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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旅行爱好者郑洋创办“博物旅行”近两
年了。这两年，他过着一种相当自律、勤奋的生
活，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已经记不得上
一次毫无负担地放松休息是什么时候了。这些
事情有的是工作，有的不是，但这些不是工作的
事情若仔细分辨起来，与工作都脱不了干系。9
月 8 日，结束近期一个大型系列活动后，他难得
以放松姿态吃了一顿像样的早餐——油条、白
粥、豆浆，晒在了微信朋友圈，还配发了“常年懒
人，吃个早点都飙泪了”的文字。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种工作、生活无法分
开，全年无休连轴转的状态，需要极大的个人毅
力和定力才能保持心态的稳定、生活的正常运
转。郑洋莫不如此。但是，对博物旅行的那份
热爱，让他在困难面前咬牙坚持了下来，两年多
来，他的事业逐渐开阔，从道路坎坷到如今略有
起色，博物旅行不仅成为他的生活方式，更成为
他带动下周边很多朋友的生活方式。

玩出来的专家

对于郑洋来说，从广阔的大自然里收获得
实在太多太多。他生长在北京郊区，在原生态
的大自然里长大，拥有一个非常幸福和快乐的
童年。每年夏天，他都和小伙伴们一起抓青蛙、
逮知了、捉蚂蚱……大自然像个无穷无尽的宝
藏，吸引着、带领着他去感受、去发现。他喜欢
捡“知了猴”，捡来后，轻轻把它放在纱窗上，再
用窗帘盖着，用手电筒射出来的光观察它羽化
时候的剪影。“那个过程美极了。”

好奇是最好的老师。慢慢地，郑洋从贪玩
走向好奇，从好奇走向求知，积累了从点到线到
面的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在北京他拍到过 100
多种野花，其中的拍摄故事，他可以从春天讲到
秋天。还有昆虫、两栖爬行动物、鸟类，这些天
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爬的、土里长的动物或
植物，都是郑洋的兴趣所在。只要他张口，不用
五分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便能轻易感受到他
的博学和有趣。

“这是中华猕猴桃，市面上卖的都是中华猕
猴桃的培育品种。”“刺猬有一个活动习惯，是喜
欢在建筑周围贴墙根前行。这样会让它比较容
易找到行进方向，同时找到食物。”在旁人眼里，
那些动植物是叫不出名的“陌生人”，即使生长
在身边，由于不了解，因而并不关心。但在郑洋
那儿，这些动植物是他异常熟悉而且给予他无
限满足与快乐的“好伙伴”。

“博物”的启示

一开始，郑洋只是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私下玩，在周末或长假，相约去郊区或更远的地
方，在某个山头拍摄动物，或是在某个河谷观察
植物。平时，大家在“绿镜头”等一些专业的论
坛里交流。但由于组织不严密，大家在论坛上
并不活跃。直到接触到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谈

“新博物学”的一些文章，一直以来零零散散拍
摄花鸟鱼虫的郑洋，得到了启发。

博物学是有关大自然事物的分类和宏观描
述，也是对自然系统的内在关联进行研究的学
科。随着近代数理科学的发展，这个学科被认
为是科学有一定发展但还不够深入时期的产
物，逐渐没落和消失。“新博物学”提倡一种通识
教育，希望人们能建立一个关于大自然的常识
体系，与自然更加亲近。

郑洋于是建立了一个”博物旅行“小组，希
望通过博物旅行的方式，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建
立人与自然认知的体系。在郑洋看来，“博物旅
行”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严肃”脸，“其实是
轻松地在玩中学习知识”，通过旅行的方式，让
科普更有趣，强化人的动植物知识。

他们先是自己进行博物旅行。从 2010 年
开始，每年至少进行两次 10 天左右的“博物之

旅”，去过云南生态系统完备、物种丰富的香格
里拉、西双版纳，在那里拍摄到了种类丰富的野
生兰花；到过海南尖峰岭、霸王岭、鹦哥岭自然
保护区，在那儿见到了伪装巧妙的拟态生物；在
我国台湾地区的垦丁社顶自然公园，他们遇到
了刚刚完成羽化、尚未来得及起飞的大帛斑蝶。

直到 2015 年，本在一家国营企业工作的郑
洋，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辞去原有的稳定工
作，专心运营“博物旅行”。谈及辞职的原因，郑
洋说，实在不想每天做同 样 的 事 情 。 这 么 多
年下来，很多事情也驱使着郑洋再去做点什
么 。 他 记 得 ，和 朋 友 一 起 拍 虫 子 的 时 候 ，地
上 有 坨 牛 粪 。 一 行 8 人 围 成 一 圈 趴 在 地 上 ，
旁 边 有 个 人 过 来 ，了 解 情 况 后 ，说 了 一 句 ，

“你们有病吧？”
“但是，你知道我们在拍什么吗？粪金龟，

俗称蜣螂。它会把牛粪一点一点分解掉，然后
推走。我们在拍它。”

他也听很多人谈起过，羡慕他拥有丰富的
动植物知识以及摄影技巧。与自己幸福快乐
的 童 年 不 一 样 ，郑 洋 发 现 ，很 多 人 尤 其 是 90
后 、00 后 的 青 少 年 ，由 于 课 业 繁 重 以 及 生 活
在 钢 筋 水 泥 的 城 市 里 等 原 因 ，没 有 时 间 ，也
没 有 空 间 到 大 自 然 中 ，对 大 自 然 非 常 不 熟
悉。“我希望更多人跟我一起玩，感受到我能感
受到的快乐。”

逐梦的执着

为了得到最好的博物旅行体验，郑洋组建
了一支经验丰富、知识面广的团队，利用寒暑假
和假期等机会，带领大人和孩子们前往新加坡、
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以及国内的广西、云南、海
南等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以旅行的方式考
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动植物物种。每次，郑洋
都会严格控制人员总数，以保证所有人都能在
丰富、有特色的博物考察过程中，得到最充实、
最饱满的自然体验。

郑洋说，孩子们不是简单的玩乐，而是努力
学习博物知识、接 触 自 然 的 方 法 和 拍 摄 技 法
等内容。参与的孩子，多处在对外界事物好
奇 心 最 强 、接 受 事 物 最 快 的 年 龄 段 ，很 容 易
接受郑洋他们的讲解，对大自然的生物多样
性 产 生 极 大 兴 趣 。 不 少 孩 子 在 一 次 旅 行 之
后 ，就 产 生 了 可 喜 的 变 化 ，开 始 打 开 眼 界 关
注 周 围 ，有 了 观 察 花 开 花 落 、叶 枯 叶 荣的意
识，当天空飞过鸟儿，会有追问叫什么名字的好
奇心。

郑洋希望，带领更多人探索未知的动植物
世界，只有这样才有意义。“人们只有更多认识
和了解动植物，才知道如何去保护。”在国外，很

多学校和自然教育 机 构 等 ，都 会 告 诉 青 少 年
懂 得 合 理 利 用 自 然 资 源 、保 护 自 然 资 源 ，合
理 取 用 ，不 破 坏 自 然 环 境 ，而 在我国国内，还
有很多做得不周到的地方，需要更多的学习和
探索。

对郑洋自己来说，带领人们探索和自然的
关系，也为他带来了越来越清晰的自我认知，那
就是像拍摄到天堂鸟的美国自然摄影师蒂姆·
拉曼一样，追逐自己的自然梦想，永不放弃。

在婆罗洲的热带雨林，有一种世界上最华
丽的林鸟——天堂鸟。它的羽毛五彩斑斓，腾
空飞起时，硕大艳丽的尾翼犹如满天彩霞，流光
溢彩。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拍到过
天堂鸟展翅的画面。美国摄影师蒂姆·拉曼为
了拍到它们，利用天堂鸟在求偶期清晨会飞出
树冠层的规律，一连花了 7 年时间在几十米高
的树冠层伪装，终于拍到了世界上唯一一张在
树冠层天堂鸟迎着朝阳抖翅膀的照片。

蒂姆·拉曼正是郑洋最喜欢的摄影师。在
他看来，蒂姆·拉曼的精神特别可嘉，代表了做
人做事的道理。“人际交往，不能因为别人一次
错误就拒绝与对方交流了；拍摄动植物也是，不
能因为一次拍不到，就放弃不拍了。”

“坚持，主要是坚持。”记得刚开始创业时，
郑洋从人员到资金，从生存到发展，不仅面临诸
多 困 难 ，还 有 不 少 实 际 问 题 ，内 心“ 非 常 煎
熬 ”，好 在 他 坚 持 了 下 来 。 今 年 暑 假 ，“ 博 物
旅行”和香山公益合作，成功举办了“香山奇
妙 夜 ”等 系 列 博 物 探 索 活 动 ，香 山 公 园 优 越
的 自 然 环 境 、完 备 的 基 础 设 施 、合 理 的 课 程
设 置 和 线 路 安 排 ，加 上 各 流 程 的 时 间 控 制 、
人 员配备等环节的齐备，成就了完美的活动，
也让郑洋信心倍增。

一番合作下来，香山公园市场部主任胡克
鹏对郑洋印象深刻，“博学、有梦想、有执着精
神”。胡克鹏曾看过一段视频，讲述了郑洋他们
到山里面，历尽千辛万苦拍摄绿绒蒿的经历。
片子里，郑洋为了拍摄只在特定季节开放的绿
绒蒿，一次又一次地攀爬流石滩，滑下来爬上
去，又滑下来又爬上去，因为绿绒蒿只生长在那
里，只开放在那个季节，一直从天亮拍到天黑，
长达 10多个小时也不言累。

胡克鹏说，从那部片子里，他感受到了郑
洋 身 上 追 梦 人 的 气 息 。 刚 刚 过 去 的 十 一 长
假 ，郑 洋 又 带 队 前 往 广 西 进 行 博 物 之 旅 ，在
十万大山中实践灯诱，在红树林中观察丰富
的 动 植 物 ，看 着 孩 子 们 天 真 烂 漫 的 笑 容 ，郑
洋说自己十分满足，“做活动时间越久，对孩
子 们 越 是 喜 爱 ，更 加 毫无保留地对这份事业
倾注所有。”

“我会努力做到更好。”郑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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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琳琳

每当听到亲人、朋友去世的时候，我就会感
到突然、感到悲伤。然而，得知 2007 年获评全国

“绿色卫士”的段英利先生病逝的消息，我的心
情却五味杂陈，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段英利病逝的消息是我从楹联家高财庭的
个人博客里获悉的。2016 年 8 月 26 日下午 5 点，
我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习惯地打开了高财庭
的个人博客，《挽段英利先生》的标题首先映入
眼帘，我心里咯噔一下，先是拒绝相信，继而感
到震惊，泪水不由地夺眶而出。半个月前段先
生给我打电话时，我一点也没有听出来他人已
经到了弥留之际，以至我在很长的时间后才回
过神来。

“大蓬汽车，法治使者，骄姿遍陇原，英年猝
逝，相恸云天怜笑语；绿色卫士，科普专家，画稿
存千古，利益均沾，忽闻鹤驾哭先生。”高财庭深
情地撰写了挽联，客观公正地总结了段先生的
一生，表达了对先生的敬仰，也说出了我的心
里话。

斯 人 已 去 ，音 容 宛 在 ，历 历 往 事 ，俱 涌 心
头。我仿佛看到了他温和、谦逊、友好地坐在我
对面侃侃而谈；看到了他挥毫泼墨，大汗淋漓地
进行国画创作；看到了他站在“大篷车”上富有
激情地演讲。

我与段先生相识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那
时我在白银区广播站当记者。一次，我去白银
区文化馆采访，与段先生相识，知道了他是甘肃
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在区文化馆从事美术工作，
独幅国画《打靶归来》《草原之晨》等作品曾被甘
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但在后来的将近 20 年
里，我和他并没有任何来往，只是偶尔碰到点
点头。

进入新世纪，我频繁参加文联组织的活动，
与段先生见面多了起来，一起开会、参观、吃饭，
彼此有聊不完的话题。2006 年的一天，段先生
满面笑容地走进我的办公室，从公文袋里掏出
一沓资料放到我的案头，希望我尽最大努力支
持他的环保“事业”。

就这样，我才知道段先生供职于市科协，担
任科普站站长，自 2000 年起就关注环境保护，并
于当年自费举办了第一届环境保护画展。从
此，环保宣传让我与段先生成为虽不经常见面，
但电话联系不断的朋友，并荣幸地应他之邀参
加了在市区举办的数次环保知识问答、环保版
画展览等活动。

良好环境是人类发展与生存的基础，保护
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然而，在大多数人还
不明白“环保”的真正含义时，段先生却先觉先
知，对白银市常年酸烟弥漫、废水横流的严重污
染状况感到不安。强烈的责任感驱动着他做出
了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选择——考察黄河水
环境。他从黄河源头青海省境内的龙羊峡、公
伯峡，走到甘肃境内的刘家峡、小三峡，又到甘
宁交界处的黑山峡，一路边走边看。

当段先生目睹黄河水由清变黄、由黄变黑、

由黑变臭，看到土地不断沙化、植被逐渐稀少、
沙 尘 暴 屡 屡 发 生 的 现 实 后 ，内 心 被 深 深 触 动
了。他狠下一条心，立志开展环保宣传，呼吁公
众保护生态环境，唤醒人们心灵深处对大自然
的热爱以及对美好家园的向往。2002 年，段先
生自费创建甘肃省第一个环保公益宣传组织，
组建了以普法为框架、以环保为主线、以科普为
导引的民间环保科普“大篷车”。

段先生很执着，只要他想干的事情，八头牛
也拉不回来。他身上既有艺术家的豪爽浪漫，
也有文化人的礼数规矩，更有革命家百折不挠、
坚忍不拔的精神。在“不务正业”、“自找苦吃”、

“吃力不讨好”、“脑子进水了”等各种贬损和不
敬面前，他都一笑了之，不予理睬。宣传缺少经
费，他把收藏的名家书画卖了，后又出售了自己
的栖身之处，改为居住在存放展板的库房里。
下乡宣传，他常常吃方便面充饥，连一碗牛肉面
也舍不得买。搜集宣传素材、拍摄污染现场遭
人围攻，段先生不胆怯、不退缩，毫不动摇地专
注于他的事业。更不用说世界环境日、地球日、
世界水日等重要节日到来了，每年他都提早策
划，把宣传展板早早摆到宣传地点。他的“大篷
车”也总会在国庆、五一假期以及大多数周末，

出现在厂矿、学校、乡镇、社区。在市区，他则和
志愿者们在夜幕降临后，出现在市区公园等地
方，以凉亭当舞台，或表演节目，或开展知识问
答，或放电影，环保则是其中不变的主题。2007
年世界环境日，段先生被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
授予“绿色卫士”荣誉称号。

段先生出生于 1954 年，是一位早已成名的
国画家。以他的年龄、资历、艺术修养，完全可
以靠书画成为富翁。然而，他却把钱看得很轻，
把环保看得很重很重。

2012 年 8 月初的一天，段先生走进我的办
公室，邀我参加再过几天开幕的“居安思危——
段英利环保国画作品展”。我这个美术门外汉
受宠若惊，如期走进了市文化中心展览大厅。
偌大的展厅四周，布满了他多年创作的作品，既
有对城市污染、生态破坏的展示，又有对水资源
短缺、汽车污染等环境问题的担忧，每一件作品
都融入了他对环保、低碳的理解。我与他开玩
笑说，这些作品要都出售了，你绝对是个大款。
他笑着说，他专门做的是赔钱买卖。

2014 年冬季的一天，我想段先生了，便打电
话问他在哪里，他说在老年公寓。我本以为他
在那里搞活动，便挂断电话去见他，这才知道他

搬进老年公寓住了。段先生的房间不大，满屋
子浓烈的中药味道，看不见纸墨笔砚的踪影，这
让我感到诧异，便问他是咋回事。他乐观地告
诉我说，患上了不好的病，在肺部。我劝他赶紧
去医院治疗，他说这种病谁都治不好，就别浪费
医院的资源啦。

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只生不死，可段先生
面对生死如此从容的大境界，还是让我愕然、敬
佩，同时内心一阵酸楚，我还能怎么说呢？我
想，只要泰然处之，或许会有奇迹发生。

2015 年“六·五”环境日前夕，我再次到老年
公寓看望段先生，满面红光的他正帮助一位朋
友整理稿件。闲聊了一会儿，他便谈起了环境
日的活动计划。我劝他注意休息，再别搞大活
动了。可他笑着说，展板早就制作好了，哪有不
干 的 道 理 。 就 这 样 ，他 硬 是 带 病 坚 持 完 成 了

“六·五”环境日的宣传活动。
段先生患病，我在心里老惦记着，可也无力

做点啥，只是时间长了打电话问候一声。几次
准备去看望他，也一直未能如愿，导致病逝前我
没能与他再说上一句话。

天不假年，我敬仰的“绿色卫士”段英利先
生 62 岁便悄悄地走了，或许有人还不知道其人
其事，但他为白银环保事业做出的贡献不可磨
灭。如今，白银城区灰蒙蒙的天空、臭烘烘的东
大沟都已成为了历史，蓝天白云成为常态，河水
泛着清波流向远处，市民们在清新的空气里工
作和生活着，这良好环境的呈现，有段先生的一
份功劳。

行文至此，我意犹未尽，总觉得还有很多话
想说，但又不知道再从何说起、怎么说，只好就
此停笔。只愿段先生在天国安息，因为那里没
有污染、没有病痛。

绿色卫士悄悄走了

追忆逝者
◆杨文虎

追蝶的9岁少年

江南小伙其其从小就在爸爸的引导下，有意识
地探访野外自然环境。他们居住在钱塘江边，出门
不远就是山水的世界，春日看花，夏天寻虫，秋天觅
果，冬天看雪。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其其父子认识
了“江南蝶王”，正式踏上了昆虫之旅。他们会深夜
在书桌前观察蜻蜓羽化，会亲自照料蝴蝶从幼虫到
化蝶，还会每年参加昆虫爱好者的聚会，在不同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对话、分享关于昆虫的那些
事。其其身体不好，但是只要是到大自然中去，他总
是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安静时，他可以蹲在牛粪旁
看屎壳郎搬粪球一个小时；动起来，他可以追着蝴蝶
漫山遍野跑，丝毫看不出前一晚还高烧 39 度；顽皮
时，他会悄悄地爬到蝶群里将一群蝴蝶吓跑，自己哈
哈大笑。出于这份对自然的喜爱，其其还化身小小
摄影师，拍出了相当不错的照片。现在的其其，已然
是一个昆虫摄手。大自然让他有了丰富多彩的生命
历程，更加热爱生命。

把荒地变田园

27 岁的 Carvan 曾是澳大利亚一名知名广告公
司的职员，日复一日的都市生活，并没有让她感到幸
福。但当她志愿从事土地管理和森林火灾相关的农
场工作时，反而不由自主地留下了眼泪。终于弄清
自己余生要做什么的 Carvan 花光毕生积蓄，买下
113 英亩荒地，并搬到那里开始新的生活。她花了
整整 13 年的时间，用心一点点经营打造，终于把荒
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不仅绿树成荫，蔬菜瓜果极为
丰富，而且周围种满各式花朵，鸡鸭牛等各种动物更
是让园地充满生机。Carvan 说，很庆幸 13 年前的自
己，有再次出发追寻生活的勇气。她把这样的生活
分享到了博客，没想到引起了过惯都市生活、向往田
园生活的人们的极大兴趣。现在，Carvan 的庄园已
经成了为都市人定期举办沙龙、体验自然风光、学习
各种技艺的场所。

藿香叶绿绒蒿 郑洋摄于云南香格里拉

公众环保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