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8 年是“世界环境保护年”，国家环

保局约作曲家解承强写一首环保题材的作

品。看过多个选题，解承强仍觉得不行，不够

触动自己。后来，一名工作人员给他讲述了姑

娘徐秀娟为保护野生动物献出年轻生命的故事。

“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不一般。”解

承强回忆，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他，之后的创作很

顺畅，仅用几天时间就写出了这首曲子。“这首歌

音域跨度大，技巧也多，需要专业功底，歌曲中间

有一段假声高音，被称为‘海豚音’，其实我觉得更

像丹顶鹤，很空灵，打动人心。”解承强说，当时歌

曲的制作他全程参与，很多地方加入了新的东西。

“歌曲开头是一段人声旁白，歌词像是在讲故事一

般平铺直叙，这样的歌曲在当时并不多见，因此刚

做出来时，也有人提出过疑问，‘这首歌这么不同，

会流行吗？’但我觉得，一首歌流行与否不重要，更

重要的是其内在价值。”

当时的解承强，执着于找一位唱歌没有太多修

饰，能够通过声音表现歌曲气质的歌手，最终确定了

青年歌手朱哲琴，录唱时，她多次落泪。

1989 年，朱哲琴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第一次演唱

了这首歌。演出时，偌大的体育馆内鸦雀无声，观众

们被歌声中的凄美故事深深吸引。

歌曲起名《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解承强的主

意，“艺术作品往往被人认为是虚构的，起这个名字

就是想告诉大家，这是真实的人和事。”

在 创 作 这 首 歌 曲 之 后 的 几 年 ，解 承 强 到 过 徐

秀娟工作生活过的齐齐哈尔和盐城，也了解了更

多关于徐秀娟的故事。“当时写的歌词，可能与真

实的故事还有细微出入，但那些最感动人心的东

西还是保存下来了。这首歌传颂的是中国人的生

命 观 、价 值 观 、世 界 观 ，是 一 种 人 文 精 神 的 体 现 。

而音乐的创作，就是用人文精神去唤醒人心底里

的感动与追求。”

图①、图②、图③：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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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黑 龙 江 扎 龙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丹黑 龙 江 扎 龙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丹

顶顶 鹤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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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故事》曲作者解承强

发自心底的感动
本报记者 姜晓丹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在江苏中部沿海，有一片美丽的滨海湿地—盐城湿地

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从四面八方吹来，芦苇荡随之起舞。

这里是丹顶鹤越冬的家园，也是它们迁徙路线的最南端。

10 月中下旬，野生丹顶鹤将陆续由北向南飞。循着丹顶鹤的脚

步，来到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这里，芦苇荡直接天际，

丹顶鹤、白枕鹤、东方白鹳集群嬉戏，凌波踏来、振翅飞去。

“为何片片白云悄悄落泪，为何阵阵风儿轻声诉说，还有一

群丹顶鹤，轻轻地、轻轻地飞过……”脑海中响起这熟悉的旋

律。上世纪 80 年代，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广为传唱，诉说

着我国第一位环保烈士—徐秀娟保护野生动物奔跑至

生命最后一刻的动人事迹。

“他们的故事，村里人都记着”

“徐秀娟姐弟俩在我们村长大，他们的故事，

村里人都记着。”说起徐秀娟，黑龙江扎龙满族

村党总支书记苍义铎的声音有些哽咽。

“他俩的父亲徐铁林是第一代养鹤人，

也 是 扎 龙 鹤 类 驯 养 繁 育 中 心 的 创 办 人 之

一，母亲黄瑶珍也在扎龙保护区工作。”56
平方米的满族民居，曾住着徐家全家人，

还曾被徐铁林腾出大半，用作保护区办

公场所。

1981 年，刚满 17 岁的徐秀娟随父

进入扎龙保护区工作，进入鹤场第三

天，她便能独立圈养小鹤。又过一

年多，她就已经掌握了丹顶鹤、白

枕鹤、蓑羽鹤饲养、放牧、繁殖、孵

化、育雏的全部技术。

“其实，聪明的娟子跟着她

父母，从小就熟悉了这些鸟类的

习性。”在徐家屋子隔壁，便是

芦苇围成的鹤舍。“这里靠近烟

囱、紧挨火墙，冬暖夏凉。”苍

义铎说，“徐铁林最初是渔民，

捕鱼时发现的受伤鸟类，他

都 会 带 回 家 疗 好 伤 ，再 放

归。他一吹口哨，有些鸟儿

还会飞回来。”

在保护区的出色工作，

让 徐 秀 娟 很 快 得 到 东 北 林

业大学野生动物系的推荐

进修资格。“我不相信，女子

不能干一番事业！”徐秀娟

曾在日记中写道。读书期

间，原本两年的课程，硬被

她压缩到一年半完成；为了

与国际同行交流，徐秀娟选

修外语，将唯一的那本《英

汉词典》翻到卷边儿，终于

达到了能用英文撰写养鹤

日记的水平……

1986 年 5 月，毕业后的

徐 秀 娟 被 选 派 前 往 盐 城 支

援 创 建 珍 禽 自 然 保 护 区 。

“她将 3 颗鹤蛋装进一个手

提包。”2000 多公里路程、3 天

3 夜辗转多地，徐秀娟用一个

人造革包、一个暖水袋、半斤

脱脂棉、一个体温计，悉心照料着

3 颗鹤蛋。火车上断了开水，她就

将鹤蛋贴身揣在怀里。就这样，

鹤蛋被成功带到江苏盐城。

在盐城，经过徐秀娟和同事们的日夜坚守，31 天后，从一只蛋壳

里发出“笃”的一声轻响——丹顶鹤在越冬地首次孵化成功，填补了

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3 只破壳而出的小鹤，分别取名叫作龙龙、丹

丹和莎莎。

当上了“鹤妈妈”，徐秀娟更加忙碌了。时值夏日，她白天蹲守

在闷热的育雏室中看护小鹤，晚上为了防止蚊虫叮咬，就将小鹤放

在自己帐子里照顾；到了冬天，她行走在暴风雨中的芦苇滩上，为小

鹤们觅食。第八十三日龄的那天早上，她照例带着 3 只小丹顶鹤在

外学习飞行。小鹤们在嬉戏玩耍中突然冲天飞起，翱翔在保护区的

蓝天上。

在盐城保护区工作的短短 1 年零 4 个月中，徐秀娟写出了《越冬

地丹顶鹤的半散放饲养》《高气温对丹顶鹤雏鸟的影响》两篇论文以

及散文《灰椋鸟》。在 1986 年第三届鹤类联合保护委员会会议上，

她宣读的论文，令台下的老专家也不住称赞。

“她的人生定格在永恒的时间，她的
精神化为生命的延续”

1987 年 9 月 16 日，这个真实的故事写下了一个悲伤的结局。

为了找回飞走的白天鹅“黎明”，徐秀娟顾不得尚未病愈的身

体，坚持在茫茫草滩四处寻觅。当听到复堆河西有天鹅的叫声时，

她赶紧和同事一起游向对岸。快到河中间的时候，她渐觉体力不

支。此时两位男同事已经游到对岸，立即要求她赶快回去。

心系天鹅安危，徐秀娟怎么甘心坐在一旁等消息？等同事们远

离后，她又独自一人返回河边。面对这条 30 多米宽的复堆河，她再

次跃入河流之中。然而持续的劳累没能让她坚持到对岸，河水无情

地吞噬了 23 岁的年轻生命。“娟子！娟子……”不论人们怎么呼喊，

却再也找不见徐秀娟奔忙的身影了。

“徐秀娟的人生定格在永恒的时间，她的精神转化为生命的延

续，一座生态环境保护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人们的心中。”江苏盐城湿

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党组书记王甫同告诉记者，1987 年 9 月 23
日，保护区所在地新洋港镇举行了徐秀娟的追悼会，近千人赶来悼

念。她也是我国第一位殉职的环保烈士。

当徐秀娟去世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任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

乔治·阿奇波尔德博士给徐秀娟的父亲写信：“我永远忘不了您心爱

的女儿所做的出色工作。每当我望着天空中的鹤，总会想起她那已

获得自由的灵魂。”

姐姐去世后，弟弟徐建峰放弃了在市区的工作，来到扎龙自然

保护区，一干就是 18 年，从护鹤员到保护区鹤类繁育中心副主任，

他饲养繁育了上百只丹顶鹤。

2014 年 4 月 18 日，徐建峰像往常一样，蹚水 2 公里深入湿地腹

地考察散养丹顶鹤的繁育情况，惊喜地发现了散养丹顶鹤的鹤巢。

“可别把鹤巢给烧了！”第二天，因正值野外大荒火高发季，徐建峰丢

下一句话，一早就只身赶往湿地尽心看护。回程途中，徐建峰的摩

托车失控撞入水沟。在姐姐牺牲 27 年后，徐建峰也牺牲在护鹤路

上，年仅 47 岁。

“希望能够到基层，完成父亲和姑姑
的遗愿”

两位家庭成员先后因同一工作殉职，但“养鹤世家”的前行之路

仍在延续。徐建峰的女儿徐卓毕业后，回到扎龙，加入了爷爷、父亲

和姑姑的队伍，成为第三代“养鹤人”。

徐卓本想着，毕业后去南方从事园艺工作。

可爸爸徐建峰的突然离世，让这个 1993 年出生的

女孩儿有了新的信念。她决定，转学到东北林业

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希望能够到基层，完成

父亲和姑姑的遗愿。”

“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

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这是徐卓入

学时的誓言。

一年半的时间里，徐卓完成了新专业 3 年的

课程。毕业时，她以专业第六名的成绩，获得了保

送研究生资格，她却选择了放弃。“我想尽快去保

护区工作，也想早些回去照顾我的家人们。”

在扎龙保护区工作期间，徐卓常常穿着大水

衩，坐着水八轮拖拉机，钻芦苇，蹚沼泽，做荒野

调查。

2018 年，徐卓请了半年假，成功考取东北林

业大学的在职研究生。“光有爱心不行，还要有扎

实的理论知识。”徐卓说。

“那时候，徐卓的眼睛始终是红的。”2020 年

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正值徐卓毕业前夕。“白天保

护区的工作丝毫不耽误，晚上要去防疫卡点执勤，后半夜赶写硕士

毕业论文，每周还有三四天的早晨，要送生病的爷爷去医院。”

“他们一家子性格都很像。不为困难找理由，只为困难找办

法。”徐卓的研究生导师吴庆明说。

“向烈士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更好
地守护丹顶鹤的家园”

乌裕尔河下游，无数小型浅水湖泊星罗棋布，中间是一大片永

久性季节性淡水沼泽地，在空中俯瞰仿佛镶嵌在松嫩平原上的一颗

绿宝石。

这里便是故事开始的地方——扎龙湿地，中国北方同纬度地区

中保留最完整、最原始、最开阔的湿地生态系统。“这里的湿地芦苇

最高的达到 3 米，人类难以穿越，丰美的芦苇、沼泽和塔头苔草，为

珍贵水禽的生存和繁衍创造了优越条件。”保护区管理局鹤类繁育

和野化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显光说。

随着技术的进步，保护区的管护工作正向精细化、智能化发

展。据介绍，近两三年，每个管护站都配齐了巡护车辆和义务保护

员，实现了网格化管理，还增配了定位仪、无人机等巡护设备。

“我们向烈士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更好地守护丹顶鹤的家

园。”王甫同介绍，在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中青三代

繁育和环保工作者共同守护着“鸟类的天堂”，将《一个真实的故事》

续写下去。他们中有和徐秀娟共事过的吕士成，有数十年坚守岗位

的陈卫华，更有带来最新专业知识的 95 后于庆丰等。经过几代人

的接力奋斗，保护区丹顶鹤的人工驯养、育雏及繁殖等系列工作全

部完成，相关科技成果多次填补国内空白。

扎龙生态旅游区

扎龙生态旅游区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湖泽密布，

苇草丛生，栈桥纵横。公共交通便捷，可从齐齐哈尔市乘公交车抵

达，同时园区外设有免费停车场。

5 至 10 月是扎龙生态旅游区的参观旺季。“野化放飞训练”是旅

游区的特色活动，每次放飞 20—30 只丹顶鹤，持续时间 2—3 分钟。

建议提前抵达放飞现场。放飞展示时间淡旺季间差异较大，游客入

园后可查阅通告，提前了解时间。另一方面，旅游区内的游船服务

自成特色，可穿梭在芦苇荡中，深入观赏景色。

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

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位于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也是国家生态环保科普基地和全国

林草科普基地。

在位于旅游区内的丹顶鹤救护繁育中心，常年生活着人工繁育

的丹顶鹤。每天上午 10 点半和下午 3 点半，隔着几米远的保护距

离 ，游 客 们 可 以 静 静 观 赏 它 们 野 外 训 练 的

状态。

11 月，第一批野生丹顶鹤从北方飞来之

后，游客会不时看到它们从头顶掠过的场景，

还能去观鸟屋进行观鸟活动，近距离观察它们

展翅飞翔的样子。

■■游览贴士游览贴士R

动人的故事动人的故事 感人的力量感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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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那条小河走过那条小河，，你可曾听说你可曾听说，，

有一位女孩有一位女孩，，她曾经来过她曾经来过。。

走过这片芦苇坡走过这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你可曾听说，，

有一位女孩有一位女孩，，她留下一首歌……她留下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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