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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本报记者陈妍凌

冬至将至。南北方“吃货”在微博再议旧
题：这一天该吃饺子还是汤圆？南方吃汤圆
寓意团圆，北方则流传着“冬至不端饺子碗，
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讨论虽热闹，总感
觉其中深究冬至节气风俗、起源的并不多。

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民族特色的
文 化 遗 产 ，甚 至 被 誉 为“ 中 国 的 第 五 大 发
明”。和很多家长一样，北京市民王女士选择
最近热销的《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绘本图书，
和 6 岁的女儿蒙蒙一起学习节气文化，感知自
然变化。

我仿佛能看到，孩子通过阅读同我们的
祖先有了血脉的通连。

这套书分春、夏、秋、冬 4 册，详述每个节
气的特点。以冬至为例，书中介绍，它是二十
四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很多地方
在冬至日有祭祖的习惯，它也是北半球一年
里日照时间最短的一天。书中以图画的形
式，让小孩子可以用画笔在书中温度计上记
录这天的气温，年纪稍长些，可以比照书里的
天象介绍，夜观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或者赏
一首杜甫的《小至》——天时人事日相催，冬
至阳生春又来。古人还发明了画“九九消寒
图”的消遣方式，来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读
者也可以效仿尝试。

先人们所创的冬至民谚，都是万物变化
的写照。比如冬至三候：一候，蚯蚓结；二候，
麋鹿解；三候，水泉动。其中，“麋鹿解”说的
是每年冬至前后，珍稀动物麋鹿的角会自然
脱落，要到第二年夏天才会长出新角。

“ 老 祖 宗 发 明 二 十 四 节 气 真 是 太 伟 大
了。”一位家长在网上留言。另一位家长表
示，孩子对这套书爱不释手，反复看了几遍，
二十四节气的来历能讲得头头是道。“我仿佛
能看到，儿童通过阅读，和我们的祖先有了血
脉的通连。”

购书者中，不仅有老师和学龄儿童父母，
还有爷爷奶奶将书作为礼物送给在国外生活
的孙子。一位家长说，如今外国童书风靡，其
实我们更应该关注民族的东西、传统的知识，
这才能体现中国人的特色。这套书是让孩子
们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

现在的孩子和自然的接触，比我们当年
少多了。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对干农活印象深

刻。”《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作者高春香回忆，
小时候一放暑假，她就要和父母兄长到地里

“ 看 守 ”自 家 的 西 瓜 。 他 们 教 她 识 别 作 物 ，
告 诉 她 培 育 的 方 法 ，怎 么 剪 枝掐顶、何时浇
水、浇多少水，都有讲究。夏至之后，田里的
作物生长很快，高春香便一年年见证它们的
成长。

后来，高春香每每向年幼的女儿牙牙说
起这段童年，女儿都觉得这种生活“很神秘”
也很有意思。“现在的孩子和自然的接触，比
我们当年少多了。”高春香说，在城里长大的
牙牙回老家体验农事时，提问总是一个接着
一个：妈妈，杏子什么时候熟；什么时候种豆
子；苦菜长什么样……

牙牙 5 岁时，听到天气预报说“今日是惊
蛰”，便问高春香，惊蛰是什么意思。“我对节
气有一点了解，但具体也解释不了。”那时，高
春香想找一本关于二十四节气的绘本，却搜
寻无果，这让她萌生了创作想法。她要为中
国的父母和孩子做一套枕边书，能一起读着
它走过春夏秋冬，让孩子接触自然，聆听二十
四节气的语言。

这套书对每个节气的介绍都分为 8 个板
块，包含节气故事、节 气 由 来 、农 事 活 动 、民
俗节日、古诗谚语、天文气候、七十二候、动
物植物。全书图文并茂，教孩子传统技艺和
节气知识，引导他们观察生活，动手做科学
实验。

去年元旦，上市仅一个多月的《这就是二
十四节气》就冲到了当当网所有品类图书的
销量榜首。目前销售已逾 50 万套。据了解，
沪江网学习平台还以本书为纲，开设同名在
线课程，让全国孩子共同参与观察、感知和
分享。

中国环境报中国环境报：：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后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后，，面向青少年的自然体验面向青少年的自然体验
研学活动有所增加研学活动有所增加，，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高春香高春香：：不仅这类课外活动多了不仅这类课外活动多了，，教育部今年也发文教育部今年也发文，，把节气把节气
教育纳入中小学德育课程中教育纳入中小学德育课程中。。我认为我认为，，节气教育要避免走两个极节气教育要避免走两个极
端端。。一是停留在书本上一是停留在书本上，，成了古诗诵读或者节气知识背诵成了古诗诵读或者节气知识背诵。。上这上这
类课类课，，就要引导学生去观察就要引导学生去观察，，天文天文、、地理地理、、植物植物、、动物动物、、民俗内涵也都民俗内涵也都
可以囊括可以囊括。。二是体验走形式二是体验走形式，，不深入不深入。。比如有的机构光组织孩子比如有的机构光组织孩子
去体验割水稻去体验割水稻，，但是但是，，水稻是怎么插秧水稻是怎么插秧、、生长的生长的，，孩子还是不知道孩子还是不知道，，
那就不可能了解这其中和物候的联系那就不可能了解这其中和物候的联系。。

中国环境报中国环境报：：您是怎么教女儿牙牙感知二十四节气的您是怎么教女儿牙牙感知二十四节气的？？
高春香高春香：：牙牙生活在城市里牙牙生活在城市里，，她回老家掰玉米她回老家掰玉米、、割红豆割红豆、、摘西红摘西红

柿柿，，都会很兴奋都会很兴奋。。我要先让她知道我要先让她知道：：食物是从这里来的食物是从这里来的。。然后然后，，我我
会告诉她作物怎么播种会告诉她作物怎么播种、、成长成长，，让她看到作物的生长轨迹让她看到作物的生长轨迹。。第三步第三步
是是，，明白作物的生长和周边物候的关联明白作物的生长和周边物候的关联。。小麦成熟时小麦成熟时，，有布谷鸟有布谷鸟
叫叫；；青蛙叫了青蛙叫了，，立夏就到了立夏就到了。。在没有日历的过去在没有日历的过去，，古代农民就靠着古代农民就靠着
自然的指示生息自然的指示生息。。

中国环境报中国环境报：：一些南方地区的读者说一些南方地区的读者说，，您这套书有局限性您这套书有局限性，，因因
为聚焦黄河沿岸的物候为聚焦黄河沿岸的物候，，很多自然现象南方观察不到很多自然现象南方观察不到。。您怎么看您怎么看？？

高春香高春香：：古人学习古人学习、、传承和创新二十四节气传承和创新二十四节气，，主要服务于黄河主要服务于黄河
流域的生产生活流域的生产生活。。但是但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自然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自然历。。比如三亚比如三亚，，
它可能没有泾渭分明的大雪小雪它可能没有泾渭分明的大雪小雪、、小寒大寒小寒大寒，，但是肯定有它自己的但是肯定有它自己的
节气特征节气特征。。所以所以，，书只是扫盲和启蒙书只是扫盲和启蒙，，更重要的是人们到自然中去更重要的是人们到自然中去
感受感受，，这样才会发现新东西这样才会发现新东西。。我希望全国各地的读者用笔记本我希望全国各地的读者用笔记本，，搜搜
集集、、记录当地的二十四节气记录当地的二十四节气。。跟着古人跟着古人，，续写节气续写节气。。

节气教育别割裂事物关联节气教育别割裂事物关联

◆本报记者王琳琳

这是一部少有的登陆中央电
视台一套（综合频道）首播的大型
人文生态纪录片。为了推介这部
片子，央视一套辟出了《新闻联播》
之前的黄金时段对其进行宣传。
如此“大手笔”，使得这部片子一经
播出，就收获了收视率和质量的双
口碑。它就是 6 集大型人文生态
纪录片《一江清水向东流》。

这部从 2016 年春天就开始采
风 创 作 并 很 快 组 织 拍 摄 的 纪 录
片，是 2017 年 7 月青海可可西里
申 遗 成 功 后 推 出 的 第 一 部 大 型
人 文生态纪录片，系统讲述了长
江、黄河、澜沧江 3 条大江大河从
源头到中下游的江河生态环保故
事。在重点展现三江源头及中下
游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也 用 唯
美和壮丽的视角，展现了三江流
域浓浓的人文情怀。

高 原 拍 摄 充 满 了 很 多 不 确 定 因
素。无人区恶劣的气候条件，比如稀薄
的空气、未知的路况，让整次拍摄充满
了风险。有一次，《一江清水向东流》摄
制组的车陷在了沼泽中，两天才走了
20公里，只好在高原上搭帐篷住。

为了拍到第一线的场景，摄制组不
顾辛劳与危险，高原拍摄时间长达 200
余天，深入高原腹地几十次，行程超过
数十万公里。虽然播出的纪录片每集
30 分钟，但他们拍摄的全部视频素材
时长超过2000分钟，素材比超过了1：12。

艰辛的付出终有回报，纪录片呈现
的效果令人赞叹。纵横捭阖的江河画
面、气势恢宏的山川场景、细致入微的
人物表情，无不让人叹为观止。

制片人黄勇告诉记者，这部电视纪
录片是艺术性与专业性的完美结合。
除了制片人，黄勇还有另一重身份——
中国环境报社影视新闻中心主任。“中
国环境报的加入，让这部纪录片的专业
性有了质的保证。”黄勇说。

拍摄期间，摄制组整合了全国环保
系统的资源，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各地近
年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果与进展。摄制
组更是确立了大江大河是一个完整生
命体的指导思想，要想讲好江河流域故
事，不能光讲源头，还必须向中下游地
区拓展。于是，沿着长江、黄河、澜沧
江，摄制组一路拍到了长江入海口、黄
河入海口以及澜沧江在云南西双版纳
的离境口岸。一路上，他们看到了太多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感人故事和生态美景。

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摄制组拍
到了数百只黑颈鹤休息觅食的场景；在
陕西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用讲故事的
方式讲述了当地是如何进行生态环境
保护和污染治理，确保“一江清水送黄
河”的。

“影像是当地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最
直观的展现。一图胜千言。”黄勇说。

会泽县是黑颈鹤迁徙的必经之路，之前
由于人为因素破坏，黑颈鹤栖息地面积
严重缩减，破坏严重，经过这些年的保
护，这里的黑颈鹤数量从原来的 21 只
增加到近 800 多只。此外，良好生态环
境的恢复，还吸引来了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灰鹤、赤麻鸭、斑头雁、红嘴鸥、苍鹭
等各种水鸟近两万只。每当旭日初升，
百鸟齐鸣、万鸟齐飞，喧喧闹闹，蔚为壮
观，堪称鸟的天堂。

杨小朴告诉记者，在渭河入黄口看
到了一幕让他万分感动的打渔场景。
原来，渭河两岸有很多工业企业和居民
居住，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违规排
放严重污染了渭河水质。为改变脏乱
差的面貌，当地政府一手抓治理，一手
抓河滩建设，建设景观水面 38 万平方
米，放养 40 万尾鱼苗，如今水质已达到
Ⅱ类标准。“一条河的水质是否变好，有
没有鱼是最有说服力的标志。渭河有
了鱼，不就是水质变好的最有力说明
吗？”杨小朴说。

长河旭日，光耀千古。洗涤尘埃的
江河摧枯拉朽、浩浩荡荡。《一江清水
向东流》的总撰稿宗潭先后二十几次行
走高原，每一次都会受到强烈的心灵撞
击。这里的雄峰深谷让他的心灵得到
荡涤，感受到与都市喧嚣躁动截然不同
的安静，带来关于梦想、关于家国、关于
自己的思考。

“江河的缘起，是寻根。江河的保
护，是传承。讲述中国好故事，展示中
国好形象，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
这一代人的责任。”宗潭说。

很快，这部纪录片将推出 10 集的
海外版《江河密码》，在东南亚、印度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播出，分别
以“河源惟远”“江河源头”“大美玉树”

“雪域生灵”“长江之歌”“黄河沿岸”“澜
沧江畔”“美丽中国”等为主题，系列纪
录片的推出，将为宣传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成就再添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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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第三极”诉说江河情
本报出品的 6集人文生态纪录片《一江清水向东流》登陆央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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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江清水向东流》摄制组奔赴拍摄地。

国家战略的影像表达

在我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水的故
事丰富程度能超过青藏高原腹地——地
球的“第三极”。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
江三大江河的发源地和上游区域，有巴颜
喀拉、阿尼玛卿、昆仑、唐古拉等雄伟大
山；有无数星星点点的雪山冰川湖泊湿
地；有藏羚羊、雪豹等大量珍稀野生动物；
有独特的民族文化；也有着“亚洲水塔”的
美誉，是中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水源地。

地理位置的特殊 性 、生 态 地 位 的 重
要 性 ，使 得 这 里 成 为 生命的禁区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重点。国家高度重视三江源
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2016 年 3 月 5 日，党
中央批准我国建立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三江源国家公园。它不仅总面积在
世界上名列前茅，而且是世界第三极“高寒
生物种质资源库”和海拔最高的巨型国家
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一经建立，就开启
了一种崭新的自然保护模式。

几个月后，2016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
近平总书记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高度关
注青海保护生态环境、推进中国三江源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情况，强调一定要生态
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

“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

省。为期 3 天的考察行程中，他在察尔汗
盐湖关注循环经济发展，到长江源村视察
生态移民搬迁，去西宁看环境监测、光伏
产业……最关注的就是生态保护。

可以说，纪录片《一江清水向东流》正
是应运之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组织拍摄制作。它以三江源
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为重点，全面反映长
江、黄河、澜沧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风貌，
深入解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生态文明建
设成就，拍摄到了雪豹、野牦牛、藏羚羊和
黑颈鹤等珍贵画面以及高原地区特殊的
人文历史和生态环境。

“它不仅是一部生态纪录片，更是一
部全景式展现人文、生态、民族、文化的综
合纪录片。”总导演杨小朴告诉记者。纪
录片还拍摄到了戍边卫国官兵扎根高原，
玉树灾后重建、生态修复和民族地区精准
扶贫，讴歌玉树地震灾后重建中的军民团
结和民族团结精神。

沿流域讲述江河故事

三江源，一个如此宏大的题材应该从
哪些方面入手？应该如何表达？在总导
演杨小朴的心里，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用
两个字来回答——故事。

“ 越 是 宏 大 的 题 材 ，越 要 着 眼 于 细
节。”杨小朴说，三江源地区世世代代生存
着人类之外的这么多珍稀野生动物，这里
是它们的乐园。围绕这些动物的保护、生
态环境的保护，发生了这么多可歌可泣的
保护故事。

故而，6 集纪录片以《源水》《感恩》《色
彩》《守望》《奔流》《圆梦》为题，把江河的
故事娓娓道来。

为了讲好源头故事，导演组分成 3 个
摄制组，实地踏访了 3 条大江大河的源头
发源地，包括地理发源地、文化发源地。
以长江为例，长江分为南源、北源和正源，
摄制组为了全面、真实地展现长江源头，

分别到 3个源头现场实地拍摄。
有一些拍摄是计划内的，有一些拍摄

是计划外的。杨小朴告诉记者，3 条大江
大河，每一条都会拍摄源头第一家的故
事，讲述生活在源头的农牧民是如何爱护
生态环境、自觉保护江河的。有些是计划
外的，比如藏羚羊、野牦牛、鹰等，不知何
时就出现在了镜头里。

在万里长江的源头、海拔 4290 米的
青海省治多县，摄制组拍到了一支由公务
员、公安干警、司机、保安和自由职业者等
组成的环保志愿者队伍，他们自筹资金印
制宣传册、办宣传栏，配合政府和环保部
门，向全县农牧民、游客宣传爱护草原生
态环境、保护长江源头水的重要性。他们
还在牧民休闲的草原自费购买垃圾箱，每
天下班后和周末都会来把大家丢弃的垃
圾捡起来，运走并集中统一处理。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摄制组拍到了白
玛才仁、白玛艾加、更求曲扎、更求巴丁 4
位藏族小伙子，他们既是澜沧江三江源区
生态民兵、志愿者，也是三江源的环保新
人。能成为三江源的管理员，他们都感到
非常自豪。“美丽的澜沧江从这里穿过。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是这里的山、这
里的水养育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未来
和这里的每一块地、每一片林、每一滴水
都是紧紧相连的。”

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不是塑造的。
纪录片播出后，这些农牧民自发的保护行
动感动了无数人。不少同行给杨小朴打
来电话，表达祝贺。一位观众通过各种渠
道找到杨小朴，对他们摄制这部纪录片表
达感谢与感动。

深受感动的还有参与这部影片摄制
的工作人员。参加摄制的多是 80 后、90
后年轻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上高原，第
一次看到如此壮丽的山川大河景象，看到
被 称 为 母 亲 河 的 源 头 细 流 淙 淙 ，生 生
不息。

一名来自温州大学的实习摄像师，触
动非常大。他甚至告诉杨小朴，参与拍摄
的几个月，比他在学校里所学的收获更
多。他每天都会自觉把生活垃圾收集起
来，带回城市集中处理。

在杨小朴看来，一部纪录片的魅力和
价值正是在这里。“如果观众能通过这部
片子体会到水的重要性、环境的重要性，
被片子里讲述的人的故事所感染，这部纪
录片的魅力和价值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图为图为《《一江清水向东流一江清水向东流》》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