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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 38 亿年的漫长时间里，地球孕育出

多 姿 多 彩 的 生 命 。 目 前 ，地 球 上 共 有 物 种 约

1400 万种，被人类描述的陆生生物约 124 万种、

海洋生物约 19 万种。

这颗蓝色星球孕育生命的丰富和奇妙，远

远超过人类的日常所见。比如，谈到花粉传播，

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蜜蜂。事实上，还有一

种体型远远大于蜜蜂的花粉传播者，那就是生

活在马达加斯加、喜欢吃花蜜的黑白领狐猴。

再比如，一种长相颇为可爱的“长不大”的水生

生物——墨西哥钝口螈，其抗癌能力可达哺乳

动物的 1000 多倍。

然而，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曾经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正在减退。比如，2018
年 3 月，一头 45 岁、名为苏丹的犀牛去世引发广

泛关注：作为地球上最后一只雄性北部白犀牛，

它的离去意味着这一亚种行将灭绝。据估计，

目前全球约有 100 万种物种面临灭绝，物种灭

绝速度比正常高出 100—1000 倍。

如今，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

物种数量最多、特有种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已初步形成全方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

系，明确将“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得到基本控

制，全国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确立为生

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于 2018 年将

生态文明写入我国宪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成为社会共识。

生物多样性保护关乎人类
福祉和地球未来

今年 10 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 方 大 会（COP15）第 一 阶 段 会 议 在 昆 明 举

行。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为主题，绘制未来 10 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蓝图，进一步引起社会公众对生物多

样性的重视。

作为专有名词，“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指物

种的多样性，而是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

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

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

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具体包含三个层次：遗传（基

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其

中，遗传（基因）多样性是指生物体内决定性状

的遗传因子及其组合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是

生物多样性在物种上的表现形式，也是生物多

样性的关键，既体现了生物之间及环境之间的

复杂关系，又体现了生物资源的丰富性。生态

系统多样性则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和

生态过程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地球健康运行的基础，

关乎人类与整个地球的未来。生物多样性为人

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生态支撑和生态服

务，包括直接的作为食物、药品和生产生活材

料，间接的气候水文调节等等。比如，据估计，

2010 年大熊猫及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在 26 亿美元至 69 亿美元之间，是投入成本的

10 倍至 27 倍。

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多样

性对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也至关重要。

后者正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品质

提高的重要支撑。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
献中国智慧

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仅以动物

来说，目前已在大熊猫、麋鹿、朱鹮和扬子鳄的

重引入方面取得成功。一些旗舰物种如大熊

猫、雪豹和朱鹮从灭绝的边缘恢复过来，其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等级有的从“濒危”降为

“易危”，有的从“极度濒危”降为“濒危”……我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为国际社会寻求解决方

案、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有益参考。

其一，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共识的背景

下，大力推动保护生物学研究的发展，为生物多

样性及濒危物种保护相关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以人们熟悉的大熊猫为例，早在汉代初期，

《尔雅·释兽》曾载“貘白豹”，郭璞注疏为“似熊，

小头，卑脚，黑白驳”，出自“蜀郡”。实际上，大

熊猫这一物种已在地球上生存了 800 余万年。

与始熊猫（大熊猫的直系祖先）伴生的动物如剑

齿象都早已灭绝，为何大熊猫生存至今？这与

食性改变有很大关系：为适应环境变化，大熊猫

从食肉改为只吃竹子。“大熊猫适应性演化与濒

危机制研究”项目利用多学科交叉融合，通过分

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等科学手段，对大熊猫进行

微观生态学研究。研究发现，为适应食性改变，

大熊猫从形态、行为到遗传、肠道微生物等都发

生变化，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性演化机制。项目

率先采用种群基因组学方法重建大熊猫种群波

动与分化历史，阐明其濒危过程及原因；创建大

熊猫非损伤性遗传分析技术体系，发现其具有

较高的遗传多样性，种群稳定增长，表明大熊猫

仍具演化潜力，消除了人们对这一物种未来的

担忧。其中，非损伤性遗传分析技术体系突破

了濒危动物种群数量调查及保护遗传学研究的

技术瓶颈，已成为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及种

群动态监测的重要方法。

其二，积极建立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

护地体系，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环

境支撑。

目前，我国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万余个，

约占陆域国土面积 18%。在迁地保护方面，我

国已建立植物园约 200 个、野生动物救护繁育

基地 250 处。濒危物种的覆盖程度逐渐增加，

如曾经野外灭绝的野马和麋鹿已建立野外种

群，德保苏铁等近百种极危野生植物也得到抢

救性保护，约 120 种珍稀植物实现野外回归。

此外，据 2000 年至 2017 年卫星数据显示，

仅占全球植被面积 6.6%的中国植被，为新增的

绿化面积贡献了 25%，居世界首位。我国相继

实施了包括“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

林还草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并于 2017 年在全

国范围内禁止天然林的商业性砍伐，大大增加

生态系统碳封存，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夯实了

基础。

其三，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一大创新。“生态保护红线”正

式采用，并正扩展到海洋领域。完整的生态保

护红线有望保护超过 95%的中国最有价值的生

态 系 统 、

100% 的 国

家 关 键 保

护动植物的

栖 息 地 、95%
的 最 佳 自 然 景

观资源、210 条重

要河流的源头，以

及所有生态脆弱地区

和生态功能区。

我 国 幅 员 辽 阔 ，地 域

自 然 条 件 和 自 然 资 源 差 异

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

因地制宜地形成了多种特色模式。

比如，武夷山“用 10%面积的生态产业发

展，换取 90%面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

发展经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典范。又

如在我国渤海、黄海、东海等海域实施伏季休渔

制度，在我国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实施十年禁

渔计划，等等。

未来，伴随着我国“走向深远海”海洋发展

战略的实施，以及深海探测能力的稳步增强，我

们应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建设、深海

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在防止外来物种入侵

领域，加强对入侵物种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热点区域的入侵过程、生态危害、快速演化等的

监测研究，并及时进行预警防控等。此外，建立

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及利益分享机制，拓宽生物

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激发企业和公众自下而

上的保护热情，实现多方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同时，进一步整合多学科力量，结合新技术

与新方法，赋能生物多样性保护。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相信

在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地球丰富多彩的生

物世界终将得到有效保护和长久延续，让所有

生命共享这颗蓝色星球。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濒危物种科

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图①为白天鹅在石臼湖湿地觅食、嬉戏。

王鸿盛摄。图②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

安碧峰峡基地的大熊猫。新华社记者邢广利

摄。图③为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藏原羚。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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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陈福民以新作《北纬四十度》将宏大

粗犷的北方气息带入我们的文学视野。历史

文化散文写作，不同写作者有不同特点，有的

善于总结一个朝代的兴衰得失，有的关注具

体历史场景的戏剧张力，有的为历史人物立

传。作者独辟蹊径地将“北纬四十度”作为叙

述对象，提供一种认识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北纬四十度”不仅是一个自

然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这里

是农耕与游牧相接的区域，也是文明、文化融

合的重要地带。《北纬四十度》回溯了公元前

300 年到 17 世纪末的历史，重点选取了昭君出

塞、孝文帝迁都、燕云十六州等重要历史场

景，深入到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壮大的历史脉

络中，呈现了中华文明内部富有活力的文化

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回应了中华文明为何历

经岁月变迁而生生不息，活力奔涌。

创作历史文化散文，既要有史学的眼光

和功夫，又要有文学的构思和运笔，《北纬四

十度》力求二者兼备。真实性是历史写作的

生命。如果所用史料不够严谨，就会降低写

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失去历史文化写作的

根基。作者持续多年钻研历史，为了写作该

书，他翻阅“二十四史”和其他断代史、专业

史、历史理论以及古人笔记中的相关材料。

这些案头功夫落在笔头上，就是《北纬四十

度》中以正史为主要参考的写作方式。对同

一段历史，作者谨慎地征引不同史料中的叙

述并加以辨析，选择尽可能符合历史情境的

说法。比如，在评述西汉名将李广时，作者分

别引用了《史记》和《中国历史地图集》，对“萧

关”的行政区划和纬度位置进行了考证。因

为有了可靠的史料，生动的文学讲述才有了

坚固的地基。

作 者 凭 借 史 学 完 成 历 史 认 知 和 材 料 取

舍，文学则赋予其讲好历史故事的才情。作

者像一个好奇的鉴赏者，畅游于历史，凝视着

历史中的重要时刻和重要人物，想象他们的

人生境遇和命运抉择。比如，他文学化地描

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的心境。面对生

于斯长于斯的平城，在感情上，孝文帝或许会

感到故土难离，然而从理性上讲，南下更有利

于百姓苍生。他必须出发，甚至不得不做出

牺牲。经由作者情真意切的讲述，一个改革

者形象走进读者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北

纬四十度》在内容上将生动的语言、细腻的描

写、恰当的心理分析和严谨的史料结合起来，

与读者交心谈心，“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

一瞬”。平衡好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想象

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北纬四十度》的新视

野让人眼前一亮。但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和写作，该书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把握，

还需要放在更大的历史方位中，经得起不同

学科的检验。

谈到创作初衷，作者说：“以历史为经，

以北纬 40 度地理带为纬，去展开一幅‘参与

性 ’的 千 古 江 山 图 ，这 是 我 长 久 以 来 的 意

愿。”随着他的叙述，这幅图画在我们面前徐

徐展开。

视野独特的历史文化散文

岳 雯

《不断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

五千年考古学解读》：刘庆柱著；四川人民

出版社出版。

本书采用回溯式写法，辅以近 500 幅

精美插图，展现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

《故事里的党史》：张聿温著；人民日报

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老一辈革命家 200 余则感人

故事，兼具史料价值和可读性。

推荐读物：

《野生大熊猫科学探秘》：魏辅文

著；科学出版社出版。

《多样之美——揭秘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张永红主编；中

国环境出版集团出版。

《濒危：我们与它们的未来》：

（英）蒂姆·弗拉克摄影，（英）乔纳森·
贝利、萨姆·威尔斯撰文；天津人民出

版社出版。

《北纬四十度》：陈福民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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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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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
著
；
北
京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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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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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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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中国现代考古

学诞生一百周年之际，

杨泓《考古一百年：重现

中国》一书出版，向读者

呈现了一幅中国考古学

绚丽缤纷的画卷。

该书将各时期文物

和历年考古发现串联起

来，点、线、面结合，透物

见人、知人说物。八章

内容贯穿史前至宋代各

个时期，基本囊括中国

考 古 学 的 主 要 工 作 范

围。较之此前著作，作

者补充了二里头遗址、

秦始皇陵百戏俑坑、西

汉长安壁画墓等诸多近

三十年来的重要考古发

现。不同于以介绍器物

类“国宝”为主的通俗读

物，该书还涵盖城址、宫

殿、寺塔、石窟、陵墓、长

城等遗址，同时穿插介

绍中国田野考古学发展

史，视野更为开阔。

作者非常注重文字

的可读性。全书开篇，

便写长城“修长的躯体

从中国的东北蜿蜒伸展

向西北，绵亘万里，静静

地 凝 固 在 山 峦 荒 漠 之

间”，深沉而又富有画面

感。又如写弓箭使用和

细石普及，从后羿射日

的传说入手，使看上去

冰冷的远古遗物变得生

动起来。再如“秦律重

现人间”一节，将所征引

的十条秦简原文悉数转

译为现代汉语，以便读

者理解。这样的写作风

格让《考古一百年：重现

中国》读来代入感强、毫

不生涩。作者仿佛带领

我 们 以 先 民 习 惯 的 姿

态，从一件彩陶壶的口部俯身鸟瞰盛开在壶肩的八

瓣花；以一位铸剑名师特有的精准，检视望山一号墓

越王勾践剑双刃两度曲弧的线条；或者一起和着唐

诗的韵脚，步量唐长安城的街市宫坊……

把考古学知识讲生动，离不开作者阅读古物时

秉持的独特眼光。介绍商代艺术，不仅用“细读”方

式解读青铜器，还有新意地分析玉器的温润灵动。

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兔上，作者提取出上下两条

平行的弧线，由此判断工匠先是制作了一件玉璧，再

等分出三件扇形玉玦。玦形的玉坯通过精雕细琢，

就成了跳跃的兔儿。如此一来，约三千年前那位不

知名的玉雕匠人的制作过程，历历如在眼前。本书

讲述方式通俗生动，却并不意味着迎合“浅阅读”，在

具体细节上认真考究，体现出一位考古学家的严谨

态度。

《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见证了一位考古写作

者的坚守。杨泓数十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编辑部，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这个规模不大

的编辑部，曾集合了一批资深学者，是汇集考古发现

的“信息中心”。其他学者涉足较少的普及性写作，

是杨泓用力最深的领域之一。内行人都知道，能够

用浅白语言将高深道理通透清晰地讲出来，必须对

事物有彻底认识，还要有宽阔的眼界和灵活多样的

表达能力，真可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这样以诗性语言全面

介绍中国文物与考古是一种可贵的探索。期待更多

中国田野考古学者深入浅出地与公众分享学术收

获，展现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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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时期文物和历年考古发现
串联起来，点、线、面结合，透物见
人、知人说物，向读者呈现了一幅中
国考古学绚丽缤纷的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