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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题：《永乐大典》编纂于哪
个朝代？”

“明朝。”小学四年级学生李佳缘
和几位同学争先恐后地回答。

在国家图书馆稽古厅外，家长范
女士现场出题，领着孩子们做抢答，
考题则出自今年春节期间在此展出
的《永乐大典》部分珍品。

“百科全书”仅存不足4%

狭长的展厅每日平均迎来送往
四五百名参观者。人们穿行其间，或
凝眸观赏，感受《永乐大典》数百年流
散跌宕；或俯首提笔，抄写《永乐大
典》书页精华。讲解员将《永乐大典》
背后的传奇故事娓娓道来，范女士的
女儿周宇辰和小伙伴一起紧跟其后，
听得格外认真。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
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
3000 多人参加，历时 4 年修成的大型
文献集。全书约 3.7 亿字，是中国古
代最成熟、最杰出的“百科全书”。它
是上起周秦，下迄明初的历史文献资

料的总结，汇集了古代
图书七八千种。

明嘉靖皇帝恐《永
乐大典》损毁，在嘉靖
四 十 一 年（1562 年）命

人重抄全书。但《永乐大典》被抄写
完 毕 后 ，其 正 本 的 下 落 就 不 为 人 知
了，至今众说纷纭。人们今天可见的
均是嘉靖时期抄写的副本。

《永乐大典》修成后的数百年间，
屡遭厄运，损毁殆尽。原本 11095 册
22877 卷的鸿篇巨制，至今仅存嘉靖
副本 400 余册，散藏于 8 个国家和地
区的 35个公私收藏机构。

此次展出让更多人有机会亲近
国宝，了解历史知识，接受文化熏陶，
也增强了大家传承保护好优秀传统
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周宇辰告诉记
者：“传统文化保留下来真不容易。”
李佳缘对这套书的大量流失颇为心
疼：“这 400多册书好宝贵啊。”

珍品书册回归路曲折

展厅里，与读者见面的两册《永
乐大典》，都有颇为曲折的“身世”。

其中一册为农民捐赠。1983 年，
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
册《永乐大典》。发现时，书的天头地
脚部分已被裁去，用来做了鞋样。幸
运 的 是 ，当 时 的 农 家 妇 女 虽 然 不 识
字，但因袭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
书的内容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得
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此书捐
让给国家。

另一册来自海外回流。2007 年，
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华东核查古
籍善本时，意外发现加拿大籍华人袁
女士手中藏有一册《永乐大典》“湖”

字册。当时，国家图书馆恰好存有的
两册“湖”字单册，正是这册孤本的
前、后两册。专家们先后对此进行了
4 次鉴定，认定其为明嘉靖间《永乐大
典》写本的零册，尚且保存明代包背
旧装，前后书衣完整，品相良好。在
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领导的关心和
协调下，这册《大典》成功回归祖国。
3 册“湖”字册前后相连，让人们更清
楚地了解到《永乐大典》选材、引书、
编排等诸多特点。

读者抄书亲近国宝

现 场 誊 写 临 摹 ，拉 近 了 读 者 与
《永乐大典》的距离。展览期间，国家
图书馆从馆藏的《永乐大典》中，挑选
出 15 张寓意吉祥、贴近生活的书页，
制作成抄书纸，供读者现场用软笔描
红临摹。

如 表 达 新 年 祝 愿 的“ 兴 ”和
“ 馨 ”字 书 页 ，分 别 寓 意 国 家 民 族
强 盛 、人 文 兴 盛 和 品 德 美 好 。“急
递铺”书页含有《事物纪原》中关于

“急递铺”的记载，让抄书者在物流行
业飞速发展的当下，一窥昔日的官办
快递运营模式。

展览期间恰逢 2 月 14 日西方情
人节。当日的主题书页“相思铺”颇
为应景，有宋代诗人令狐挺诗《题相
思铺壁》：“谁把相思号此河，塞垣车
马往来多。祗应自古征人泪，洒向空
川作浪波。”

在临摹区，记者看到小学 6 年级

学生关煜心无旁骛地抄写，一抄就是
四五十分钟。有成年人则反映，太久
不写字，认真抄半页书就手酸了。讲
解员告诉大家，雕版印刷技术在明代
已经十分成熟，宏篇巨作《永乐大典》
却是依靠手工誊写而来，连书中栏线
都是手绘而成。彼时，官方规定的工
作量是每人每日 3 纸，也就是 6 页，不
能多也不能少。这是为了保证抄写
水准的稳定性，杜绝为赶时间而产生
的草率情况出现。作为制度保障，官
方按日按时发放笔墨纸砚，不得涂抹
修改，不合格者还要返工重抄。

展厅里，周宇辰钦佩古人“字写
得真好”，一位老年读者不舍得让抄
书页留下折痕，小心翼翼地卷好带回
家，“以后可以当字帖”。抄书页每天
一个主题，15 天不重样。为了集齐感
兴趣的抄书页，还有读者连续好几天
赶来抄书。一位读者在展厅留言簿
上难掩喜悦：仿佛穿越历史时空，与
往圣先贤神交。

穿越时空与先贤神交
◆本报记者陈妍凌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在参与环境治
理中存在制度不健全、手段缺合
力、能力欠发展等困境。为完善
环保工作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体
系，九三学社中央建议，强化环保
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制度建设，
建立政府和环保社会组织 间 的
信 息 共 享 与 资 源 整 合 机 制 ，创
新环保社会组织资源组合的统
筹机制。

九三学社中央建议建立分级
分类登记管理制度。坚持政府引
导、有序参与、规范透明的方针，
明确环保、发改、国土等部门根据
政府环保职能分工。适时出台相
关政策，为社会组织作为承接环
保公共服务重要的主体提供制度
保障。

建立政府和环保社会组织间
的信息共享机制，由环保主管部
门牵头，逐步形成定期交流机制，
并邀请相关政府部门与媒体参
加；推动环保社会组织定期举办
公众参与沙龙、论坛，营造环保公
众参与的社会氛围；以行业协会
商会行政脱钩为契机，健全环保
社会组织相关管理机制。

同时，省、市、区（县）各级政
府应建立与环保社会组织的沟通

与交流机制，增进理解与互信。
积极推动环保社会组织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促进本土环保社会
组织积极“走出去”。

强化政府在环保社会组织参
与构建环境治理体系方面的主导
作用，九三学社中央建议，各级环
保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环保社会组
织的业务指导，逐步建立环保社
会组织公众参与效果评估体系，
将评估结果与享受税收优惠、承
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挂
钩。建立地方环保社会组织信息
数据库，建设相关网站，进一步推
动环保社会组织信息公开。

另外，九三学社中央建议，创
新资源组合，一是要拓展政府购
买服务范围，将适宜环保社会组
织承担的环境公共事务纳入到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加
大对环保社会组织的资金扶持力
度，加大对环保公益活动经费补
贴力度。二是鼓励地方成立环境
保护基金会，采取政府、企业、公
众出资，社会化运营管理的模式，
募集资金支持环保公益项目活
动；探索建立环保社会组织孵化
机制，设立环保社会组织孵化培
育资金；逐步完善社会组织财税
优惠政策。

推进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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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贺兰山
芮晓明

2003年9月，高考后我便离

开了故乡宁夏去上海求学。那
时，我对道路纵横交错的大城市、
对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生活充满了
向往，幻想着何时故乡也能有这

样的发展。
彼时家乡的堂弟仅12岁，正

在经历中学入学军训，提腿迈步，
挥汗如雨。

宁夏的东部是资源重地，绵
延的戈壁滩下埋藏着无数品质上
佳的煤炭。那时国家西部大开发
战略正在推进，据说会在家乡附

近投资数千亿建成一处能源化工
基地。抬眼向西远眺，一下便能望
到绵延起伏的贺兰山脉，它用雄壮
无比的躯体阻挡住了来自西伯利

亚的寒流，在它脚下仰望，灿烂的星
空和银河仿若眼前。

2007年本科毕业，我便投身
于我国核电建设事业。堂弟已进

入高中，堂叔对他最大的期望就
是考上大学，学习煤炭化工专业，
毕业后能去附近即将建成的能源
基地工作。

此时，贺兰山脉依然阻挡着
西北的寒风，守护山脚下深冬季
节的那份温暖。得益于国家战略
投资，能源基地渐成规模，高耸入

云的大烟囱多了起来，家乡的经
济也连续10年增速超过10%。天
空中，牛郎织女星依旧闪烁，只是
少了些璀璨，多了些朦胧。

2014年，辗转两份工作后，我
进入了环境保护部，成为一名核安
全监督员。家乡的能源基地也正
扩张，成为省里经济发展的支柱，小

小的县城一跃成为国家百强县。
堂弟大学毕业了，如愿进入

了能源基地的一家国家级煤制油
企业。但是堂叔却忧心忡忡了，

担心化工基地逐渐恶化的环境状
况，担心堂弟的身体健康，希望他
能考个公务员，离开能源基地，哪
怕收入待遇少一些也行。西边的

贺兰山脉，灰蒙蒙一片。

2018年春节前夕，爱人和我
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回到家
乡。当我迈出车门的那一刻，竟
然一怔：凉风袭来，抬眼望去满天

繁星，空中的圆月逐渐由红变蓝，
原来正是百年一遇的超级月全
食。再远一些，能源基地灯火依
旧，机器设备的轰鸣声由远及近，

白色的雾气从烟囱中喷出、消散。
次日清晨，当我透过家里洁净

的窗棱向外眺望，天空一片碧蓝，西
边的贺兰山脉如画卷般清晰，山峰

上的岩石、积雪、林木历历在目。
同父母聊天，得知家乡2017

年气候和环境格外好，再也没有
了滚滚黑烟，环境质量改善，叔父

也不再纠结于让堂弟换工作了。
踱步街头，天蓝而气清，我呼吸到
了久违的洁净空气，这确实是我
的家乡。

看到家乡自然环境的巨大改
善，我不禁想，这种美好变化会持
续吗？

201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将

环保工作列为政府第一项工作，
将能源化工基地环境治理列为重
中之重，各行各业都在下大力气落
实中央环保督察提出的各项问题

的整改。我意识到，家乡也许再也
不会失去这美好环境了。

当我驱车前往能源化工基
地，蓝天下，任何一家想偷排的企

业，哪怕是一点点都会被人看到、
嗅到、感觉到。

抬眼再看贺兰山，感恩于其
千百年来阻挡着黄沙的涌入、寒

流的侵袭，让宁夏成为西北戈
壁间的一抹绿洲。现如今，神山
除去了“面纱”，依旧挺拔巍峨。
它更像是一名尽职的卫士，向东

张开双臂，守护着宁夏，见证着自
然环境的变迁，期待着它所守护
的这些生灵能够拥有更加美好的
未来。

从云南回到山东已经快
一个月，家住济南的王女士
谈起这个寒假里的西双版纳
自然亲子之旅，还依旧心潮
澎湃。

一场与大自然的亲密接
触，她和6岁的儿子分别拥
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然名——
“绿豆”和“大雁”。

“收获特别多”。她掩饰
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孩子
在神奇之地找鱼观鸟，我也
似乎找寻到童年的记忆，能
和孩子一起在草坡上翻滚，
那感觉太让人难忘了。”

和王女士一样，如今越
来越多的家长乐于在假期带
孩子出游，而亲近自然的绿
色体验方式，也走进更多人
的视野。

就 在 1 月底，“绿豆”和“大
雁”作为营员 ，参 加 了 盖 娅 自
然 学 校 组 织 的 亲 子 自 然 体 验
营，主题是“探秘雨林，走近亚
洲象”。

7 天 的 短 期 旅 行 却 内 容 满
满。12 个孩子和家长们一起，走
进西双版纳植物园，体验热带自
然环境；在探索雨林的过程中，
了解生物多样性，通过团队合
作，培养孩子的自主探索能力。
他们还探访了野象的栖息地，和
野 象 保 护专家一起进行野外考
察。“绿豆”说，“对于都市人而言，
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

脱胎于自然之友的盖娅自
然学校，是环保 NGO 团队衍生
出社会自然教育机构的一个典
型案例。仅在刚刚过去的寒假
里，他们在西双版纳就先后有自
然体验师培训、亲子营和青少年
科学探索营等 4场活动。

之所以把目光更多地聚焦

在亲子营上，也是源于盖娅自然
学校的“顺势而为”。在对自然
体验师的培训中，盖娅学校就关
注到，自然教育是相通的，通过
体验式的环境教育过程，可以
重建人与自然的深层联结，从
而 促 进保护环境的自觉行动，
而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无疑是重
要的一环。

相比专注于自然教育和自
然体验的盖娅学校而言，《博物》
杂志从博物旅行开始，推广动植
物保护理念。他们带领更多的
青少年去斯里兰卡、肯尼亚看野
生动物、去香格里拉找雪莲 花 。
他们每年都会提前发布全年的
博物旅行线路，一路有专业的专
家学者随队，也备受家长和孩子
们的追捧。

自然徒步、野外观鸟、山间
观星、深潜入海，人们通过丰富
多彩的旅行活动融入自然，走上
了回归之路。

“鲜衣怒马少年时，且歌且行
且从容”。这是一位名为“依米
花”的妈妈在盖娅自然教育的微
信公号上写下的文章题目。

这个寒假里，她的儿子参加
的是一次“丽江山水别样行”的
单飞冬令营活动，所谓单飞，就
是没有家长陪同。与人们印象
中的丽江不同，组织者带领孩子
们去看丽江的大山水，一路顺水
探 索 古 老 纳 西 文 化 的 生 态 智
慧。不仅如此，孩子们还跟着芳
疗师“香蜂草”调制神奇魔幻的
香草茶；与盖娅学校副校长“冬
小麦”一起测量水质，了解水的
生态作用。

对于多次参加过自然教育
活动的“依米花”而言，她对这些
活动设计背 后 的 科 学 性 、人 文
性 和 教 育 性 深 有 体 会 。“ 我 更
关注孩子在自然体验中自我管
理能力和社会性的发展。孩子
们会如何相处，如何合作，如何
解决冲突，如何调整 自 己 的 情
绪 等 ，这 些 更 甚 过 观 景 和 知 识

的学习。”
盖娅自然教育传递出的理

念是，这不是一场被动的学习，
而 是 主 动 地 探 索 和 责 任 的 担
当。当别人还在旅行中只会“汲
取”，年少的孩子已经思考将为
自然和环境“留下”什么。

张赫赫，是一名经验丰富的
环境教育者，同时也是盖娅自然
学校的校长。她告诉记者，作为
专业机构，在绿色体验课程的设
计以及专业性上，他们进行了非
常多的探索和实践。如注重过
程中的身心感受与体验，将书本
或课堂教育中的学习变成与自
然生命面对面的学习，鼓励学生
自主地创造性学习。

“出行是为了更好地回归。
这种旅行不是去当地消费，而是
一种潜移默化的学习。所谓设
计的课程，其实也不是真正的上
课 ，我 们 要 做 的 是 直 观 地 去 感
受，去引导孩子们思考——我们
和 自 然 究 竟 是 怎 样 的 一 种 关
系。”张赫赫如是说。

对此，“极致探索”机构的负
责 人 徐 炎 也 有 着 相 似 的 观 点 。
身为一名爱探索、爱挑战的旅行
爱好者，他的团队在设计亲子观
星之旅时，把星空探索、荒漠徒
步、治沙环保结合在一起。

徐炎指出，最好的教育在路
上，在旅行中，除了能与繁星共
眠，感受原始沙漠，孩子还与家
长一起，亲身参与扎设麦草方格
防沙固沙，探访风力发电场感受
当 地 人 坚 持 不 懈 的 治 沙 精 神 。
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旅行的目
的，也有助于参与者更专注、更
深入地了解自然。

“不需要太多的说教，孩子
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独
特的‘自然观’，学会与自然和平
相处，也是一种成长。”

难怪有人这样说，在自然教
育的过程中，不仅增长了见识，
更 增 强 了 孩 子 的 生 存 能 力 、沟
通 能 力 、分 析 能 力 、想 像 力和
创造力，以及最重要的——“爱
的能力”。

与传统的走马观花、拍照留
念不同，亲近自然、体验绿色作为
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悄然出现。

在博物之旅、科考旅行、自然导
赏、自然体验营等各色名称之下，
是一批有志于治愈现代人“自然
缺失症”的志同道合者。

“极致探索”负责人徐炎表
示，如今开展类似活动的机构越
来越多，参与的人数也不断增多。
以观星之旅为例，在2015年招募了

100人，到了2017年的暑假，参与者
达到了1000人。

“关爱非洲国际义工旅行”组
织，原本是为中国青年和学生提

供非洲义工旅行和海外实习生机
会的机构和公益平台，近年来，他
们也将海外义工项目的内容聚焦
在绿色环保和野生动物保护方

面。在最原始的大自然中找回自
己对世界的强烈好奇心，负责人
刘良斌在市场的探索中，也把公
司从肯尼亚迁回了国内。

“绿色环保越来越热，我们也
在思考如何把公益与绿色体验游
学相结合，从而推动青年承担更多

的国际责任，在‘一带一路’的大背
景下，促进中非绿色交流与合作。”

市场的火爆也会带来隐忧。

盖娅自然学校校长张赫赫指出，
一些纯粹的商业机构看到了绿色
商机和丰厚的利益，就盲目入
场。那些带有商业目的的自然体

验旅行，往往存在专业性不强、准
备不足等问题。

张赫赫建议，一些年轻的机
构应该慢下来，去学习去思考，而

不是一味地追求商业利益。
当绿色和游学结合在一起，

就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中国
环境报社培训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无疑是环境教育的一种
有益补充，只有人们更多地走进
自然，才能养成热爱自然的习
惯。建议环境保护主题应成为我

国中小学开展假期研学旅行教育
的重点方向，呼吁相关政府、机构
和组织等共同携手，营造良好的
氛围。下一步，中国环境报也将

谋划成立绿色游学联盟，关注行
业的健康成长。

与自然为伴，一起出发吧！

寓学于游，绿色亲子之旅受青睐

与自然相遇，有哪些收获？ ■热市场下的冷思考

 





参加盖娅自然体验
营的孩子们亲手绘制了
爱水宣传海报，并向游
客进行宣讲。(图自盖
娅自然教育公众号)

两会关注
LIANG HUI GUAN ZHU

亲近自然的绿色亲子游成为假期新体验

让孩子走出家门学习爱

已是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物理室主任温香
彩（右），对各种调研、提案、建议的流程和要求已经熟稔于心，“这
么多年，写每一件提案都像学术文章一样，付出百分百的心力。”今
年，温香彩将提交《尽快出台环境化学品管理条例》《呼吁噪声法修
订》等3个建议。 本报记者邓佳 摄

九三学社中央建议：

Feb
.

本报记者张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