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的背后其实是人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代表处
项目主任杨方义，从 2004 年大学毕业起就走
上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从一名热爱自
然、敬畏生命的青年，成长为奋战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一线的中坚力量。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杨方义告诉
记者，珍妮·古道尔的《黑猩猩在召唤》一书有
着重要影响。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他，加入
到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北京大学教授吕植
手下工作。吕植教授常常提起，自己最喜爱
的书就是珍妮·古道尔的《黑猩猩在召唤》。
视吕植为榜样的杨方义，也被古道尔只身进
入非洲丛林，把自己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投入
到研究和保护黑猩猩事业无私奉献的事迹与
精神深深感动，并暗暗立下决心，要像古道尔
和吕植那样，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奉献自己的
青春与热血。

“她是真正走近公众视野的鼻祖级人物，照
亮了我在内很多人的人生。”杨方义说。

与杨方义类似，“鸟兽虫木”自然保护中
心发起人彭宇，也非常喜爱阅读“这种带有
作者个人情感、体验的书”，因为可以引起人
的共鸣，进而影响到人的观念和人生选择。
比如世界最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之一，被
誉为“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的大卫·爱登堡
的《大卫·爱登堡自传》。这是爱登堡跨越六
十年非凡职业生涯的回忆录，老爷子拍摄中
的故事，旅行中的奇闻异事，对物种妙趣横生
的介绍，在传递他对自然生命热爱的同时，也
鼓舞和感召着更多后来者。

传递科学严谨的知识

随着科普宣传的大力普及与推进，生物
多样性，这个生态学专业术语，正为越来越多

的人所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
原首席专家张风春在去农村调研时，发现当
地村民对这个词汇也并不陌生。

但是，提及为什么关心生物多样性？生
物多样性和自身有什么关联？如何开展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多元行动？张风春表示，这些
宏大复杂的问题，很多人并不了解。甚至，一
些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基础知识非常欠缺。

正因为如此，张风 春 推 荐 公 众 阅 读《生
物多样性基础知识》《外来入侵物种问答》
这 样 科 普 类 图 书 。 在 他 看 来 ，掌 握 这 些 基
础 知 识 ，对 于 提 升 公 众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意
识，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伤害，推进保护行动
等，十分必要。

2021 年 7 月-10 月，张 风 春 还 给 中 国 环
境报境界周刊连续写作 10 期“生物多样性
科 普 小 课 堂 ”，内 容 涉 及 气 候 变 化 如 何 影
响 生 物 多 样 性 、为 什 么 要 开 展 生 态 系 统服
务价值评估、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与防控等
不同主题。

张风春告诉记者，专栏撰写过程中，他最
下功夫的领域就是思考如何用深入浅出、通
俗易懂的语言，将生物多样性专业的内容讲
给普通读者听。

拥有丰富户外自然 体 验 教 学 经 验 的 彭
宇 也 表 示 ，出 版 科 学 严 谨 、引 人 入 胜 的 书
籍，可帮助自然教育的主要参与者、6 至 12
岁 的 青 少 年 锻 炼 培 养 其 自 我 学 习 的 能
力 。 他 带 过 一 位 特 别 喜 欢 昆 虫 的 12 岁 男
孩 ，其 昆 虫 知 识 已 远 远 超 过 了 他 这 位 老
师 。 多次问题回答不上来的彭宇，便推荐

《中国昆虫大图鉴》给男孩，男孩的昆虫知识
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我们常说，孩 子 是 关 乎 地 球 未 来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的 关 键 ，要 给 他 们 种 上 一 颗
热爱自然、关爱生命万物的种子。这其中，
书籍的作用远比想象的大得多。”彭宇说。他
建议，帮助孩子扩展阅读范围，多读一些语

文、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对个人兴趣的培养也
大有益处。

带给读者阅读享受

随着社会公众对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关 注 程
度 越 来 越 高 ，相 应 的 书 籍 也 越 来 越 多 样
化 。 如 何 让 图 书 ，这 种 古 老 但 又 日 新 的 品
种 ，成 为 错 综 复 杂 的 信 息 传 播 形 势 下 影 响
公众的重要媒介？

策 划 过 畅 销 科 普 书 籍《海 错 图 笔 记》
《中国鸟类观察手册》的中国国家地理·图
书 科 普 编 辑 乔 乔 ，对 此 有 着 自 己 的 理 解 。
在 她 看 来 ，科 普 在 解 决 公 众 科 学 性 问 题 认
知 的 同 时 ，还 要 给 读 者 带 来 阅 读 的 享 受 。
比 如 通 过 策 划 、编 加 和 设 计 进 行 内 容 优
化 ，将 知 识 加 以 轻 松 化 的 表 达 ，帮 助 读 者
建 立 自 己 的 思 维 认 知 体 系 ，也 更 方 便 传 播
交流。

在搭建生物多样性与公众认知的桥梁
上，许多文学作品也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
年，作家半夏出版了一本书《与虫在野》，描绘
了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昆虫世界、植物王国，
让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葛水平体会到了知
识和感官互动相融。

“天空瓦蓝，有声音从遥远处走来，一刻
不停的十月风罩着那甜美的声音，此时有一
只虫子落在我手臂上，是七星瓢虫，虫子是冲
着 声 音 来 的 吗 ？ 那 是 半 夏 在 说 话 。”葛 水
平说。

更多出版社如何发挥自身作用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余余告诉记

者，作为书籍与公众之间的重要桥梁，他们将
站在时代的前沿，聚焦生态与环境保护，策划
出版更多内容一流、装帧精美、绿色环保的高
质量图书，用优秀的作品感染人、激励人，引
导人向美向善，让优秀的图书真正成为引导
大众阅读的一种有效媒介。

书籍浩如烟海，知识漫无边
际。作为自然界多样性程度的生
态学术语，生物多样性概念自上
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关于这门
学问的书籍不可胜数。

面对着恒河沙数一般的书，
有哪些是横空出世、惊艳世人，影
响时代的？有哪些是经久不衰、
代代相传，化身经典的？那些活
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各个领域的
人，又都受到哪些书的深刻影
响？本版特别采访了科研院线、
出版机构、NGO、作家等不同领
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息息相关的
人，听他们讲述浩瀚书海中，那些
影响他们的书，指引他们的人。

那些年，影响过这些人的书
■本报记者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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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对象

本报记者刘晓星北京报道
为全景展示我国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面的突出成就，进一步提
升全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认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中
心制作的大型特别节目《中国在
行动》10 日至 14 日在中央电视
台科教频道播出。

节目分为 5 集，分别以《挑
战》《启程》《逆转》《坚守》《探索》
为主题，邀请奋战在生态环保一
线的科研人员、教育工作者和政
府工作人员等登台讲述绿色发
展的中国故事，展现万物和谐的
美丽中国，让观众领略到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中国行动力量与智
慧方案。

在内容创意设计和表现形
式手法上，节目实现了创新和突
破，包括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主持人和知名表演艺术家组成

“自然代言团”，演绎每期生态故
事中的“生物角色”，辅以环形巨
幕和立体声场等高科技视听手
段，开创了声音演读与影像结合
的沉浸式讲述方式。同时，节目
首次引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
的红外影像画面，让观众能够实
时感受大自然最真实的“生态秘
境”。

节 目 还 邀 请 来 自 人 民 日
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学习强
国 、中 国 环 境 报 、央 视 频 的 媒
体人组成媒体见证团，作为我
国 生 态 保 护 成 就 的 见 证 者 和
传 播 者 参 与 节 目 的 录 制 与 现
场互动。

本报记者作为生态故事的
见证者、传播者，通过提问、点
评、分享等方式展现万物和谐的
美丽中国，讲述绿色发展的中国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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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COP15，这本书什么来头？
《守护多彩家园》携 52个保护故事“参会”

◆本报记者陈妍凌

顾城说，“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
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大自然是上帝赐予人类
最美好的礼物。它就在我们的俯仰之间，自然情愫、自
然审美，与自然联结的情感态度就是我们保护地球生
物多样性的态度基石。

试想，一个成天在钢筋水泥屋子里生活的人，不可
能体会到被蚂蚁咬伤的疼痛，不可能感受到青蛙皮肤
的粘滑，不可能品尝到杨梅的酸甜，当然，更加谈不上
对生物的热爱。

只有走近自然，走近广阔天地，去看、去听、去观
察，才能聆听落雪的低语和松林的叹息，感受昆虫扑拍
翅膀时的柔和曲调，感受草原狼对着夜空长嚎的月光
之歌……由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怎样观察一朵花》

《怎样观察一棵树》《怎样观察一粒种子》系列书籍，正
是帮助人建立与自然沟通桥梁的工具。

这些在自然中不经意的偶遇或邂逅，可以鼓舞人
们唤醒对大自然的情感，重拾对自然造物的信仰和谦
卑，融入更多对自然的思考。

对大部分普通公众来说，生物多样性可能只是一
个模糊空泛的概念。什么是生物多样性？为什么要保
护生物多样性？可以采取哪些行动？这些宏大且复杂
的问题，并不清晰了解。

比如说，生物多样性，仅仅是数量的多样性吗？一
个地方种植了大量单一树种的人工林地，树木茂盛，景
色怡人，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林下几乎没有其他植
物，生物多样性其实很差。再比如说，生物多样性，自
然生态系统一定优于人工生态系统吗？利用一定会带
来危害吗？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人类有什么意义？

唯有了解才会热爱，唯有热爱才会行动。“20 世纪
最伟大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用一生精力向公
众普及倡导“生物多样性”，号召守护人与万物共同的
家园。《生命的未来》是其最具影响的代表之作。书中
用丰富的细节展示了人类活动与物种灭绝之间千丝万
缕的关系，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生活的鸟类因为人类
到来大量覆亡的真实事件，表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盖娅时代·地球传记》则是学者拉伍洛克关于地
球理论的思考，希望借此为人类个体如何与地球相处
指明道路。

补充书单

《了不起的动物乐园》
《鸟的感官》

《昆虫的私生活》

本报记者全程参与录制

央视特别节目《中国在行动》播出

10 月 11 日，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
会议（以下简称 COP15）在云南
昆明开幕。大会现场，一摞整齐
摆 放 的《守 护 多 彩 家 园 ——
COP15 生 物 多 样 性 主 题 征 文
集》（以 下 简 称《守 护 多 彩 家
园》），在众多图书中令人眼前一
亮，吸引与会者驻足翻阅。

这本书由 COP15 筹备工作
执行委员会主编。在 COP15 执
委办和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
指导下，中国环境报社于今年 6
月-9 月，面向全社会开展了“保
护多样之美，共建和谐家园”生
物多样性主题征文活动，展示各
地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
得的进展和成效，讲述社会各界
开展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行动故事和实践案例。《守护多
彩家园》收录了其中 50 余篇优
秀作品。

自豪：小乡村故事走上
国际大舞台

“太惊喜了，我们小乡村的
故事走上了国际大舞台。”毕春
艳说。她撰写的《与濒危植物火
桐的“情缘”》被收录书中，讲述
了云南省腾冲市新华乡林业站
工作人员张定香数十年扎根基
层，把广西火桐从灭绝边缘“抢
救”回来的故事。

公众的关注和故事的入选，
令张定香激动得几度语塞：“能
让更多人知晓广西火桐，就是我
最高兴的事。”

同样振奋的，还有来自四川
省眉山市的作家沈荣均。他一
眼 就 认 出 ，这 本 书 封 面 图 片
中 ，有 飞 翔 的 国 家 一 级 保护动
物——黑颈鹤。黑颈鹤对生存
环境要求苛刻，近年来，随着生
态环境改善，地处迁徙通道上的
眉山，让黑颈鹤的逗留时间不断
增长。几经询问，沈荣均获悉，
这张照片拍摄地正是眉山。“眉
山人守护它，它为眉山向世界

‘代言’。”沈荣均笑道。
像这样鲜活的保护故事，书

中还有很多。征文活动得到社
会各界积极响应，涌现出一批理
念鲜明、情感真挚、笔触生动的
征文作品。参与征文活动和书
稿编辑的中国环境报社文化教
育部编辑直呼：“打开了视野，学
到了。”

感动：他们默默倾力保
护生物多样性

书中展示了大量一线工作
者的保护行动。有保护者的岁
岁坚守——黑龙江大庆油田的

“怪老头”李树森，用近20年的努
力，让老油区重现鸟叫蛙鸣；也有
保护者的代代传承——江苏省新
沂市骆马湖畔，唐保美、唐小宝
父子，接力种植养护，让荒岛变
绿岛，成为白鹭栖息的家园。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高校

师生、研究学者、检察人员，也有
农牧民、记者和文艺工作者，或
坚守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或常
年专注于某一物种的保护。

“ 他 们 的 故 事 让 我 非 常 感
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晶晶感慨，这本书不厚，却沉
甸甸的，让居住在北京的她意识
到，生活中已不难寻的黑鹳、北
京雨燕等，背后竟藏着那么多曲
折艰辛的保护故事。“原来有那
么多人在默默努力，保护着生物
多样性。”

这些故事拉近了公众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距离。

一位资深媒体人感慨，以往
人们觉得，生物多样性保护离日
常生活很远，不仅多发生在人迹
罕至的山林中，被 保 护 的 也 多
是 无 缘 得 见 的“ 知 名 ”物 种 。
但《守 护 多 彩 家 园》颠 覆 了 读
者 的 这 种 认 知 。 书 中 对 城 市
人的身边事着墨不少，比如江
苏 南 京 红 山 森 林 动 物 园 为 野
生动物撑起“保护伞”、都市居
民与“家门口”的江豚结缘、上
海 从 业者开展面向公众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教育等。“让人感受
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就在我
们身边。”

敬畏：传递保护真谛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不少保
护动植物的朴素美德，如道家的

“物无贵贱，万物平等”等，都暗
合着当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理
念，为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
供了积淀深厚的思想基础。《环
境教育》杂志主编周仕凭认为：

“《守护多彩家园》一书的字里行
间，都传递着敬畏生命的讯息，
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
间大爱。”

比如，令许多读者印象深刻
《“生死对决”的背后》一文中，摄
影家鲍永清在野外蹲守多时，终
于拍摄到藏狐狩猎旱獭的瞬间，
成 就 了 后 来 享 誉 中 外 的 照 片
——《生死对决》。但文章披露，
鲍永清的内心也曾在“是否要出
声提醒旱獭”中天人交战。最
终，他选择坦然面对镜头里的一
切，包括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残
忍、物竞天择的无情。

文章启迪读者，思考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真谛。上述媒体人
说：“过去，我们更在意让野生动
物‘活着’，但现在我们知道，在
这样的生死对决面前，不干涉也
是一种保护。”

《守护多彩家园》呈现了来
自五湖四海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故 事 ，能 戳 中 泪 点 ，也 能 启 发
思考。沈荣均希望，把它推荐
给更多文艺工作者，让同行们
将 创 作 的 视 角 聚 焦 生 物 多 样
性保护。王晶晶则希望，把这
本可读性强的书推荐给更多公
众，让人们了解生物多样性保
护，引发共情，并激发出保护欲
和行动力。

《诗经》有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中国自古就
有博物的传统。

现代博物学倡导与大自然打交道，试图了解大自然
中存在的动物、植物、菌类、矿物、星星、云等，对它们进行
描述和分类，同时也关注大自然中各个部分、各个层面之
间的关联。但现代人因久居城市而忽视并淡忘了野生与
自然，以至于远方树木的倒下与鸟类的灭绝于之而言，仿
佛无关痛痒。

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呼吁并倡导“博物”成为现代人
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博物能够让人放松，将自己融
入更大的共同体，包括大自然；博物有助于大系统的平衡
和适应；博物学能够坚持自然公正的原则，既不妄自菲
薄，也不膨胀僭越，保持环境友好。

那么，何不走进博物的世界，观鸟、看花、种菜、采集
标本以及给自然物分类呢。比如可以阅读《伟大的博物
学家》《伟大的探险家》向先行者学习，也可以自我探索找
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而向万物致敬，向伟大的生命致
敬，也坚定自身对生活的信念。

只有感受到地球万物有灵的生物多样之美，从中获
得热爱与感动，才有可能激发真正的保护行动。

因为那些野生动物摄影师在野外长期蹲守拍摄到的
画面，也许能帮助我们发现，连我们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
对自然的眷恋之深；那些凝固的时光片段，也让我们如今
还能看到一些已经灭绝的动物，了解它们曾经悲惨的命
运。

比如摄影集《生命的力量》。中国国家地理·图书用
了两年时间，收集了百年来大量珍贵的摄影作品，通过时
间、地域、物种三条线索，将中国丰富的动物资源和不为
人知的野生动物保护故事，通过一张张照片，完整、生动
地呈现出来。

再比如新近出版的《奇妙物种在云南》，用 60 余张大
幅全彩生态摄影作品，典藏云南自然生命之美；用 60 个
奇妙物种珍贵瞬间的记录，呈现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看见，才懂得珍惜。影像拉近了我们与野生生物之
间的距离，也激发了人类与其它生命间的共情，进而帮助
野生生物们争取到更多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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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速递

图书是了解、认知
生物多样性的一扇重要
窗口。文化版整理了与
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图
书，从“感悟经典”“观
察与发现”“影像力量”
和“博物之美”四方面，
和大家一起了解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成效和情
况，需求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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