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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神奇的地球，如同一艘大船，给了我们诗意的
生存环境，毛衣之后穿泳装，绿叶之后赏红叶。可
是在人们的掠夺与破坏下，这艘大船正在四处漏
水，大自然的恩赐似乎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

SARS 阴影未远，疯牛病、禽流感、新冠肺炎
又接踵而至。医学家呼吁，如果人类再不尊重大
自然，这些病毒和细菌的侵扰将永不止息。人类
打乱了自然生态平衡，没有想到子孙后代，没有想
到地球末日。最终，造成的苦果要自己尝。

地球说话了，我并不需要人类，人类却离不开
我。我背着人类，人类吃得太胖，我快背不动了，
我已经病了。

猛兽易征服，病毒难奈何

1918 年至 1919 年，新型流行性感冒几乎传遍
全球，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受到了它的袭击，死亡
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死在炮火下的还要多。
一位医学家把这种流感称为“人类所经历过的规
模最大的传染病”。

1950 年代，一种神秘的疾病在赤道几内亚东
部的南富雷山区域流行。得这个病的人，走路不
稳、颤抖、眼瞎、摔倒，直到死亡，症状类似来自绵
羊身上的一种疾病。据查，这种病第一次出现于
1947 年，美国密执安州的一个农场从加拿大引进
来种羊后，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蔓延。尽管美国
农业部展开了大规模屠杀，但 他 们 还 是 没 有 控
制 住 病 情 的 发 展 ，疾 病 跨 越 了 品 种 ，传染到山
羊，后来又跨越物种屏障，感染了貂类和灵长类动
物。

生态学家警告我们，全球升温、臭氧层空洞以
及河流、湖泊、海洋污染，确实使北极熊、海豹、鸟
类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受到严重威胁。但经常被
人忽略的是，环境的破坏已开始危及人类的健康。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大部分传染病，都是由动
物传给人类的。例如，麻疹很可能和牛瘟及犬热
病有关，天花已经确定和牛痘以及其他的动物传
染病密切相关，流行性感冒则人猪共通。

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探索，许多曾经给
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传染病，被人类所战胜。
但是，许多灭而不绝的病原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寻
找出路。人类自身的问题让似乎销声匿迹的早期
传染病，又绝处逢生。滥用抗生素等药品、治疗过
程不完整、社会医疗体制不完善、公共卫生条件不
完备，都有利于各种抗药性病原的基因重组，进而
产生具有多重抗药性的新病原，并形成新的病
种。“病菌比人类聪明”，这个看上去不合逻辑的逻
辑，每一天都在给我们带来严峻的考验。

“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
病毒。”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的这句话有些
让人诧异。可这语却揭示了真相——人类可以从
容地对付咆哮怒吼的雄狮和虎豹，却奈何不了无
声无息的病毒。

研究冠状病毒的台湾著名学者赖明诏告诉我
们，在人和细菌、病毒的战争中，人类赢不了病毒
或细菌。人类发明抗生素药物，又滥用抗生素，使
细菌产生抗药性从而队伍愈来愈壮大；人类利用
自然、侵扰自然，更多的反噬永无止境。

敬畏大自然，方是治本策

瘟疫无国界，许多流行病都可以在很短的时
间内横扫全球。同时，大部分的瘟疫都和气候的
变化有关，许多古老的热带流行病正在向两极推
进。受到人类污染的海洋生物，除了大量死亡之
外，也可能成为最可怕的病毒携带者，1991 年的
利马霍乱就是海藻对人类疯狂的报复。

在这个有着几亿年历史的地球上，大自然为
每一个物种都规定了它们的食物和不可逾越的行
为规范，我们人类也在其中。但是，由于人类的好
奇、贪欲和为所欲为，一些自然规律正在被打破。

事实证明，人类得到了致命的惩罚。
最近几次的流行病，都有某一类动物的身影

在背后若隐若现，比如疯牛病和牛，“非典”和果子
狸，禽流感和鸡，新冠病毒与蝙蝠。它们昭示着对
人类犯下的罪行。后来，我们也“顺理成章”地认
为北美流感背后的动物“元凶”是猪。但科学家们
随后又发现，虽然这种新型病毒是由猪流感病毒
演变而来的，但是让人羞愧的是，先得病的是人，
而猪是被人感染的。

在网上搜搜人畜共患疾病，一连串惊心动魄
的数据就跳了出来：据有关文献记载，动物传染病
有 200 余种，其中有半数以上可以传染给人类。
其中鼠疫、狂犬病、炭疽病都是风云一时的“杀
手”。近年来由动物引起而在人群中流行的传染
疾病呈增多之势。我们的感觉是，孤立无援的脆
弱人类受到了动物界“生化武器”的围攻，处境堪
怜。那么，我们试试站在动物的立场上来写历史，
又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大自然终究是令人敬畏的，是不容糊弄的。
我们人类都是大自然中的一员，我们今天的行为
必定要影响我们的未来。

要克制不断衍生的怪病，研发新药只是治标
之法。治本之道还是要尊重自然，保持动物和人
类应有的距离和空间。

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应选择一种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发展方式，即可持续发展方式，既使人类
的发展需要得到满足，又使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得
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建设生态文明，是我们的未
来和理想。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全社会的参
与。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无数个无辜的人用死
亡、无数个严谨的科学家用调查和研究证明了的
事实。它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想以人类的生命
为代价，就不要利令智昏地去改变那些不该改变
的事情。

地球若重启，人类难招架

地球经受得起生态系统的崩盘，人类可经受
不起。就算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每次都恢复了，但
每次陪葬的物种数目却不计其数。不要说生态系
统崩盘了，脆弱的人类经济体系连海平面上升几
十厘米都招架不住呢。

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保护生
态，不是像口号里宣传的那样——为了地球，而根
本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地球其实根本不在乎我
们怎么闹腾，它有的是时间来恢复，可我们等不
及。就算人类没在灾变中直接陪葬，等地球恢复
好了，人也该没了。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我对于瘟疫、病
毒和疾病大流行相关的书籍、资料、文学作品的兴
趣不断提升。我阅读了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人类瘟疫报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
阿尔贝和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鼠疫》《失明症
漫记》以及《十日谈》《末日逼近》《最后这个人》等
十多部描写瘟疫的文学名著和国内有关作者的文
章。我不是科学、医学工作者，仅仅是活着的人类
一员，这是我的阅读笔记。

作者简介：丹增，藏族，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代表作品包括《童年的梦》《太平洋风涛》《驼峰飞
虎》等。

地球病了地球病了
◆◆丹增丹增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湖南卫视《新闻大求真》栏目自
5 月 22 日起，每天 18 点播出特
别节目——《打开生物多样性
之门》，这是为迎接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在我国召开，在生态环
境部指导下，由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和湖南卫视新闻中心联合
制作的。

节目组精心选取了中国最
具代表性的旗舰物种，并走进
条件艰苦、生物多样性丰富的
自然保护区，实地探访珍稀物
种及其生存智慧、生存状态以
及与人类的和谐共生关系。节

目讲述了中国野生动植物及自
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为保护
生物多样性、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而辛勤付出、忘我奉献的
故事。

在辽宁旅顺的蛇岛老铁山
自然保护区，节目组从 2019 年
晚秋一直拍到深冬，每天晚上
伴着狂风怒浪的轰鸣入眠，记
录下了在艰苦荒野之地，科研
人员和守岛志愿者坚守一线的
感人故事。

在全球中纬度保存最完好
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湖
北神农架，节目组在冬季挺进
海拔 2500 米的大龙潭，记录下

近几年神农架第一场“雪山飞
猴”景象：在阳光照耀下来的那
一刻，几只金丝猴静静地端坐
在二三十米高的参天古树上，
恭迎远方来的客人，金灿灿的
毛发在阳光下愈加闪耀，在白
茫茫的雪山，如同神迹。

此外，节目组还先后邀请
了 全 国 百 名 中 小 学 生 参 与 节
目 录 制 ，为 青 少 年 普 及 生 物
多 样 性 知 识 。 节 目 组 希 望 ，

《打 开 生 物 多 样 性 之 门》的 播
出能给全国的电视观众上一堂
生动、深刻的科学课，也为青少
年 打 开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认 知 大
门。

《打开生物多样性之门》在湖南卫视开播

◆本报记者王琳琳

千年大运河，魅力贯古今。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项具

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复兴及生态文
明建设工程。大运河文化带沿线
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大运河本体及相关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与各类文化遗产的
利用，对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深远意义。

但在保护实践过程中，运河
文化带遗产研究不充分、资源收
集整理不全面、管理条块分割多
头并管等问题一直存在。长期以
来，全国两会代表委员都十分关
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他们深入
一线，扎根基层，经过调查研究，
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既反映了
他们对大运河的殷殷关爱之情，
也反映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今年也不例外。

摸清底数，全面整合
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

2019 年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文
物出版社社长张自成实地调研了
一些运河主题博物馆和特色小
镇。他发现，许多文物展品和文
创产品匮乏，展览内容单调重复，
缺乏吸引力。“究其原因，还是源
于对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收集整
理和研究不够。”张自成说。

他表示，大运河历史文献档
案资料内容极为丰富，仅奏折、报
告、批示、决定、设计、图纸等档案
资料就有 1.5 万多件，运河专书等
古籍文献 1000 多种，契约、碑刻、
家谱、民歌民谣等民间文献资料，
数量更是不明。“这些文献档案资
料，除局部收集整理外，全面系统
的收集整理工作尚未展开。”

张自成建议，及时开展大运
河文献档案资料的普查登录工
作，特别要对每件文献档案资料
的保存状况做出科学评估，以此
作为抢救保护研究的依据；部署
开展大运河全流域专项地上地下
文物调查勘探考古工作，并及时
组织整理出版相关资料。同时，
适时启动大运河文献档案资料申
报《世界记忆遗产》工作，并整合
资源，建立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
数据平台，面向全社会开放。

高点定位，以文化带
动城市带综合开发

在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
文化与自然研究所所长贺云翱看
来，如果要给江苏全省 13 市选出
一个共同的“文化标识”，那它一
定是大运河。

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主干沿
线有苏州、无锡、常州等 8 市，主
要支流沿线有南京、泰州、南通等
3 市。最新考古调查还发现，盐

城、连云港也与大运河息息相关。
“这些最新调查，证实江苏的

各个主要水体、包括大海都与大
运河相连，江苏 13 市也都与大运
河相连。大运河对于每个市的起
源、变迁、发展都施加了重要影
响 ，注 入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文 化 记
忆。”贺云翱说。

在流经的其他省市，大运河
也像“一张网”，把沿江两岸各城
镇串联在一起，织就着广大人民
的共同记忆。

农工党山东省委主委段青英
建议，高起点定位，综合开发利
用，用文化来带动运河城市带构
建和运河经济带建设，在保护、传
承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促进
区域发展。利用大运河的交通动
脉和文化廊道功能，整合运河资
源，发展高端产业，建设中国东部
地区文化产业带，打造运河经济
增长极。

以特色小镇为载体，
促进保护传承有机融合

连成珠，串成串。数据统计，
大运河沿岸历史文化名城有 50
多个，历史文化名镇有 90 多个，
而特色小镇更是数量繁多。这些
各具特色的景区景点、传统村落、
古城古都，构成了优质独特的文
旅资源。尤其是特色小镇，因兼
具城乡优点，成为辐射带动新农

村建设的有效载体。
如在大运河浙江段，沿线集

聚了 70 多个特色小镇。它们以
茶叶、丝绸、湖笔、黄酒、书法等为
主导，将产业、生态、交通、文化旅
游等多种功能有机统筹起来，不
仅为大运河浙江段保护提供了丰
富的文化气息，也为沿岸老百姓
带来了持续稳定的收入，赋予了
浙江大运河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杭州师
范大学原校长杜卫建议，可进一
步发挥特色小镇作用，推动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有机融合。

一是以历史经典产业类特色
小镇为载体，推进运河沿线的中
华“老字号”保护传承。二是以时
尚文创类特色小镇为载体，发展
以运河文化为特色的文化产业。
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
文化资源，继承和创新运河文化
内涵，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三是开发运河精品旅游线路，构
建“大运河特色小镇联盟”。如重
点打造一批精品文化旅游线路，
把运河文化内涵和运河文化元素
融入文化旅游开发全过程，培育
大运河沿线综合旅游景区和特色
精品景区。

◆本报记者王琳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人、很多行业
改变了运行轨迹。不少原本在线下开展的工
作和活动，都转换成“云端”模式，文化艺术领
域也不例外。“云剧场”“云直播”“云展览”“云
阅读”等，这些明显带有“互联网+”色彩的活
动，迅速密集地走进人们生活，成为丰富人民
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

这些变化被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敏锐观察
到，他们纷纷就文化形式创新、完善服务供
给、推动线上线下融合等提出意见建议，希望
加强“云端”“末梢”功能，完善公众文化服务，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发展“云”服务，满足公众精神
文化需求

尽管疫情严重，但人们丝毫没有降低对
精神文化的希求和渴望。

这一点，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感受十
分深刻。

今年 1 月下旬至 3 月，湖北省博物馆实施
24 小时全封闭管理。让方勤没想到的是，经
常有人到博物馆门口来询问什么时候开馆，
这让他深受感动。3 月 22 日，湖北省博物馆
推出第一次线上直播活动，有 700 多万人次观
看，后来推出的“文物不言”系列云上观博物
馆，更是有千万人次关注。

“这充分体现了文物的魅力，文化的力
量，精神的鼓舞，以及文化和精神在社会发展
中重要作用和意义。”方勤感慨地说。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淮剧团国家一级
演员陈澄也感受到了公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的
渴望。疫情期间，她通过短视频平台做了 30
多场戏曲直播。有一个星期，她连续发了 14
个作品，一下子收获 2万多粉丝。

这让她对网络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思
考。“众多文艺院团、文艺名家纷纷加入云端
直播，不仅体现了非常时期传统戏曲精品涵
养心灵、治愈抚慰的社会功能，和文艺名家的

情怀担当，也让人们看到了互联网+戏剧所带
来的各种现实可能性。”陈澄说。

陈澄建议，国家文化、文艺主管部门加大
顶层设计，积极有效宣传，致力平台搭建，关
注、扶持传统戏曲的“云端”工程，让更多的传
统戏曲、戏曲工作者借力“云端”平台，为繁荣
社会主义文艺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

而针对博物馆领域的云端发展，全国政
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珠则
表示，面对公众的需求，以及数字网络、融媒
体传播等技术的不断赋能，博物馆“云展览”
需进一步发挥优势禀赋，迎来变革。

刘玉珠建议，为推动博物馆“云展览”更
好发展，还需要从以下 5 个方面持续发力。一
是要加强博物馆“云展览”的总体设计和顶层
规划；二是要加大经费投入，推动博物馆“云
展览”建设；三是要加大科技支撑，支持“云展览”
相关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四是要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共同建设“云展览”体系；五是要探索

“云展览”质量反馈评价机制，建立不同层次
和性质的“云展览”评价体系和推广矩阵。

加强终端末梢建设，打造优质
“掌上文化”产品

数据显示，疫情期间，仅博物馆领域，全
国 1300 多家文博单位利用数字化、动漫、游
戏、VR、AR 等信息技术，向公众提供全息影
像欣赏、虚拟触摸、沉浸式体验服务，共上线展
览2000余项，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

不过，也有很多公众表示，尽管自身有阅
读或收看文化产品或直播的愿望，但是实践
起来并不容易。

博 物 馆 爱 好 者 、95 后 刘 伟 就 是 其 中 之
一。最开始，他看到网上有大量的“云展览”

“云直播”资源还很欣喜，但是，真正看下来的
却没几个。他告诉记者，搜索直播资源要花
费时间成本，他常常陷入信息的汪洋之中，尤
其常常被一些博人眼球的文章、视频吸引，消
耗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导

演王建国关注到了这一现象。今年两会，他
带来了“加强掌上文化建设，打通国家治理体
系现代化的神经末梢”的提案。

他表示，截至 2019 年，中国的手机用户已
接近 16 亿户，其中使用智能机上网的又超过
一半。智能手机已经是互联网的最大使用平
台，形成了不同于图书、纸媒、电视的“掌上文
化”现象，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和
国家的政治生态。

但是，智能手机的交互特点，在内容传播
更加直观、更加快捷的同时，也使文化知识变
得更加碎片化。好的文化内容难以生产，更难
以立足，一些媚俗的“网红”文化却大行其道。

“进入 5G 时代，在各种海量信息和难以
计数的掌上 APP 中，能够承载我们优秀历史
和文化传统的内容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王建
国说。

对此，王建国建议，国家应深化对“掌上
文化”现象的研究，加强对“掌上文化”内容生
产的引导和扶持，协调和打通“掌上文化”的
分发渠道。尤其是在文化内容的引导和扶持
方面，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更多机构和
企业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和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如各类百科全书、各
类工具书，以及公立博物馆、图书馆和学校的
优秀课程等转化为“掌上文化”内容；应重视
移动互联网的新技术，运用 5G、超高清、虚拟
现实等技术相互匹配，促进公益性“掌上院
线”“掌上课堂”“掌上健康”“掌上科普”内容
生产。

此外，公众的人文科学素养培育也十分
关键。王建国表示，从疫情期间的网络舆情
来看，公众一方面对各种谣言和假新闻感到焦
虑；另一方面又急于寻找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
不自觉地被某些“带节奏”的信息所绑架。

“背后还是文化和思维素养的问题。谣
言止于智者，而要成为智者，首先必须具备良
好的人文科学素养。”王建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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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云端”通“末梢”

科技为文化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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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