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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夜空，有一轮弯弯的

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你在夜

晚的西湖边听到过练歌人的歌声

吗？

最近，杭州西湖边经常能看

到一位“练歌人”——背靠人群，

面朝湖水，忘情地展示着歌喉。

不带音响，也不是卖艺，只是在湖

边一角专注歌唱。

有人被他的歌声吸引，停下来

静静聆听；有人拿起手机，微笑着

拍摄他的表演；还有音乐院校的学

生在他唱完后，主动搭话请教。

一曲唱罢，身边已经围起了

不少人，都在为他鼓掌。幽静的

夜西湖，此刻多了一点热闹。

“唱得真不错，感觉很专业。”

“也是西湖边的一道风景。”

“大家一起欣赏歌声，为歌者

鼓掌的氛围感很好。”听众们说。

工作很忙很单调，晚上拾起爱好，感受生活的美好

背靠人群面朝湖水忘情歌唱
西湖就是他的练歌房

这位歌者名叫黄彬，来自淳安，目

前到杭州市区工作已有大半年。

他告诉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实际上，唱歌只是他的爱好，他的本职

工作是美术用品公司的一名管理人

员，负责市场销售。

“水粉、油画、国画⋯⋯都在做，工

作很忙很单调，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喜

欢，只有每天下了班，晚上拾起热爱的

事，对着西湖唱唱歌，我才感觉又回到

了生活的美好里。”黄彬说。

今年29岁的他，从中学时代就迷

恋上歌唱，曾经是淳安县一中合唱团

的团长，带着同学们来市里参加过各

种比赛。

大学时在北京，阴差阳错学了对

外汉语专业，但他依然没有放弃精进

自己的爱好，“同学中午回寝室休息

了，我就回到没人的教室，或者卫生间

的镜子前，悄悄练歌。”

此外，去北京的各个音乐院校“蹭

课”，也是他当时的一大乐趣。

如今，黄彬把夜晚的西湖当作了

练歌房。

他说，人们喜爱西湖，或许就是因

为西湖是一个很包容的公共空间。他

在这里歌唱，收获很多友好的互动和

积极的评价。“温婉秀丽的西湖，给了

我很多别处没有的意境，我感觉练歌

时情感更充沛了。”

“比方说《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它

里面饱含了对家乡的深情。”黄彬很健

谈，他不仅展示自己的歌喉，唱完后，

还会向听众讲述他对歌曲的理解。

“我的心充满忧伤，不为那弯弯的

月亮，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

的歌谣——这句歌词在说，社会变化

太快，回到故乡后，我看到景物依旧，

既有忧愁，又有欢喜。”

黄彬说，没有把爱好当职业，有好

的地方：“能够相对自由地去发展。一

旦作为谋生手段，可能很多东西会改

变。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业余爱好

者，能收获大家的赞赏，让大家感受到

歌曲的美好，这就足够了。”

不过，他依然多少有些不甘，“我

还是想努努力，在 35 岁前，尝试考一

下音乐院校的研究生，接受更加专业

系统的训练，这是我这辈子的梦想。”

在这里

带你探寻

西湖边的逸闻轶事

人文秘境

一花一草

见习记者 马庆隆

近日，有着“鸟中活化石”、“水中大熊猫”之称的囯家一

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来西湖打卡了，有人幸运地拍到了

它的身影。记者打听了一番，这是西湖边首次有人拍到它

们，所以非常珍贵。

熟悉中华秋沙鸭的鸟友都说，它们有严重的“洁癖”，对

生存环境尤其是水质极为挑剔，喜欢生活在开阔干净、水质

清澈的山区河流、水库环境里。因此它们是直接反映水环

境质量的“指示物种”，素有“生态环境风向标”和“水域生态

环境的生态试纸”之称。

这次，中华秋沙鸭在西湖水域亮相，是不是也从侧面反

映出西湖的优良水质呢？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从杭州市西湖水域管理处了

解到，根据近期监测结果，中华秋沙鸭出现的西湖一公园一

带，水域水体透明度大于 150cm，水中氨氮、总磷、高锰酸

盐指数等指标均达到或优于地表Ⅱ类水水质标准，远优于

景观水水质要求。

“确实，2022 年 12 月中旬以来，西湖的水质状况都非

常好。”杭州市西湖水域管理处生态科技科工作人员杨俊介

绍，衡量水质好坏，主要是根据水中氨氮、总磷、高锰酸盐指

数等指标来判断，水体透明度，并不是水质类别评价指标。

但是，现在市民游客们去看西湖水面，光是看透明度就能感

受到肉眼可见的清澈。

按照数据统计，西湖主湖区的水体年均透明度可达

80cm 以上，近期可以达到 150cm，“所以，现在这个阶段，

算是西湖一年中水最清、水质最佳的时候。”

杨俊给小时记者科普：要达到景观水的标准，需要优于

地表Ⅳ类水水质，西湖水质在近 10 年以来，大部分时间都

维持在地表Ⅱ类、Ⅲ类水水质的状态，这也是一种湖泊生态

健康的表现。另外，从客观上来说，冬季的水质肯定是优于

夏天、秋天的，“夏秋季气温高，藻类生长活动剧烈，对水体

环境还是有影响的。”

杨俊介绍，西湖水质近 10 年都这么健康稳定，水环境

也日益变好，是多年来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等方方面面努

力的结果。

首先是 2003 年开启的西湖引配水工程，“6 进 9 出”引

入钱塘江水，实现对西湖一月一次的换水。“有了源头活水

是最基础的。”

再是生态修复方面，西湖“水下森林”近些年陆续种植

了10多种水生植物，让水体环境的生态更丰富更稳定。“我

们这两年还在陆续开展生物多样性系统调查，这对我们研

究整个西湖水体、生态修复等都很有帮助，比如有了西湖鱼

类的数据后，我们会根据生态情况适当调整，有些有利于生

态健康的鱼类多放一些，有些适当减少。”

此外，严查沿湖排污、放生等情况也一直在做，相关部

门还建起智慧化管理平台，对水质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本报记者 余雯雯 通讯员 沙姝慧

“水中大熊猫”现身西湖
有人幸运地拍到它们的照片

中华秋沙鸭：
我为西湖水质代言

中华秋沙鸭在西湖里畅游

正在练歌的黄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