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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人类朋友：
您好！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和小

伙伴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的一座
石山上，依偎在一起，悠闲自在地品尝
着构树叶。在这片广袤险峻的石山地
带、丛林之间，我们现在一点也不担心
被外界叨扰，可以尽情地嬉戏玩耍。

这里是我们的家——广西崇左白头
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没错，我就是白头叶猴，中国著名
动物学家谭邦杰于20世纪50年代发现并
命名了我们，是第一种由中国人命名的
灵长类动物，也是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
极度濒危物种。

你一定好奇，我明明正值壮年，为
啥头发却已经白了？据大部分专家研究
认为，这是进化的结果。我们祖先的毛
发都是金黄色的，后来，我们成年后的
毛色逐渐变成了黑白两色，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更好地隐蔽在喀斯特石山的环
境中。说到底，都是为了生存嘛。

当然，我幼年的时候，毛发还是金
黄色的。大约3个月后，我的脸和耳朵变
黑，金黄色的毛发慢慢变成灰黄色。1岁
的时候，灰黄色毛发褪去，黑毛慢慢长
出。等到4岁，我就要跟长大的兄弟们一
起离开猴群，去别处争夺猴王宝座，组
建自己的家庭了。

我们是“素食爱好者”，爱吃树叶、

树芽及花卉果实。我们虽然不暴饮暴
食，但十分“挑食”，每天要吃30多种树
叶呢。我们一年四季都过着规律的生
活，习惯了早出晚归，白天在离家不远
的树上和石头上玩耍吃东西，中午时
分，我们有的小伙伴回洞里休息，有的
闭着眼睛坐在树上。大家常常垂着长长
的尾巴，一起攀爬在悬崖峭壁上，从不
担心会掉下去。到了晚上，我们回到悬
崖峭壁上的“家”，住在山洞里。

因为可爱，大家都乐意叫我们“喀
斯特精灵”。听长辈们讲，我们已经在地
球上生活了300多万年。

曾经，我们的祖先生活得无忧无
虑，后来，这一切慢慢发生了改变，随
着人类活动的增加，我们的生存开始受
到威胁。这里曾经并不为人所知，后
来，山下的农民靠山吃山，为了生存上
山砍伐树木做柴火，我们可吃的树叶、
浆果越来越少。再后来，山下的采石场
也在步步逼近我们的家，甚至还有一些
偷猎者不时上山猎捕我们，直接威胁着
我们的生命……

受诸多因素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
初，我们这一大家庭的数量一度锐减至
300多只。

正当我们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徘徊之
时，许多人类朋友站了出来，重视保护
我们的人多了起来，也纷纷行动了起
来。1980年，广西成立了崇左县珍贵动
物保护站，1981年又成立了扶绥县珍贵

动物保护站，1982年定级为自治区级保
护区，2005年成立广西崇左白头叶猴自
治区级自然保护区。2012年1月，经国
务院批准，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挂牌成立了，也就是我们现在
住的家。

由于我们生活的地域狭窄，数量稀
少，又主要出没在深山之中，所以，很
少人熟知我们。为了提升大家对我们的
保护意识，保护区与周边林场等单位合
作共建，以我们和栖息的喀斯特石山为
主体元素，利用智能技术、彩绘涂鸦等
方式，建设起展馆、亭子、科普长廊、
科普宣教室等一批科普设施，没想到，
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成了大家
喜欢、关注的焦点。

我们生活的广西，也是壮族的聚居
地，这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深厚，我们很
喜欢、很羡慕。保护区利用壮族“三月
三”“丰收节”等民俗节日，组织周边开
展生态舞蹈晚会等活动，甚至还有活动
直接用我们的名字来命名——“白头叶
猴杯”山歌对唱，这些丰富多彩的活
动，把保护我们的知识融入到歌曲、舞
蹈中，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的宝贵，更多
地了解我们、更好地保护我们。

我们很高兴，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类
朋友；我们也很自豪，有一种成了“小
明星”的感觉。

随着大家庭成员的增加，我们原来
的栖息地就略显拥挤了，我们之间都有

点无法正常交流活动了。我们生活的地
方有一处叫板利片区，在那里，如果我
们想要寻找新的栖息地或是寻找进入新
猴群的机会，都要跨过一条公路，才能
去到对面的另一座山。您可能已经想到
了，这条322国道穿境而过，将板利片区
一分为二，阻碍了我们几个猴群的往
来。而且，这条国道的限速是每小时80
公里，来往车辆车速很快，我们过马路
时，稍不注意就会被撞伤。

2021年10月下旬，当地一名村民在
回村路途中，发现我们的一只成年小伙
伴被撞晕倒在这条国道上。他立马通知
了保护区，管护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事发
地点，及时联系崇左市野生动物保护站
和自治区陆生野生动物救护研究与疫源
疫病监测中心，同时进行伤口消毒、止
血等现场处置。很快，救护车辆到达，
将受伤的小伙伴接走救治去了。

后来，保护区为了帮助我们穿过国
道，开始建设生态廊道，避免遭遇车
祸。为了帮助我们认路，他们在廊道上
和周边种植九里香、苹婆、木棉、构树
等我们爱吃的树种。生态廊道附近还建
有饮水点3处、巡护监测步道1条、观测
亭1座以及监控点5个等设施。人工巡护
和远程视频监测相结合，可以全天候监
测廊道附近我们的穿越情况，妈妈再也
不用担心我们一个人过马路了。

除了板利片区外，岜盆片区也建有
一条生态廊道。在那里的九重山上，有
500多只我们的小伙伴，而另一侧的大雾
山上很少有我们的小伙伴。为了扩大我
们的活动范围，保护区在岜盆片区的九
重山和大雾山之间建设了生态廊道，宽
约50米，长约1400米，形成一条跨越农
田的森林廊道，将两片山区连接起来。
这样一来，我们的栖息地扩大了，食物
来源也越来越丰富了。

这两年，保护区建成覆盖面积约5平
方公里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并结合人
工巡护、红外相机、无人机等，构建点
面结合的动态监测网络，绘制我们的分布
图，建立我们的动态变化档案。有了这些
先进的“黑科技”，我们更有安全感了！

在保护区工作人员和科研工作者的
悉心守护和照料下，经过一代代的繁衍
生息，我们的种群数量从最初的 300 多
只，增加到现今的1400多只。

我们真诚地希望和人类成为永远的
好朋友，世世代代和谐共生、友好相
处。我们满怀期待，未来还能有更多的
生物种群不断恢复，大家共同生活在一
片蓝天之下，共享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最后，我们热忱地欢迎您，有时间
来广西崇左实地走一走，看一看，亲眼
见证我们这些“喀斯特精灵”的别样
魅力！

祝大家幸福安康。
白头叶猴
2023年春

白头叶猴给人类的一封信
李 纵 张 雷

这是世界上最稀有的
猴子，极度濒危。

头顶白色小帽的白头
叶 猴 被 誉 为 “ 喀 斯 特 精
灵”，生活在山峦连绵、植
被茂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西南部。如果这里的白头
叶猴灭绝了，那就意味着
这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了！

20 世纪 80 年代，村民
们靠山吃山，人为伤害白
头叶猴、破坏栖息地的情
况时有发生，猴群一度濒
临灭绝。现如今，村民们
退耕还林，和猴子成为好
朋友，如果发现新的猴群
出现，都感到非常自豪，
主动要求保护区帮忙设立
保护标识。

从“与猴争利”到“以猴
为荣”，崇左市走出了一条

“生态受保护、群众得实
惠”的路子。守护好白头
叶猴最后的家园，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为
崇左各界人士的共识。

保护白头叶猴，源于
齐 心 协 力 、 压 实 责 任 。
2021年 10月 1日，《崇左市
白 头 叶 猴 栖 息 地 保 护 条
例》 正式施行，这是崇左
为白头叶猴“量身定制”
的专属法律“护身符”，也
是全国首部灵长类栖息地
保 护 条 例 。 保 护 白 头 叶
猴，需要各级各部门继续
把保护白头叶猴作为重大
责任，倾力保护白头叶猴
栖息地，加大白头叶猴保
护和宣传力度，让白头叶
猴在南疆国门城市过上幸
福的生活。

保护白头叶猴，需要
管护结合、措施到位。保
护区涉及崇左市4个县，区
域面积大、范围广，农田
和道路把各片区分割得破
碎分散。为了筑牢保护屏
障，崇左市在保护区一线建成 4 个管理站、7 个管护
点，完善界碑、界桩、标识标牌等保护宣传设施。保
护区内建成可全天候监测20多个重点猴群的远程视频
监控系统，大大提高了监测效率。不仅如此，为了方
便白头叶猴经常穿越国道，进行猴群迁徙交流，崇左
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在板利片区内，建起了
横跨322国道的白头叶猴生态廊道，成为中国首个灵长
类动物生态廊道。

保护白头叶猴，更需要普法守法、知行合一。保
护白头叶猴，需要我们积极开展白头叶猴保护普法宣
传活动，以案释法，以案警示，教育引导公众坚守生
态文明道德底线，做到依法观赏、拍摄白头叶猴。只
有我们每一个人把保护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
能做到不非法猎捕白头叶猴，不乱砍滥挖白头叶猴食
用的野生植物，共同维护我们的美好家园，为建设美
丽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今，一度濒危的白头叶猴已在中国的南方喀斯
特山区顺利地繁衍生息。我们期待，通过持之以恒的
保护，未来会有更多可爱的“喀斯特精灵”在这片土
地上“猴啸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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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绥
县山圩镇昆仑村渠楠屯，青山绿水与村
舍相映衬，构成一幅美丽的夏日乡村图
景。 卢文斐摄 （人民图片）

图②：白头叶猴幼仔。 吴世军摄
图③：白头叶猴。 梁霁鹏摄
图④：随着天气转暖，树木发芽，

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白头叶猴怀抱着金黄色幼崽，从高山深
处下来采摘树叶嫩芽，分外活跃。

朱小明摄 （人民图片）
图⑤：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板利片区，人们为白头叶猴搭
建起生态廊道，方便其迁徙交流。

吴世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