中国丝绸中， 锦是最难织的面

料 ，也是最昂贵的一种 ，在众多丝织种

类中，大多数是单层组织，而锦却是重

组织，即一种立体组合 ，由数组经与数

组纬交织而成。 复杂的工艺 ，让锦拥有

了鲜艳华丽的各种花纹 ，也让锦逐渐成

为富贵的象征。

历史长河中，还有许多与丝绸相关，却

已鲜为人知的字词，比如：缦、缬、纨、缣等。

只是它们或被其他丝绸产品所取代， 或被

现代丝绸分类所包含，只留下些许痕迹，后

人只能按“词” 索骥了，比如盛行于秦汉时

期的丝织品绨，它虽属于丝绸，却不如麻布

亲民；虽厚重，却无御寒优势。因此，隋唐之

后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再如历史上一

种名为绡的丝织品， 它的样子今人无缘得

见，但在历代诗词中留下了身影，诗词中的

绡有着波光粼粼的光泽，充满朦胧美感，后

人只能在诗词中想象它的特征了。

■地理期刊

“耕织图” 背后的农耕社会

《书城》2023 年 10 月号，月刊

� � � �中国古代崇尚农业， 农耕文明也因

此成为我国传统文明独特的品质。 几千

年间，“风调雨顺” 几乎与“国泰民安”

是同义词， 农耕社会的理想是 “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山河无恙，宇内太平” 。

最新一期《书城》杂志刊发文章，通过流

传千年的“耕织图” ，来描绘农耕社会的

理想图景。

文章写道，“耕织图” 是中国古代为

劝课农桑，采用绘图的形式翔实记录耕作

与蚕织的系列图谱。 这一创意始于南宋绍

兴年间古越於潜县县令、画家楼璹绘制的

同题画作。 在任职期间，楼璹深入农业生

产和手工业制造的第一现场，为了普及耕

织技术，帮助百姓谋生，他在向农家讨教

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农学知识，将水田

稻作、植桑养蚕和织帛纺绸等农业、手工

业技术绘制成《耕织图》。

《耕织图》以系列图画的方式，描绘

了南宋时期江南稻作农业地区耕织经济

活动的景象，有如后世的拍摄写真。 图谱

分“耕图” 与“织图” 两大主题，总共四

十五幅图谱：其中“耕图” 部分有二十一

幅，描绘以农事中的“耕” 为中心的稼穑

之事，包括浸种、耕、耙耨、布秧、淤阴、拔

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簸扬、

砻、簏、入仓一系列农事环节和活动；二

十四幅“织图” 则以织为中心，描绘从浴

蚕到剪帛的整个过程，包括浴蚕、下蚕、

喂蚕 、一眠 、二眠 、三眠、分箔、采桑 、择

茧 、窖茧 、缫丝 、蚕蛾 、络丝、攀花、剪帛

等。 楼璹精于绘画，又有实地观察和实践

经验，他的《耕织图》真实生动地还原了

南宋时期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发展

的状况。

这套绘画作品， 不仅画风清新写实，

而且因作品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了传统农

业社会中男耕女织、 富足安宁的美好情

景，以绘画的形式解读重农国策，对普及

推广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有着积

极的作用，因而深获南宋统治阶级的欣赏

与重视，朝廷曾下旨推行这套图谱式的耕

织之法，命各州、县仿造绘制传播，一时朝

野传诵，从而引发了“耕织图” 创作史上

的第一次传播高潮。

南宋之后，元、明、清时代都涌现了很

多这类题材的绘画创作，形成了中国绘画

史、科技史、农业史、艺术史中一个独特的

现象。 此外，作为一部以图像的形式来推

广农业技术的重要作品，《耕织图》 不仅

在中国农业史上大放异彩，其影响还跨出

国界，对日本、朝鲜乃至欧洲也产生过深

远影响。 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有

趣的话题。

认识“滩涂精灵” 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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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滩涂精灵” 的鸻鹬。 所谓鸻鹬，泛指鸟

类“鸻形目” 的各种小型禽类，它们缺少

优雅的长脖子， 却把嘴喙形状玩出了花，

以便啄取泥沙和浅水中的各种食材。

所谓“滩涂” ，指水陆之间的狭窄地

带。 滩涂湿地本身是精巧而脆弱的生态系

统，散布于海湾、潟湖、河口、河流、淡水

湖、盐湖等水域与陆地相接的部分。 这里

的泥沙中栖息着许多小生物，成为各类鸻

鹬的天然食堂。 在河滨滩涂上，它们是捕

食者， 每种鸻鹬都有不同的嘴喙和绝招：

有些用敏锐的目光搜寻滩涂表面的目标；

有些用细长的嘴喙， 勘测泥沙之下的食

物；有些用健壮的脚蹊，把水搅浑后再趁

机捞食……由于鸻鹬的食材偏好、取食技

巧不同，同一片沙滩上可以有好几种鸻鹬

和谐共处。

当然 ， 鸻鹬虽然同属一个科目，但

“鸻” 与“鹬” 还是有差别的：鸻类是“视

觉系” 猎手，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格外醒

目，嘴喙却又短又细，长度一般不超过头

长。 而鹬类是“触觉系” ，视力在鸟类中不

算出众，嘴喙则通常比鸻长得多。 目光敏

锐的鸻类， 主要搜寻滩涂表面的食物，跑

跑停停的动作宛如发条玩具。 这种运动需

要较大活动空间， 因此鸻类常常散开觅

食。 而仰赖发达触觉的鹬类，觅食起来一

刻不停，频繁把喙当作“探针” 戳入泥沙。

“鸻” 与“鹬” 更多的是相同之处：两

者都看似呆萌，在栖息地走得多、飞得少，

却大多是长途迁徙的高手。 长途迁徙的候

鸟很多，距离有长有短，节奏有快有慢。 鸻

鹬类擅长的是“特种兵式迁徙” ，路途遥

远、争分夺秒、线路明确。 为弥补漫漫旅途

中的消耗，鸻鹬类每次远行前不惜暴饮暴

食，迁徙开始后又让肝、胃、肠、肾等器官

暂时萎缩，以减轻飞行负担。 一些种类迁

徙前后的体重，可以相差 50％，如同一个

200 多斤的胖子经过“魔鬼训练” 瘦成 100

斤。 这种极端的体重波动，它们每年都要

经历两次。 凭借迁飞能力，鸻鹬类几乎占

据了除南极大陆之外的全球各类水环境，

从涓涓细流、江河湖泊、寒带苔原到大海

之滨，不论迁徙路过还是长期居留，滩涂

湿地都是鸻鹬赖以为生的“食堂” 。

在非繁殖期， 大部分鸻鹬类羽色灰

暗，与栖息地的滩涂、湖沼等湿地背景相

似，要多低调有多低调。 而到了一年一度

的繁殖期， 许多种类会换上艳丽的 “婚

纱” ———繁殖羽。 换盛装的大部分是雄鸟，

彩鹬、瓣蹼鹬等少数则是雌鸟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