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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和天下”·雅集游园活动11日在新西兰最大城

市奥克兰举行。来自新西兰文化、教育、政界等领域的

嘉宾出席活动开幕式并参与一系列沉浸式文化体验。

本次活动由奥克兰中国文化中心主办，以“茶

和天下”为主题，旨在以茶为媒，搭建文化交流桥

梁，增进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游园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京剧表演、茶艺

品鉴与茶文化展示、中国歌舞表演、汉服游园体验

等互动环节。

在茶文化展示区，来宾们可以近距离感受中国传

统茶艺，了解不同茶类、冲泡技艺及其背后的文化理念

与哲思。一名新西兰民众观后感叹道：“这不仅仅是品

茶，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京剧经典选段表演现场，中国京剧名家以

婉转唱腔、华美服饰及传神表演，生动展现了中华

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在汉服游园体验环节，不少观众换上汉服，在园

区漫步留影，感受古风雅韵。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有“知音湖北”文化旅游图片

展，向新西兰民众展示湖北省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

据新华社

“茶和天下”·雅集游园活动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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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河并流
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这三条发源

于青藏高原的世界级大江，它们在云南

省自北向南平行运行170多千米。三江

并流是“世界自然遗产”之一，这个地区

有几条平行的山脉，峡谷深切，山水隔

绝，降雨丰富，几乎包含了整个滇西北全

部的美景。

由于三江并流是世界上罕见的高

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所以生物

物种十分丰富，怒江金丝猴、滇金丝猴、

高丽贡羚牛和矮岩羊就是《遇见最极致

的中国》拍摄的主角。远景、近景、航空飞

行视角穿过遮天蔽日的丛林，让我们能

近距离观察这些生灵的一举一动，并一

览深山河谷。

由影片可以看到，导演的目的是通

过记录特殊种属的生灵在极端条件下存

活的能力，为我们展示生物带给人类的

震撼，并对物种保护进行宣传。因为人类

活动频繁，生灵面对前所未有的改变，气

候变化、环境破坏、物种分化，这些问题

困扰着现在的人类，也困扰着居住在这

里的原著民。《遇见最极致的中国》让我

们有机会一窥三江流域物种的样貌，细

致了解这些物种，并深刻认识人类对环

境带来的改变。

二、绿色视点
将我们的目光对准那些生灵，镜头

下它们和族群一起生活、觅食、游戏，

“V”型峡谷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它

们在这里组成家庭、迁徙、适应多变的环

境，而导演的视角就从微小之处详细叙

述这些生物的喜好。

生物对环境变化具有高敏感和高适

应性的特点，如果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

发生剧烈的变化，生物种群的群落成员

和分布格局将会发生不可预知的改变。

三江并流区域处于西南高山峡谷地带，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呈阶梯状递降，

地势高差较大，气候垂直差异十分明显。

在这里，可以看到，怒江金丝猴和滇

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的区别

在于，滇金丝猴拥有红嘴唇，个子比怒江

金丝猴更大，而滇金丝猴毛色灰白，怒江

金丝猴全身则为黑色。相比于怒江金丝

猴居住在高山密林中品尝花果美食，滇

金丝猴居住在针叶阔叶混交林里，它们

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生

活相对单调，主食松萝针叶树的嫩叶和

越冬的花苞及叶芽苞。怒江金丝猴与滇

金丝猴同属中国濒危保护动物，它们共

同生活在三江并流的狭窄空间里，无忧

无虑地繁衍生息，让我们可以深入了解

它们的特点。

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让这

里许多山地都成了一个独立的生态单

元，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在雪山

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

谷。许多植物为了适应高海拔寒冷的环

境，它们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紧紧贴近

地面，在恶劣的气候下装扮自己。杜鹃、

雪兔子、红景天，准时开放，为严酷的高

山添一抹胭脂。

高黎贡羚牛栖息于2500米以上的

高寒地区，喜群居，山水隔绝的环境给高

丽贡羚牛带来巨大的挑战，湍急的河流

在渡江时会有负伤的危险，而种群的团

结一致，则成为羚牛活下去的机会，家族

成员的聚集，让这个物种更具有攻击性。

矮 岩 羊 栖 息 于 海 拔

2400-4600m之间的干热河

谷区，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

热、异常荒芜。为了填饱肚子，

矮岩羊进化出以仙人掌为食的能力，补

充水分后，它们靠着无比的坚韧让种群

延续至今。

为了种族繁衍，动物们展现出了惊

人的耐性，教育后代，安居乐业，在它们

的家族里也有社会行为，通过观察它们

的生活，我们会对物种表现出来生命力

感到惊奇。它们身上朝阳般的力量穿过

峡谷高山，带领后代前往更宽阔的未来。

三、创作思维
透过高黎贡山山巅的石月亮直接

俯瞰怒江，三条大江把大地分割成了互

不相连的四块，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

星地图上观察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

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并流而不交汇。

这样举世无双的地貌给这里的生灵带

来了新的生机和冒险。三江并流区域的

动植物丰富，因为食谱多样，为这里的

生灵提供了生存保障，一些濒危物种也

因此得以繁衍壮大。

本片的镜头节奏流畅，配上画面

音质，通过动物们的生命力，切入植物

镜头，摄制当地生态链，让我们感受到

极端条件下，每个生灵密不可分的生活

状态。雪山的壮阔来自于它身上开放的

花朵，如果没有这些植被的覆盖，这里

将会成为一块寂静之地。通过挑选每个

地方最独特的稀有动植物，我们可以观

察到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种、不同属，但

在同一片天空下，每个生命都依靠着森

林，建立起与环境同根同源、无法分割

的关系。在叙事关系里，山川的宏观视

角落到每只动物的微观视角，再充分结

和当地生态，给我们科普了极端环境和

生命个体。画面由宏阔转向细致，让人

们能缓缓融入时间里。

环境和时间的组合，给我们生命迭

代的冲击力。在极端条件下，时间的改变

更能给人死亡逼近的预感，动物们如何

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镜头给我们

展示了这些极为罕见的画面。我们从叙

事里能够得知动物集群有着气候特点，

金丝猴属于仰鼻猴科目，在雨季，它们会

因为雨水灌入鼻孔，而感到不舒服，但是

它们却会在雨天行走，寻找合适的栖息

地。而冬天的到来，则会让它们向山下迁

徙，寻找食物。枯水期高黎贡羚牛会选择

渡江迁徙，而到了雨季渡江便再无可能。

从云雾缭绕的山头运镜到金丝猴身

上，导演追随着金丝猴运动的行踪，揭开

了它们神秘的一面。因为有了生命的存

在，自然的风景才得以打动人心，生命的

成长好似一篇动人的乐章，我们跟随镜

头的记录，精神上和自然共鸣，因为生存

的动力而感知到人类一切活动的意义就

是和自然共享生命。如果没有生命的爆

发力，人类的社会秩序将不再存在，正因

如此，我们从自然中找寻基因的密码，我

们也从生活里探求真理的边界。

四、审美结构
导演的偏好在于画面构图，石月亮

里透出怒江，从云雾里观看大江奔流，江

河流水的蜿蜒，十里不同天的样貌被细

细雕刻下来，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

变换的云海，从远到近，直接走近山川最

本质的样貌。

景别可分为远景、全景、中景、近景、

特写，而本片中远景通过航拍技术展现

西南高山峡谷的全貌以及羚牛家族的活

动，为我们介绍了事件发生的环境、规模

和氛围。通过中景、近景、特写，近距离接

触动植物种群，我们可以观察到金丝猴

的成长过程和高山植被盛放的季节。天

气、光线、画质都成为这部纪录片的亮

点，在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森林里飞鹰

盘旋的身影和在石头上晒太阳的翡翠龙

蜥，它们无拘无束的生存状态很自由。

纪录片作为映射现实生活的“镜

子”，传播人文、开阔眼界，一直都引导着

我们往更高更精的境界引导，拍摄本片

时运用到了前沿科技，无人机技术和数

字化技术带领我们前往自然的世界。开

篇，航空地球视角和山川模拟地图，都展

现了数字化时代技术的辅助，我们既能

从宏观角度更清晰的看清楚地球，也能

走进被山脉隔绝的大地。

生态美学作为研究美的一个重要维

度，更强调导演对自然的见解，生态美学

所探讨的重点，包括人与自然，生命与生

存，社会美学和动物行为之间的关系。导

演对自然的热爱就是生态美学的主题。

对生态美学的思考和对社会生态的思考

都是一样的。人类的社会与动物的社会

都具有思维和灵感，我们观察动物世界，

需要用超前的眼光和想法。想法的高度

才能决定作品的质量，我们的身边充斥

着许多无用的信息，而对自然的了解，却

总能启发人生的意义。

聚焦动物的存亡，我们能感受到原

始森林带给我们的灵魂激荡，如果没有

自然，人类的想象力将是空泛的。在地球

生存，家园不仅仅属于一个人，关注生灵

的历程，保护它们的栖息地，纪录片的传

播也就有了重要意义。

生态纪录片除了对自然界进行宣传

科普，还有对生活环境进行反思。片中的

矮岩羊曾经因为人类的打猎活动而数量

种群急剧下降，通过对矮岩羊的跟踪记

录，我们可以在了解它们的种群活动的

同时有目的降低人类活动，保护动物们

生存的野生生态范围，尽量不让砍伐、筑

路等影响到它们的生活。

在纪录片的宣传下，人们开始有意

识地关注地球整体生存状态，极端天气、

人工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也走进了我们的

视野。《绿色星球》里的大卫·爱登堡曾说

过“查尔斯·达尔文探索热带世界时在自

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领略过自然界的

万千美景后，在我脑海中留下最深印象

的，依然莫过于人类之手未曾玷污过的

原始森林。’而在今天，他很难找到这样

的地方了。”

《遇见最极致的中国》有着严格的审

美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冰原下的世界，跟

随导演的脚步在极寒天气下感受冰山的

严酷，在喀斯特地貌中寻找攀岩走壁的

黔金丝猴。跟着镜头，我们方发现了自然

界的生灵为了生存所有拥有的独特绝

技。一扇镜子、一方净土，这些没有被人

类探索过的秘境养育了这些精灵，它们

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秘密，而向自然提

问，我们才会有更多的答案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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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人间的乡土情怀》是学者朱永

明于2024年金秋九月在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的前沿学术力作。这部历时五年精心

打磨的专著，以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四

省涉藏地区为研究场域，系统梳理了21世

纪以来藏族作家汉语文学创作的演进脉

络与美学特质。作者通过田野调查与文本

细读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阿来的《三只

虫草》、次仁罗布的《放生羊》等多部代表

性作品展开深度阐释，构建起“文化地理

学视域下的藏地文学谱系”这一原创性理

论框架。著作章节清晰，研究思路独特，理

论运用充分，是一部四省涉藏地区藏族作

家汉语经典诗文小说的导读范本。

藏族作家身处青藏高原，千年不化的

皑皑雪山、野狼、藏羚羊、野牦牛、雪莲花、

雪豹等独特的自然意象，在他们的脑海中

构成了博物志图谱，形成了他们文学创作

的诗性符号，由此构建了他们文学创作的

灵气与诗性。涉藏地区特色鲜明的红色文

化、格萨尔文化、西部历史文化、民族宗教

文化、民俗文化、原始生态文化等促成了藏

族文学的灵性与神性。阿来小说的历史性

与当下思考，次仁罗布小说的神性与地域

风情呈现，扎西才让诗歌的“桑多图谱”，沙

冒智化诗歌的张力与跳跃等，都来自草原

大地。诚然，完玛央金散文的平静叙述，王

小忠文学的生态呵护，牧风散文诗的书写

经验，南泽仁散文的轻灵与别致等，共同构

成了草原大地的乡土情怀圈。

《活在人间的乡土情怀》以“空间诗学”

为理论支点，将四省涉藏地区划分为“雪域

圣境”“江河源流”“茶马古道”“陇原边地”四

大文化板块展开比较研究。每章均采用“创

作语境—文本分析—文化意义”的三维解读

模式，既关注到央珍、次仁罗布等作家对藏

传佛教智慧的现代转译，又着力剖析万玛才

旦、才朗东主等新生代创作者在城市化进程

中的文化身份重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

者创造性地将美学理论与生态批评有机融

合，针对《大夏河畔》《麝香》等生态文学文

本，提出“第三种自然书写”这一具有范式意

义的学术概念。

朱永明是藏族学者，他对藏族文学的

关怀建构在他的地域经验和创作热情之

上。他在坚持文学研究的同时秉持文学创

作，散文《大山的忠告》（《西藏文学》2024

年第 5 期）、散文诗《缀满苞瑙的山脊》

（《2024中华散文诗精粹》）、小说《多木寺

刑案》（《洮河》2025年第1期）等，都足以说

明他对藏族地方的热情。他自己也说过，

他坚持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体会藏族作

家文学创作的真实心理。

近五年来，他对藏族作家汉语创作展

开了持续跟踪性研究，形成了这部学术著作

《活在人间的乡土情怀》。这个书名源自评论

家雷达散文《还乡》中的真情体会。当然，故

乡永远是人之精神家园。当你离开故乡后再

重返故乡，这一切源于你对故乡的日思夜

梦；当你回乡时，你方能感知你与故乡的距

离。因此，第一辑以中国经典诗文作为引领

和思考视角，忆古谈今，从文学人类学的角

度重新解读了李白的《静夜思》，并沿着这一

角度思考到张爱玲、柳青的创作意义，引出

了“草原”这一充满神性的乡土坐标。在这一

坐标系中，著作探讨了央珍、次仁罗布、尼玛

潘多等西藏作家所讲述的“藏式中国故事”。

沙冒智化是近几年脱颖而出的青年诗人，他

悉心捕捉藏乡大地的诗歌元素，使其诗歌充

满张力与跳跃感。

第二辑“巴蜀大地之星”的研究重点是

阿来。梁海曾说过：“阿来的植物情结，实质

上是对人、自然、生态和一切事物的写照与

韧性追踪的愿望”（《阿来年谱》）。诚然，著作

关注到阿来建构的“博物志”图谱，研究评述

了阿来中篇小说《三只虫草》的文学价值。在

巴蜀文学中，康巴作家群也是著作倾心的一

个角度。著作还探究了洼西彭错的小说集

《乡城》的美学风格，评述了巴蜀文学对格萨

尔王及其人文书写的贡献。如曾大兴所说：

“文化的中心在哪里，文学的中心就在哪里”

（《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

青海是藏族文化的富地之一，儒教文

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格萨尔文

化、藏族民间文化等多维文化在这片大地上

相映生辉，生生不息。新世纪以来，青海活跃

着万玛才旦、拉华加、才朗东主等一批优秀

的导演，青海被贴上“藏地电影”的标签。《塔

洛》《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气球》

等众多藏地题材的电影，成为世人了解青

海的重要媒介。青海文学为藏地电影改编

提供了重要素材。在本著中，朱永明对藏地

电影进行了一系列评述，结合电影的特征

与影响力，评述了青海文学创作的重要价

值。当然，青海文学中梅卓的藏文化书写，

曹有云诗歌的宏阔与想象，龙仁青小说的物

性呈现等，时刻凸显出青海文学的靓丽。

著作第五辑“情系甘肃”，是对甘肃藏

族文学的全面评述，这是多年来著作者对

甘肃文学熟知的结果。甘肃藏族文学的重

镇在甘南。新时期以来，在益希卓玛、丹真

贡布、白华英等诗人作家的影响下，20世纪

90年代甘南这片土地上道吉坚赞、阿信、完

玛央金、桑子、张存学、严英秀、李城等一大

批“60后”诗人作家队伍脱颖而出。他们推

波助澜，壮大甘南文学的队伍，建构起了一

个良好的甘南文学生态圈。正是因为有这

样一个良好的文学生态谱系，新世纪以来

甘南文学又再次发生了新的转机。扎西才

让、牧风、阿垅、王小忠、花盛、敏奇才、嘎代

才让、葛峡峰、唐雅琼、黑小白、禄晓凤、连

金娟、羚城芜姆等“70后”“80后”作家赓续

了甘南文学的优良传统，再次壮大了甘南

文学的队伍阵容。

本著第六辑“情系甘肃之情”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的评述：一是文学之情，二是作家

之情。因此，第六辑在深入阅读作品的基础

上，努力还原作家创作时的情感，回到文学

真实场域中，结合文本细读评述了严英秀

小说的多重主题内涵与叙事风格，扎西才

让诗歌的文化内涵与地域特色，牧风散文

诗的文学经验与美学风格，王小忠生态文

学理念与书写向度等，以及羚城芜姆对文

学的热情。除此之外，著作还辐射到了雷

达、吴莉两位非甘南籍作家。这为后续学者

研究甘肃文学提供了参考。

作为首部跨省域藏族地方汉语文学

研究专著，该著作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领域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其运用美

学理论解读文学作品的思路，更被学界誉

为打通文学人类学研究路径的方法论突

破。它是一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

学表达的示范性读本，尤其适合作为高校

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教材及藏地文化深

度游学者的延伸读物。

总之，该著作以清晰的学理脉络和明

确的研究定位，构建起西部经典文学的美

学阐释体系。通过严谨的文本细读与跨学

科研究方法的结合，著作系统梳理了西部

诗文的审美特征与文化内涵，特别是在藏

族文学研究领域填补了学术空白。全书章

节设置科学合理，既涵盖历史源流的纵向

考察，又包含艺术形态的横向比对，形成了

多维度、立体化的阐释框架。该专著的出版

不仅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

式，更能有效激发藏族作家的创作自觉，对

促进民族文学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其

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的文本特质，必将

引导更多读者关注西部文学的精神内核，

在学界与创作界产生双重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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