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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娱

前两天，杭州市旅游形象推广中心在抖音上发了一个视

频，主角是四只大白鹅。它们的来头可不小，是中国丝绸博物

馆的“馆宠”呢。

对于国丝馆的 F4，钱报记者关注了很久，因为每次去采

访，走在半路上，常常会跟它们偶遇，偶尔还会遭遇“调戏”。

在博物馆里养大白鹅，全国大概也只有国丝馆了，这是这

座园林里独一无二的风景，所以这次钱报记者决定去采访下

大白鹅。

它们是中国丝绸博物馆的“馆宠”，也是这篇专访的主角

杭州大白鹅F4成抖音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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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丝馆大门拐进桑园，在锦湖中心的

小岛上，就可以看到大白鹅的身影。上午，人

还不多，他们盘起脖颈，橙红的喙藏到翅膀下

面，单脚站立，安静养身。

偶尔有人声出没，大白鹅突然支起高贵

的脖子，瞅游客一眼，再缓缓缩回去，重新把

头埋进翅膀里，继续晒太阳。

等到馆里人多了，热闹起来，大白鹅也休

息够了，抖抖蜷起来的鹅掌子，再伸展一下翅

膀，起个势扑腾到水里，给大家直播每天的舞

蹈节目。

这时，站在湖边的孩子们就会激动地“鹅

鹅鹅”嚷起来，绕着锦湖追白鹅模仿鹅叫声。

祝师傅是国丝馆的花匠，也负责照顾大

白鹅。他说，四只鹅刚好两公两母，体型较

大、脖颈粗长、下巴比较宽厚的是公鹅。它们

都是 2016 年 12 月来馆里报到的，刚来的时

候还比较小，现在长大了很多。

把F4领入国丝馆的，是社教部的主任俞

敏敏。G20 之前，国丝馆改造，2016 年 9 月

份全新亮相，在桑园边上，移建了一座传统农

家小屋“桑庐”。俞主任说，“我们按照海宁云

龙村的蚕农农舍，原生态复原蚕乡风格。”

桑庐周围种满了果桑树，低矮的竹篱，曲

折的小路，掩映在一片绿色中的农舍，栽桑养

蚕的农家气息扑面而来。

“当我们回忆起农村景象，会想到什么，

有农房，有池塘，有家禽。”于是，俞主任从云

龙村的农场里抱来四只大白鹅，养在靠近桑

庐的桑园里，“它们来了，湖面就活起来了。”

馆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喜欢它们，宠着它

们。懂木工的馆员还亲手在镜湖边上搭建起

一个小木屋，作为大白鹅的窝。

大白鹅的生活起居很有季节性，夏天换

毛，到 11 月左右下蛋。钟师傅告诉我们，今

年其中一只母鹅十来天里下了六七只鹅蛋，

就藏在温暖的小木屋里。

离木屋几步远的地方还有一尊方形石

槽，这是大白鹅的专用餐桌。馆里的工作人

员经常会拿食堂里的白米饭给它们吃，附近

的鸟雀也会来分享。

但相比于简单易得的白米饭，大白鹅更

喜欢“自食其力”。即使在冬天，也不放弃寻

找鲜嫩的野草，在草坪上闲庭漫步，不时伸长

脖子，埋头饱餐一顿。

它们不仅吃陆上的，还吃湖水里长的。

今年春天，它们合伙偷吃刚长出来的藕，被馆

员抓了个正着。为了防止大白鹅再挖藕吃，

工作人员就在荷花池边围了一圈篱笆。

无论春夏秋冬，丝博馆里的大白鹅永远

都在逛街，一点都不怕生，大喇喇地走在行人

步道上。

去年冬天杭州下了一场雪，鹅躲在积雪

的草坪中，与纯白的雪景融为一体，鹅？雪？

傻傻分不清。

锦湖中心有条浸在水里的 S 形步道，两

边设置了喷泉，国丝馆有时候举办时装秀，就

在这条“水上丝路”上。

大白鹅爱美，有灵性，很喜欢上 T 台走

秀，有游客拍照，他们还会配合地拗造型摆

pose。每当馆里有主题展览，它们自然成为

“官宣”的首选代言人。比如今年 9 月 26 日

世界旗袍日，志愿者本来想给这四只鹅设计

高定旗袍。可是，天生自由自在的鹅，不喜欢

被拘束，勉强穿上旗袍后，根本没法动，没过

几天，大家就看到大白鹅们老是弯着脖子，不

停啄啊啄，最终，白鹅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

把旗袍脱了下来。

第二天，工作人员在岸边捡到四件小旗袍

——哈哈，馆宠就是馆宠，鹅生也是有态度的！

本报讯“唐诗之路”被誉为继“丝绸之

路”、“茶马古道”之后又一个别具特色的世界

级文化之路，不仅是中国文化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智慧结晶，更是传承的千年活态文化遗

产和民族记忆。

11 月 22 日，浙江省“唐诗之路”建设发

展推进会在浙江新昌举行。会上，30 多位唐

诗之路研究专家、学者共同总结梳理了近年

来国内外“唐诗之路”的研究，会议旨在贯彻

落实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大花园建设、

打造“四条诗路”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共同推

进沿线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共建“诗画浙江”

大花园，共创高品质美好生活。

“唐诗之路”建设发展是一项浩大的工

程，弘扬唐诗文化、凸显诗路的现实价值，需

要各方的加入。

大会宣布，在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研究院下设“诗路建设发展研究中心”并落户

新昌鼓山公园天姥阁。

会议现场，以边塞诗为代表的甘肃敦煌、

以宫廷诗为代表的西安未央区、以山水诗为

代表的浙江新昌还进行了“诗路一号产品”的

签约，它们将联合航空公司，打造国内首条

“三诗”研学旅游线路，携手为重现中国千年

诗路发力。同时，这也是浙江“诗路建设发展

研究中心”落成后发布的首个成果。

与此同时，来自杭州、宁波、绍兴、衢州、

金华、舟山、台州等七个地市 20 多个县（市、

区）的11个“唐诗之路”主题文旅项目进行了

推荐展示，以余姚四明山唐诗之路景观小品

建设、龙游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开化诗情梅

景文旅综合等项目为代表，全方位助力诗路

复兴。10 多家国内知名资本机构现场点评，

共同为浙江省大花园建设出谋划策。

唐诗之路的建设，既要“文化为魂”，更

要“资本、产业助力”，让诗路旺在实景里。

如何进一步做好诗路的“深化、物化、转化”

文章？怎样让“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

值转化为金山银山”，成为了当下诗路建设

的紧要问题。会议现场还开展了一场围绕

“唐诗之路产业价值与意义”为主题展开的

圆桌讨论。

全国文旅业界专家学者、旅行社代表、

23 个沿线县（市、区）代表以及媒体大咖们

还深入“唐诗之路精华段”新昌，实地考察

以鼓山公园、大佛寺为代表的诗路景观，一

起重走文化古道，领略“唐诗之路精华段”

的诗韵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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