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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简介

米哈伊尔·普里什文（1873～1954 年）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作家，被称为怀有强烈宇宙

感的诗人，具有倾听鸟兽之语、草虫之音异能的学者。同时，因其作
品中所体现的善待自然、敬畏生命的思想和情感，又被看作是世界生
态文学的先驱作家之一。

普里什文对俄罗斯北方白海沿岸的密林
和沼泽地带进行地理和人文考察，并写成了
随笔集《鸟儿不惊的地方》。作者以富有民间
文学特色的语言，细致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地
区自然地貌和人文景观，并且寻幽探秘，追寻
当地独特的地域文化，融合了从历史深处延
宕而来的凝重而从容的思考。这本书的成功
使普里什文在俄罗斯文坛崭露头角。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 年 9月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年 10月

《大自然的日历》被认为是一部纯原生态
的作品，普里什文将思想和感情从美学的角
度嵌入到对世界的原初和根本，即大自然的
敬畏和热爱之中。他远足大地，出入森林，把
融入自然作为“开启文学的钥匙”。具备丰富
的生物学知识以及美轮美奂的自然描写，并
将人与自然的爱与善化为诗意和哲理融入其
中，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一往情深，是 20
世纪世界文坛不可多得的佳作。

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 年 6月

《林中水滴》是普里什文创作的巅峰力作
之一。这本书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森林王国，
鲜明生动地展示出这个王国的美丽和丰富，
文字清新流畅，意境隽永，蕴含着一种音乐的
韵律，令人读来爱不释手。作者有一双善于
捕捉大自然情趣的慧眼，在他的笔下，大自然
是那么生机勃勃、色彩斑斓、妙趣横生，充满
令人心旷神怡的诗意和哲理，有时还带有几
分幽默。

□ 名著推荐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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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步道工作坊志愿手工步道工作坊志愿
者完成的京郊一段手者完成的京郊一段手
作步道作步道。。

美国阿帕拉契山径是纵贯美国东
海 岸 南 北 山 脉 的 一 条 步 道 。 一 直 以
来，数以万计的志愿者、民间组织踩着
前人的足迹游走步道，而步道又串联
起散在各地的风景与故事、自然与人
文、过去与未来，成为许多人梦想中的
圣地。

徐铭谦，一直梦想去探索这个步
道背后的故事。于是，她背上行囊，上
路了。而后，原本只是单纯步道之旅，
却成了她与自己对话的生命之旅、与
路对话的哲学之旅，还载满了笑与泪、
汗水与泥巴的中外友情。在旅途中，
她开始学会如何像山一样思考，重新
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北京出版集团新近推出的《像山
一样思考》，正是徐铭谦根据这段不同
寻常的旅行写就的。此书不同于一般
旅游札记，是一本步道旅行之书，也是
一部很好读的自然文学作品。

手作步道源于无痕山林的理念。
无 痕 山 林 是 始 于 美 国 的 户 外 运 动 方
式，指人在自然中活动时，要关注并保
护、维护生态环境，走过不留痕。手作
步道指的就是以人力方式运用非动力
工具辅助进行步道施作，使步道降低
对生态环境与历史空间的扰动，以增
进步道的永续性。

步道不仅是景观的组织与联系纽
带，同时由于其蜿蜒曲折或跌宕起伏
带来的景观变化，从而带给游人不同
的视觉体验与游憩享受。徒步运动在
国外有悠久历史，并拥有广泛的参与
群体，其中重要原因是建设了发达的
国家步道系统。

美国国会于 1968 年通过了国家步
道系统法案并开始了国家步道系统建
设，号召民众到遍布城乡的小道上去
锻炼身体。国家步道系统法案规定，
创建步道系统的目的是为促进公众保
护、使用、享受和欣赏国家自然和历史

资 源 。 1993 年 美 国 设 立 了 国 家 步 道
日，与地球日、国土日等相提并论。美
国国家步道分为景观步道、历史步道、
休闲步道以及连接步道。

阿帕拉契山径穿越美国南北 14 个
州，全长约 3500 公里，路途的山峰、河
流景色美丽，世界上很多喜欢徒步的
人 都 想 去 走 完 全 程 ，那 需 要 6～8 个
月。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这条路全靠
各地志愿者义务修建、维护，是地球上
由志愿者完成的最伟大的工程。2006
年，徐铭谦背起行囊去了阿帕拉契山
脉，呆了 4 个月，成为修路团队中一名
外国志愿者。她学习勘测设计、研究
手作步道的工法。

《像山一样思考》记述了她赴美国
阿帕拉契山径参与修建步道全过程，
以及在志愿者团队的生活与思考。在
书中徐铭谦不断探讨如何可以不用工
程发包的方式、不依靠政府，人们自愿
建造出自己梦想中的步道。这部书不
是简单记述步道工作假期，而是记叙
了在实践梦想的过程中具体的实操，
每个行动的背后是无数次、无数人经
验的累积，每个体悟都是人生最美好
的剎那。

徐铭谦一直以为“路是人走出来
的”，来到阿帕拉契山径才知道“路是
人做出来的”，就地取材、维持天然泥
径，柔软不伤膝盖。外观上做过而不
留 痕 迹 ，这 才 是 美 学 上 的 最 高 境 界 。
她发现每一段步道都有不同的个性，
这些个性都是因为所在位置的向阳或
背阳、所拥有的树林稀疏、树种树冠的
不同、水文流向，以及穿越步道的方式
不同所造成。她开始静下心来听步道
说话，在这个过程中愈来愈深入地了
解到环境与人的关系。

倡导手作步道，徐铭谦是希望让
更多人明白，反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只
能暂时阻挡一两个个案发生，只有去

改变人们的观念，才能从根源上阻止
荒谬工程的一再发生。如果人人动手
种植作物，或亲手修建山径设施，就会
在这一过程中思考，并从结果中看到
决定的好坏，最终渐渐明白人与自然
的关系。

她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同意，步道
是人与自然连接的途径。直观来说，
人们透过行走步道亲近大自然，但在
这个层次上，人们与自然是二元分立的。

自然作为人们偶尔逃离生活寻求
短暂疗愈之处，长久以来人们对自然
的隔阂，导致人对象征原始的荒野感
到恐惧，同时又想征服，因而当人们进
入 自 然 ，也 把 在 城 市 生 活 的 安 全 、便
利、效率带入自然，导致水泥花岗岩、
扶手栏杆木栈道等破坏了自然的自身
平衡，恐惧使人采取更多人造物以控
制或排除自然。因而，人们越想要从
自然里得到疗愈，也将同时目睹或加
速自然的消失。

徐铭谦认为，手作步道的确能有
效地把人与自然重新链接以来，人们
有机会透过参与维护天然无铺面的步
道，感受到与自然双向深度理解和互
动，相信自己有能力疗愈或保护受伤
害的土地，从而改变自己的恐惧，也改
变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关系。

俗话说，修路架桥，行善积德。可
是 常 常 有“ 行 善 ”的 愿 望 ，却 达 不 到

“善”的结果。在一些名山大川，除了
硬质路面，还大兴土木，这究竟是行善
还是祸患？是方便了生活还是为未来
挖下陷阱？

中 国 道 家 思 想 的“ 道 法 自 然 ”
“无 为 而 治 ”才 是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之
道。如果为追求舒适做了很多设施，
反而把人隔绝在自然之外。自然万物
每 样 都 有 自 己 的 秩 序 和 功 用 ，人
类 要 去 顺 应 而 不 是 去 介 入 或
干扰。

人与自然如何相处？
——读《像山一样思考》

◆丁宁

名家名著推荐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环控生
保研究室副研究员王隆基介绍说，选
择栽培生菜有以下原因：一是生菜的
生长周期是一个月，此次神舟十一号
在轨时间恰好是 30 天；二是生菜种植
技术比较成熟；三是生菜可食用，在后
续的在轨实验中可以作为食材；四是
生菜是老百姓比较常见的，有利于进
行科普宣传。

此外，专家表示，土豆、红薯、小麦
和大豆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们能提
供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以土豆为例，
土豆是块茎植物，这意味着可以在地
下存储。在获得等量阳光的时候，能
够产出两倍于其他作物的食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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蛭石

与地面种植使用土壤不同，此次
神舟十一号所种生菜使用的基质是蛭
石。蛭石是一种矿物质，具有很强的
吸水性，水分在其中传导非常均匀，即
使是在地面有重力的情况下，向上吸
附都非常流畅。

太空中，植物在失重情况下处于
漂浮状态。神舟十一号使用了白色箱
体固定生菜系统，使用时仅需像积木
一样把各个固件组装起来即可。这些
固件都是 3D 打印的，使用材料为轻便
的尼龙性材料，白色和绿色的对比，具
有很好的视觉效果。它上面有两个器
件，一个用来测量土壤中的水分和养
分参数，另一个用来在植物生长后期
在封闭情况下测量植物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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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系统

万物生长靠光照，在太空环境中，
植物的生长同样要 靠 光 照 。 此 次 神
舟 十 一 号 中 所 种 的 生 菜 ，正 是 通 过
LED 照明系统来实现生长的。系统
包 括 红 、蓝 、绿 三 种 颜 色 ，主 要 偏 红
色 。 专 家 介 绍 说 ，生 菜 对 红 光 吸 收
效 率 非 常 高 ，在 红 光 照 射 下 能 生 长
得很好；绿光的使用，能优化生菜的
视 觉效果；蓝光则能对植物形态舒展
有较强作用。

使用 LED 灯栽培植物的概念可
追 溯 至 20 世 纪 90 年 代 的 NASA 计
划。计划设置了专门的探索研究及科
技专案办公室，由航天专家雷·韦勒

（Ray Wheeler）博士带领。研究发现，
蓝色和红色的波长是植物生长的基本
条件，它们是以电力转换成光能量最
有效率的颜色。绿色则帮助强化人类
对于植物的视觉效果。

太空生态保障系统又称生物
再生式生保系统，主要通过高等植
物和微藻，为航天员生产食物、氧气
和水，并去除航天员产生的二氧化碳
等气体；通过饲养动物为乘员提供动
物蛋白；通过微生物分解作用，将系统
内的废物转化为可再用物质，从而实
现系统内物 质 的 完 全 闭 合 循 环 。
其最大特点是可实现系统内食物、
氧气和水等基本生保物质的全部
再生，大大减少地面后勤补给，并
为航天员提供一个鲜活的绿色环
境，从而调节其心理状态。

在人类进行的的航天活动中，
航天员在太空的第一代生命保障
系统，是依靠携带方式提供的；建
立空间站后，航天员采用第二代生
保系统，即氧气由水电解产生，水
则可以通过人体排出的汗液及呼
出的气体转化而成；目前，各国纷
纷建设第三代生态保障系统，希望
将来能用于地外探索。届时，航天
员不但可以在 太 空 种 植 蔬 菜 、粮
食，还可以养殖动物，让食物完全
自给自足，所需氧气等也将通过植
物获取。

太空生态保障系统
小知识

编者按

离开地球家园，飞向浩瀚太空，开展长时间、远距
离、多乘员深空探测和地外星球开发，是人类未来航天
技术发展的必然方向，而建立受控生态保障系统是解
决航天员生命保障问题的根本途径。日前，神舟十一
号航天员景海鹏为网友们讲解了在天宫种植生菜的过
程。这是我国首次在太空人工栽培蔬菜，为探索太空
迈出了重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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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种菜难在哪儿？

到目前为止，尽管科学家在太空已经开
展了多次植物生长实验，但要在太空条件下
成功地利用植物生产粮食与蔬菜等，为宇航
员长期太空生活提供食物来源，还没有成功
范例。

首先，太空空间狭 小 。 国 际 空 间 站 站
舱 主 要 用 于 科 学 研 究 和 实 验 ，所 以 能 在
太 空 种 植 的 农 作 物 必 须 是 矮 短 的 ；由 于
舱 内 阳 光 不 充 足 ，这 种 农 作 物 对 光 线 的
要 求 不 能 高 ；同 时 ，这 种 农 作 物 还 要 有 很
强的抗病能力。

其次，太空种植还需要解决许多与植物

生长发育有关的环境因子问题，如微重力的
影响。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在 1g 的重力
条件下演化而来的，它们的生长发育、生理
与代谢活动、行为特征都与 1g 的重力相适
应，很多生物还演化出专门感知重力变化的
器官或细胞器。

特别是绿色高等植物，要依赖重力来引
导其生长方向。而在太空中，植物在失重情
况下处于漂浮状态，虽然人工可以设置微重
力条件，但植物生长仍可能表现为无一定方
向性，这可能影响到植物有效的光合作用，
导致产量大大减少。

中国航天首次实现太空种菜 太空育种学问多

太空育种是将农作物种子或试管
种苗送到太空，利用太空特殊的、地面
无法模拟的环境（高真空、宇宙高能离子
辐射、宇宙磁场等）的诱变作用，使种子产
生变异，再返回地面选育新种子、新材
料，培育新品种的作物育种新技术。

太空育种具有变异多、变幅大、稳定
快，以及高产、优质、早熟、抗病力强等特

点。其变异率较普通诱变育种高3~4倍，
育种周期较杂交育种缩短约 1倍。

目前，美国、俄罗斯、中国已成功进
行了太空育种。我国从 1987 年开始将
蔬菜等搭载上天，迄今已先后20余次利
用返回式卫星和神舟飞船，搭载了上千种
作物种子和微生物菌种，获得了大量新
性状品种，并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

有人说，太空种子就是把普通种子
送往太空，使其在太空中的独特环境下
进行变异的育种。其实，太空种子这个
称呼并不“简单”，它有着严格的定义。
太空种子在搭载诱变后，需要一代一代
筛选培育，还要通过相关管理部门的审
定。这一过程至少需要 4年时间。

首先，进行种子筛选，这是太空育
种的第一步，带上太空的种子必须遗传

性稳定、综合性状好；其次，用返回式航
天器将种子带上太空进行诱变，返回
地 面 后 ，再 进 行 选 育 、培 植 出 植 物 的
新 种 质 、新 材 料 、新 品 种 ；最 后 ，进 行
地 上 攻 坚 ，先 将 它 们 统 统 播 种 下 去 ，
然 后 将 选 出 的 种 子 再 播 种 、筛 选 ，让
它们自交繁殖，如此繁育至少 4 代后，
才有可能获得遗传性状稳定的优良突
变系。

太空育种只是将植物 DNA 打乱重
排，并没有导入其他外来基因，没有打
破物种之间的界限，因此太空育种并非
转基因。

在自然环境中，植物种子实际上也
在发生变异，只是变异过程极其缓慢，
变异频率很低。而人类早期的植物育
种方法大都是对自然变异的选择和利

用，并被证明是安全可行的。太空育种
是人们有意识地利用空间环境条件加
速生物体的这一变异过程。这两种变
异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在太空飞行归
来的种子（非直接食用），经严格的专业
检测，没有发现增加任何放射性。因
此，食用太空种子生产的粮食、蔬菜等
不会存在不良反应。

太空育种不是简单的“飞天”

太空育种不是转基因，不会威胁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