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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互动

《夜行动物奇遇记》

音频小课 夜幕下的动物世界，都

藏着什么秘密？

“这只小貘好兴奋，一直

围着妈妈蹦蹦跳跳。”10岁女

孩田芮惊喜地发现，长得呆头

呆脑的貘也会欢快地奔跑；

“那几只老虎竟然在打

架！”9岁男孩陈双兴奋地说，

自己总算看到了一次威武的

老虎，“以前每次看老虎，它们

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懒洋洋地

晒太阳，一点都没有王者霸

气，原来是我错怪了它”；

“黑豹伸着两只锋利的

爪子在玻璃上又是抓又是

挠，吓了我一跳。”11 岁男孩

洪俊杰在日记里写道，“我用

手电筒照亮它的时候，发现

黑豹的眼睛真的就像绿色的

宝 石 一 般 ，幽 幽 地 发 着

光”⋯⋯

昨天，音频小课《夜行动

物奇遇记》首场线下活动开

启。在动物学专家的带领

下，10 组亲子家庭一同走进

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完成

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夜探之

旅，亲自揭开了夜行动物的

真面目。

首场线下活动

粉丝夜探动物城，揭开猛兽真面目

盛夏去西湖边赏荷，对

杭州人来说，是属于夏日的

仪式感。

西湖，就是我们

家 门 口 的 大 荷 塘 。

荷花优雅，荷叶亭亭，

莲子清甜，藕粉晶莹。在每

一个夏日里陪伴我们的荷

花，你对它熟悉吗？想要知

道更多的它的秘密吗？

在这个夏天的尾巴，钱江

晚报和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联手

打造了音频小课《爱莲说》，聊

聊藏在荷花里的秘密。

《爱莲说》的主讲人，是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

理处（杭州花圃）园林高级工

程师、种荷花已 36 年的钱萍

和她的同事。他们，可以说

是全国最懂荷花的人之—！

今日全新上线

听最懂荷花的人，说说荷花的秘密

《爱莲说》《爱莲说》

音频小课音频小课

8月1日，钱江晚报联合杭州野生动物世

界共同推出音频小课《夜行动物奇遇记》。随

着每周四更新上线一讲，目前，《夜行动物奇

遇记》已带大家结识了三种神奇的夜行动物，

也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

“我洗澡的时候都在听，华南虎、貘、还有

‘装死大师’猞猁都很有趣。”10 岁的男生陈

林熹说，自从听了《夜行动物奇遇记》的讲解，

自己就很期待来看看夜晚的它们。还有很多

好奇的问题想问问主讲老师，比如，“既然貘

是夜行动物，为什么它的夜视力却不好呢？”

洪俊杰对夜色中的大自然同样充满好

奇，“我之前去植物园夜观过昆虫，听了《夜行

动物奇遇记》，就很想去亲眼目睹一下更多动

物的夜生活。”

昨晚，夜探动物城的第一站，杭州野生动

物世界兽医院院长刘建勋就带大家去探访了

长相神奇的貘。

“真的好像小猪佩奇呀！”一到貘展区，小

朋友就兴奋直呼，“但它鼻子好长，都快要拖

到地上了。”

和白天的状态截然不同，在夜晚的映衬

下，貘变得异常活泼。马来貘“小公主”一登

场，便欢乐地蹦蹦跳跳，活脱脱一个贪玩的

“童真少女”。

左三圈，右三圈，黏人的“小公主”绕着貘

妈妈乐此不疲地奔跑。有小朋友打趣道，“它

怎么比我还兴奋啊。”

“今天虽说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但这

很像貘生活的热带雨林的气候，它们格外活

跃呢。”刘建勋笑着解释道，又给孩子们科普

了一下貘的生活习性。几位小朋友还幸运地

体验了一把饲养员的工作，与马来貘来了一

场亲密接触。在饲养员的带领下，他们拿着

长长的毛刷，轻轻地按摩马来貘的背脊，马来

貘眨着眼睛，似乎很享受，舒服地躺在地上。

告别了憨态可掬的貘，小朋友们又走进

了掠食险境，探秘夜色中的猛兽。

黑豹扑在玻璃上又抓又挠，还时不时发

出吼叫；华南虎三胞胎互相追逐玩耍着；瞪着

大眼睛的薮猫，东走走，西荡荡，还不时四处

张望；两只金钱豹打得热火朝天⋯⋯白天慵

慵懒懒的猛兽们，到了夜晚才是真正的生龙

活虎、精神抖擞。“难怪以前看到的猛兽一点

都不威猛，原来夜晚才是它们发挥实力的时

候呀。”一边聆听刘建勋的生动讲解，一边看

着猛兽打“群架”，小朋友恍然大悟地说，“看

来，我以前都冤枉它们了！”

本报记者 张蓉

通讯员 董森超/文

吴元峰/摄

邵帅/视频制作

七八月份，西湖的荷花开得正好，真的就

和杨万里诗中“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一样一样的。

其实，西湖荷花在唐代就是一大风景了。

当时，每到农历六月，西湖荷花盛开时，

来西湖边赏荷的人密密麻麻。我们现在赏荷

拍拍照拍拍视频感叹一下就完了，那时候赏

荷，可不要太热闹，大家一边唱着歌，一边吟

着诗，还有乐器助兴。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

结伴赏荷就是一种既风雅又时髦的活动。

赏荷的大园子“曲院风荷”，我们再熟悉

不过了，最早是官家酿酒的作坊。它也是康

熙、乾隆最爱的园子之一。曲院风荷的荷花

美景也影响了清代北京皇家园林的建设。乾

隆在第二次南巡后，就专门在圆明园里造了

一个园子，按照西湖曲院风荷的样子来布

局。现在的夏天，在圆明园里，我们仍能欣赏

到荷花大面积开放。

其实，在南宋定行都杭州后，荷景就成了

宫廷、宅院的重要园林景观。《南宋古迹考》里

有记载，宋孝宗最爱逛的园子叫聚景园，盛夏

时节，荷花成片开放。聚景园，也就是现在柳

浪闻莺公园的所在地。

私家园林里，张功甫的“桂隐林泉”曾被

公认为杭州最美的园子。张功甫是谁？他的

园子为什么陆游、范成大、辛弃疾、杨万里等

都喜欢？“最美园子”里是怎么赏荷的？

那就要听“荷仙姑”小队慢慢介绍啦！

西湖赏荷，自唐代起风行西湖赏荷，自唐代起风行

本报记者 金丹丹

通讯员 潘高升

本报记者 金丹丹

通讯员 潘高升

《爱莲说》音频小课不光想说说荷花的好

看，还想讲讲它的好玩、好吃，聊聊它从古至

今成为我们生活中小确幸的理由。

我们想介绍，荷花的几大特别本领——

比如荷叶的“防水”效果；比如莲蓬的特别结

构，莲子即便沉睡了千年也能萌发、开花的

“神力”；比如中空的荷叶柄可以当吸管，要知

道，魏晋时期的人，就用“荷吸管”喝酒了；比

如，我们从小就知道的“藕断丝连”究竟是怎

么回事；比如，几千年来，荷花是如何成为家

喻户晓的滋补品和祛病救人的良药的；还有，

老舍先生是怎么看济南人炸荷花，吃大明湖

畔的白荷花的？让老北京念念不忘的“莲花

白”又有什么神秘故事？

希望《爱莲说》音频小课，让你更了解好

看、治愈的荷花。听了小课，在给外地朋友讲

解西湖荷花时，你会更有底气。从今天开始，

每隔一天，我们都将更新上线一节音频小课，

共 4 课。希望通过聆听，你也来加入“爱莲”

小分队，关注西湖的荷花，和更多人分享荷花

的故事和秘密。加入方式：请加我们的微信

“13454141039”，暗号“爱莲说”。

欢迎你与小伙伴一起分享《爱莲说》，也

欢迎你与我们分享心得感想，给我们留言。

课程结束后，我们还会选出热心读者送出神

秘礼物！

好玩好吃，荷花当属治愈系

十 组 家 庭 在

饲 养 员 的 带

领下，观察夜

间猛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