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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热 爱 自 然 科 普 的 女 孩 在 逛 书 店

时，无意间发现了一本书中藏着的神秘信

封，上面写着“带我走，会有惊喜”。女孩眉

头一皱感觉事情并不简单，她立刻拿着信

封去找书店老板。老板似乎早有准备，将一

个特殊的望远镜交给女孩说，戴上它，自然

会进入一个神奇的世界，探索关于“三生”

的秘密。

何为“三生”？生命、生态和生活，这三

者构成了生机盎然的天地人间。果不其然，

女孩刚举起望远镜就被带到了一个层层递

进的三维世界，开启了奇幻之旅。

以上这个“脑洞”大开的场景，来自《中

国青年报》“陪你慢慢变好·迎春到”跨年可

视化联播活动“共生·园立方”环节的“沉浸

式青春情景剧”（以下简称“情景剧”）。

“园立方”是中国青年报社与北京生态

文化协会携手北京市各大公园共同打造的

文化数字体验实体空间，初心是善待生命，

保 护 生 态 ，用 心 生 活 。继“5 · 19 中 国 旅 游

日”中国青年报社推出大型直播“青春云游

记”情景剧后，在辞旧迎新的跨年节点，“三

生直播间”全新开张，邀请全网用户一起透

过情景剧中的“园立方三维空间”，探索神

奇的“三生”世界，讲述生命之美、生态之妙

与生活之乐。

每到新年时，正是我们走到时间轴上

属于“思考”的坐标之际。每个人都在整

理旧日思绪、畅想来年计划。生命、生态

和生活的议题，贯穿于你我的日常生存与

所思所想，是我们怀抱善意积极向前的思

想土壤。

这场情景剧，以一个女孩“偶入奇境”

的视角开启，先后穿梭于三大空间。在第

一空间，女孩与书店老板相遇，机缘巧合

下获得了可以穿越到“三生”世界的神奇

望远镜——这亦是开启“共生·园立方”场

景的按钮。通过这个望远镜，女孩被带到了

“三生直播间”，开启了奇幻的探秘之旅。观

众们在女孩的带领下如同坐过山车一般，

在不同时空中极速转换。

“ 三 生 直 播 间 ”作 为 情 景 剧 的 第 二 空

间，也是串联整场联播节目叙事线索的主

空间。在“三生直播间”里，中国青年报社两

位 2022 年入职的新记者担任主持人。与观

众一样，她们对于“陪你慢慢变好·迎春到”

跨年可视化联播活动“共生·园立方”充满

好奇，也充满了解的热情与冲动。

在轻松幽默的闲聊氛围中，观众们听

到她们要去十三陵林场寻找神奇动物，去

麋鹿苑围观鹿王争霸，听作家沈石溪讲动

物世界，听心理学家上宠物心理课，跟随

镜头探访“一个人的动物园”。

从 1980 年 发 表 第 一 篇 作 品 《象 群 迁

徙 的 时 候》 至 今 ， 作 家 沈 石 溪 已 经 写 了

40 多年动物小说，被很多人称为“动物

小说大王”。此次在“三生直播间”，沈石

溪口中的动物世界妙趣横生，又闪耀着知

识的光芒。萌萌的动物，藏着多少你不知

道的“冷知识”？这位兼具爱心和才华的

作家，定会让你受益匪浅。

感受完活泼动人的“万物生灵”，情

景 剧 镜 头 一 转 ， 观 众 们 被 带 往 第 三大空

间——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2 号中国青年

报社，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跨屏联动

活动。

屏幕上的是北京市多家公园，作为中

国青年报社园立方的合作伙伴，大家用特

殊的方式相聚在“云”上，向城市中的人们

讲述公园与人的奇妙关系。作家史铁生曾

常年流连于北京地坛公园，在公园中目睹、

观察人生百态，公园开启了史铁生对人生

苦难的思考，也给予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

在第三空间直播的最后，观众跟随特

别节目《我的节节》在不同的时节来到北海

公园、恭王府、地坛、龙潭公园、景山公园等

目的地。在传统的节气节日中，观众深刻感

受自然生态与普通人的生活连接，“解锁”

节气背后独属于中国人的文化密码。

层层递进的三大空间，让生命之美、生

态之妙、生活之乐在探寻中愈发清晰。众里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原来三生的终极意

义在于：三生万物。

据介绍，此次“共生·园立方”“沉浸式

青春情景剧”由中国青年报社文化中心的

90 后、95 后记者担任编导，由中青在线专

业视频团队负责拍摄与后期制作。情景剧

的形式让节目内容更丰富，让联播流程更

顺畅，让“可视化”拥有无数种可能。

主创团队充分利用报社现有场地和拍

摄设备，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创作。通过“情

境演绎+绿幕抠像+特效”的手法，达成了

沉浸式体验的效果。情景剧的创作与编排

更体现了《中国青年报》秉持的“服务青年

成长，推动社会进步”的办报宗旨，充分发

挥报社青年编辑记者的想象力，在青春元

宇宙的加持下，奉上了一场给年轻人看、年

轻人爱看的情景剧节目。

不要为了低头赶路就错过沿途风景，

“沉浸式青春情景剧”主创团队表示，创作

的初心就是想帮助青年人在城市中寻求一

方精神净土。“或许我们只有在自然生态中

才能感受生命的渺小，领悟生命的伟大，进

而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

在“三生直播间”，领略生机盎然的天地人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亮子登百花

山 小 门 头 沟 和 延 庆 部 分 地 区 。” 近 期 ，

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狐主任”的知名

科普博主张辰亮发了一期介绍百花山生

态物种的视频，视频里他依然保持着幽

默的风格。

被称为“狐主任”是因为网友们觉

得他的外表像藏狐，同时，张辰亮还是

中国国家地理融媒体中心主任。“狐主

任”并不排斥网友这么叫他，甚至还专

门做过藏狐的科普，自己出的新书封面

上，也有类似藏狐的形象。

张辰亮最初火起来的平台是以年轻

用户为主的微博。当这些年轻人乐此不

疲地看着“狐主任”一条条科普自然生

态的视频的时候，其实也蕴藏了一分对

自然之美的向往。

一位 80 后青年在 2022 年年末总结

了后悔没有早点开始做的几件事，其中

一件就是每天至少到户外走半小时。她

写道：“大自然是个巨大的能量场。定

期从大城市的热闹喧嚣中抽离出来，回

到更接近大自然的地方吸吸氧，感觉整

个人的元气都恢复了。”

近几年，回归自然正在年轻人间悄

然盛行。帐篷、天幕等户外装备的销售

量 在 逐 年 攀 升 。除 了 冬 天 ，春、夏、秋 三

季，周末如果气候宜人，总会在公园的草

坪上看到野餐、休憩的年轻人。即使是在

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比较寒冷的冬季，

年轻人亲近自然的脚步也没有停下。

80 后 作 家 蚊 滋 滋 、 长 角 羚 不 再 满

足于偶尔邂逅田野，而是选择生活在田

野之中。他们在京郊度过了七年自耕自

食的田野生活，养了 200 多只鸡、30 只

羊、5 只鹅、3 只兔，还有两只猫和 5 条

狗，以及十几亩的农田、果园。

在新出版的 《土里不土气》 中，他

们写道：“不管您是晾晒粮食，还是风

干果蔬，或干制香草花叶，只要是借助

自然力的做法，无非是一句，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是自然的产物。在数百万年的进

化过程中，人类依托着自然之力不断生

长，此后又衍生出人类文明。人类对自

然的依赖是写在基因里的，所以，年轻

人会说，自然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

当代年轻人成长于物质文明丰富的

时代，少有温饱之困，他们更聚焦于自

己的精神诉求。那份写进基因里对大自

然 的 渴 望 ， 也 许 就 是 在 这 时 浮 现 了 出

来。这些被困于水泥森林的年轻人在想

各种办法亲近自然。除了走出去，拥抱

身边的绿树花草，他们还要把自然请进

自己的家里。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开始热

衷园艺，将家里可能只有 1 平方米的阳

台打造成一个小花园。小红书、微博等这

些聚集年轻人的平台，也有不少博主分

享园艺经验。新冠肺炎疫情居家期间，也

正是家里那些不慌不忙、按期生长的植

物，陪他们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说起陪伴，宠物是无法绕过去的。

很多人独自生活在大城市，宠物就像是

家人一样陪伴着他们。有些人可能不理

解人和动物之间的这份感情，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介绍，相当多

的研究证明，当人有宠物陪伴的时候，

血压会降低、心跳会放缓，呼吸会更舒

缓，焦虑水平会下降。

植物也好，动物也罢，每个生命各

美其美。当我们可以体会到其他生命的

美好时，对生活的热爱就会多一点，内

心的自我冲突感也会化解一分。

有人曾对张辰亮说，看微博的时候

光顾着笑了，一合上手机啥也没记住。

张辰亮回复说，没关系，“我想让网友

来到这个微博，看到的是盛开的花、歌

唱的鸟、忙碌的虫、晒太阳的蜥蜴。它

们都在认真地活着，这就够了。”

认真地活着，应该就是生命最灿烂

的姿态了吧！

回归自然：
在年轻人间悄然盛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鼎

你有多久没有站在山顶上俯瞰山脉连

绵、绿树成海？你有多久没有在雨后的夏夜

漫步郊野，听蛙声虫鸣？你有多久没有走进

公园，信步水畔，赏花登阁？这些提问可以

概括成同一个主题：你有多久没有走进自

然，将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

“自然与人的关系”一直是被全世界

所 讨 论 的 话 题 。 2023 年 1 月 5 日 上 线 的

《中国青年报》“陪你慢慢变好·迎春到”

跨 年 可 视 化 联 播 活 动 中 的 “ 共 生 · 园 立

方”主题，便是一场探讨人类与生态环境

关系的互动节目。

“园立方”是中国青年报社与北京生态

文化协会携手北京市多家公园共同打造的

文化数字体验实体空间。“生命”“生态”“生

活”则是这场联播的三大板块，亦是 3 个关

键词。我们以生命之姿存在于生态之中，与

万物相伴共生，探寻着生活之道，欢迎踏上

此次“三生”之旅。

善待一切生命，就是善待自己

你我对生命最初、最鲜活的认知，也许

来自去过的第一家动物园。形形色色的动

物似乎提醒着尚处年幼的我们，人类并不

是这个星球上孤独的存在。在“共生·园立

方”主题直播“生命”板块中，就出现了这样

的一处区域：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又名

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一个以散

养方式为主的自然保护区，老百姓习惯称

其为“南海子麋鹿苑”。

麋鹿俗称“四不像”，是起源于中国的

最古老的物种代表，擅游泳，喜爱栖息于湿

地。视频里的故事能让观众了解麋鹿发展

的历程，它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坎坷与

兴盛，其回归复兴更是国家强盛的生动注

脚。目前，南海子麋鹿苑先后向鄱阳湖、

木兰围场等地输出 590 多只麋鹿，在全国

建立了 45 处麋鹿迁地保护地，麋鹿已经

达 1.2 万只。

在“共生·园立方”联播中讲述了一

个名为“一个人的动物园”的故事：八旬老

人罗应玖 30 余年来，独守湖北恩施凤凰山

森林公园动物园，是那里唯一的员工。在这

家动物园中，有不少动物是他亲手从商贩

手中、捕兽夹下救下来的。他用心饲养这些

动物，照顾它们，为它们起名字，不离不弃。

罗应玖说：“我的一切都要以动物为重。”罗

应玖的孙女罗巍也在 B 站开设账号“罗爷

爷的动物园”，记录、发布爷爷与动物们的

日常点滴，感动了众多网友。

在 人 类 与 动 物 的 互 动 中 ， 获 得 “ 救

治 ” 的 并 不 只 有 动 物 ， 在 与 动 物 的 相 伴

中，慢慢变好的，还有我们自己。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与观众分享了

宠物为人们心理健康带来的几大好处：首

先，宠物可以起到安抚、缓解紧张情绪的作

用；其次，养宠物会让养育者与宠物之间产

生一种情感关系，例如狗主人每天都需要

喂狗、遛狗，这可以帮助养育者建立起生活

的 基 本 节 奏 ， 也 能 够 帮 助 人 培 养 起 责 任

心 。 此 外 ， 养 宠 物 还 可 以 让 人 们 走 出 自

己，走出现代人生活的束缚，学会与世界

万物产生联系。陈祉妍说，当一个人对动

物有所了解并产生感情的时候，便不再是

一个人行走，而是在与很多朋友或生灵进

行互动，相互陪伴。

动物的魅力与生俱来，而当其与文学

相遇，更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在中国

当代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的妙趣讲解中，

观众会重新认识可爱的“钻洞达人”土拨

鼠、“自带氧气瓶”的飞行专家天鹅、拥

有迷人双眸的“喵星人”⋯⋯了解它们各

自在食物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维持着

生态系统的平衡，最终懂得善待一切生命，

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保护生态，守护家园

生态环境承载着生命所需的生存空间

和营养物质，是孕育生命的温床，是生命最

终的归宿，是我们共同的家。在绿意盎然的

“生态”板块，人们的视线一定无法避开那

片近 13 万亩的青绿汪洋。这片绿海位于北

京市十三陵林场，60 年前这里有的仅是荒

山、荒地和残次林地。通过一代代育林人和

护 林 人 的 不 懈 努 力 ，荒 山 变 成 了 林 海 。如

今，十三陵林场拥有 20 余种乔木树种，一

个较为完善的森林生态系统已经形成。

北京市十三陵林场管理处上口分场管

理站站长许慧敏说，为了改善林场中各种

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林场中设置了鸟食

台，并为鸟类提供食源和巢穴，还搭建了可

以为小型野生动物提供生存空间的人造灌

木丛。“随着林场多年的经营和管护，林场

里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不断好转，林场的

生物多样性逐步提高。现在林场里的主要

野生动物有 10 余种，林场里的 100 余台红

外相机也曾监测到中华斑羚、豹猫等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森林、海洋、湿地是地球的三大生态

系统。位于北京市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的

湿地是一颗名副其实的“人工肾”，始建

于 2018 年 4 月，并于 2022 年 3 月正式对外

开放。对中水进行深度净化后排入永定河

进行生态补水，是这片人工湿地最主要的

功能。每天都会有约 6 万立方米的中水流

入 位 于 湿 地 中 央 的 “ 布 水 池 ”， 接 着 被

“泵”向 31.03 公顷的湿地，再有经过湿地

深 度 净 化 的 符 合 排 放 标 准 的 水 ， 作 为 补

给，注入永定河。除了净水，湿地还为绿

头鸭、白鹭等野生水鸟和 40 余种湿生植

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和养分，动植物们在此

处生长、繁衍，最终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

系统。

“湿地建成后，不仅达到了给永定河

补水的目的，还极大地丰富了区域的生物

多样性。希望大家在园区内游玩时及时带

走生活垃圾，不在湿地区域露营，共同保

护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永定河休闲森

林公园管理处湿地管理科科长饶刚说。

回顾 2022 年，中国青年报社联合北京

市园林绿化局、首都文明办等单位主办了

2022 年“文明游园 青春添彩”主题宣传文

创作品征集活动；清明小长假期间，中国青

年 报“ 温 暖 一 平 方 ”伙 伴 柳 荫 公 园 举 办 了

“双奥之城 折柳寄情”第十二届柳文化节，

“文明游园·温暖一平方”旗帜签名作为活

动 之 一，鼓 励 游 人 践 行“ 文 明 游 园 从 我 做

起”，用文明装点公园的每一平方；在 9 月

举行的北京公园“文明游园”形象标识发布

会暨 2022 年秋季文明游园主题宣传活动

上，可爱的“文小明”“游小园”联袂亮相，

“萌翻”了市民游客。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

方”直播间也讲述了这对文明游园新伙伴

的诞生故事。

2023 年 元 旦 前 后 ，《中 国 青 年 报》“ 陪

你慢慢变好·迎春到”跨年可视化联播活动

电子海报陆续上线石景山区 30 个“更读户

外智能书柜”。“更读户外智能书柜”由石景

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在该区主导铺设，群众

可通过扫码自主借阅图书，享受多样的文

化惠民服务。

用心生活，不负万物

走过“生命”和“生态”板块，我们最终

回归“生活”。自然万物是如何教会人们生

活的？我们不妨先把时间向前推至古老的

周朝，去翻阅一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文学作

品《诗经》。不难发现，《诗经》中的许多典故

和文学意象都成了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灵

感和主题。从日月星辰到花鸟鱼虫，从寻常

百姓的日常生活到贵族的宴饮、祭祀活动，

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诗经》的创作素材，品

读《诗经》如拥抱天地、亲近自然。

“生活”板块中的《<诗经>里说丰年》

展现的便是《诗经》中描绘的春耕夏长秋收

冬庆的场景：第一幕《捣练图》表现古代妇

女 捣 练 缝 衣 的 工 作 场 面 ； 第 二 幕 《诗 乐

舞》 还原古人在闲暇之余轻歌曼舞的雅致

生活；第三幕 《诗经·周颂·丰年》 则展

现了孩子们穿上捣练缝制的新衣，其乐融

融过新年的场景。

《诗经》 中包含大量对节日场景和时

令物候的记录和描写，将古人的生活智慧

与 意 趣 展 露 无 遗 。 作 为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传统节日与二十四节气如今依然是现

代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持续赋予

新的时代内涵。

“生活”板块中展播的青春国潮微综艺

节目《我的节节》，让传统节日和节气文化

变得更“年轻”、更“有趣”、更“接地气”。在

《我的节节·惊蛰篇》中，主持人来到北海公

园，在各色古建筑中寻找“龙之九子”的身

影；在《我的节节·清明篇》中，节目组走进

恭王府，以亭中“曲水流觞”之景引出古代

文人雅士之乐；在《我的节节·夏至篇》中，

主 持 人 去 往 地 坛 ，探 秘 古 代 帝 王“ 祭 祀 地

神”之仪；在《我的节节·七夕篇》中，节目组

又来到龙潭公园，寻找寓意“美满幸福”的

并蒂莲花⋯⋯

美丽的花朵不仅开放在公园中，也开

放在人们的脚下 。在“生活 ”板块的最后，

一群跑步运动爱好者用奔跑的足迹绘就成

一朵雪莲花。在这寒冷的冬日，让我们一

同静待花开，迎春到。

因“园”际会 漫游“三生”

北京世园公园里的天田山永宁阁 北京世园公园供图

扫码进入“三生万物园立方”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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