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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选在雨后初霁的傍晚，慢慢飞向西
南方的云贵高原。通透的夕阳照耀下，能体
验壮美的景象。

斜阳从右侧舷窗渲染机舱的时刻，机翼下
的水田、湖泊与河流，也在一闪一闪地交织映
衬着阳光，将平原、阡陌和村镇一并笼罩在金
色的景色中。掠过湘西时则氛围大变。蜿蜒的
河流向西溯源，开始进入连绵、浓绿、大朵白云
漂悬的山地。这里是丘陵与高原“阶梯”的斜坡
地带。武陵山脉向东北方延亘，覆展到了贵州、
湖南、重庆、湖北4个省市。

我一直想从空中、至少要远远地开始接
近世界遗产意义下的梵净山。它也是武陵山
脉的主峰。2016年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的
申遗文件中，开篇就描述它“在卫星影像上
易被辨识”，“是矗立于周围植被稀疏的喀斯
特‘海洋’包围圈中的一个繁茂绿岛，一个
自然功能显著的陆地岛屿生物地理环境”。这
片土地，比周边都古老、独特。第42届世界
遗产大会进行评估时，认为梵净山展现、保
存了中亚热带孤岛山岳生态系统和显著的生
物多样性。但其实，申遗团队还详细描述了
梵净山在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 （OUV） 第

（vii）（ix） 项——自然美和生态系统——上
的重要性。现在的“梵净山”遗产地面积达
到 402.75 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达 372.39 平
方千米。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铜仁市梵
净山保护条例》 划定的保护范围，比原有的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更宽更大：“包括梵净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与其相邻的印江洋溪省级
自然保护区、梵净山—太平河省级风景名胜
区、印江木黄省级风景名胜区部分区域及其
他区域。”这事实上也将生态环境中的地质和
地貌特征一并纳入在保护背景之中。

“独立”之外，梵净山还位于一个“过
渡”的地理方位上。“特殊的地质地貌以及
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梵净山成为许多特有
植物分化发育的重要场所。”申遗专家们这
样描述说：“梵净山不仅是众多植物的分布
边界点，还是东亚成分东西迁移和扩散的廊
道和桥梁。”“独立”“过渡”意味着悠久、
区别和丰富——现在去旅游的人们多奔向梵
净山主峰，去看蘑菇石、登金顶。其实地质
年龄超过 10 亿年的梵净山是贵州高原最早
成陆的巨大山体。在江口、松桃、印江甚至
延伸至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区域，可以感受
和比对不同类型的生境：丰富的层林、灌
丛、裸岩、洞穴甚至湿地，都是体验世界遗
产自然美、地质地貌演化、生物多样的综合
体验地。

所以，我们尽可以将梵净山理解为一个
生态系统的枢纽，它更像位于十字路口中
央、保护过往行人的那座“安全岛”。

这带来一个涉及遗产传播、遗产教育、
遗产旅游等领域共同的话题：对于价值阐
释，怎样的方式和体系才是全面、有效的？
那对于体验者或者研学者，来一趟梵净山，
要在周边停留多久才“够了”？

在申遗成功6周年之际，我在2024年的7
月到达梵净山。梵净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
内。铜仁紧邻重庆、湖南。当地为机场起的
名字“铜仁凤凰机场”就跨了黔、湘两省。
如果从湖南的凤凰古城向西，很快就可进入
贵州的铜仁市区。我先去看了当地历史悠久
的朱砂矿工业遗产，记住了周边植被、地
貌；钻进历史悠久的矿洞中，了解与矿藏关
联的地质构造。再继续向西，就可以抵达江
口：河水愈加清澈，周边也一下子清凉。作
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梵净山，其独特的地理
特征就呈现出来。

如果将眼光再放宽、放远一些，以梵净山
为中心，可以环顾、串联起周边多个世界自然
遗产，比如“中国南方喀斯特”中的贵州荔波、
贵州施秉、重庆武隆、重庆金佛山，“中国丹霞”
中的贵州赤水、湖南崀山还有“湖北神农架”和
湖南“武陵源”等。我到访过中国西南许多文化
和自然遗产地。如果排列出一个“路书”，其

实是可以排出一个体验顺序，说明应该先去
看哪个、最后看哪里。我有意识地将“梵净
山”留到了偏后的位置。随后的采访过程，
也证明了这个选择是正确、机灵的——我更
准确地理解了“十字路口”和“安全岛”，近
距离地感受到极端天气带来的气候变化潜在
影响，贴近观察了当代人们的绿色智慧和贡
献，也收获了感动和友情。

作为第三纪的孑遗植物，梵净山冷杉仅
分布于海拔2100至2350米的梵净山山顶北坡
阴湿处。与黔金丝猴一起，梵净山冷杉是体
现遗产地生物多样性的代表性物种和生态保
护中的“旗舰种”。

早在20世纪50年代，梵净山即被划定为
天然森林禁伐区并于1978年成为贵州省第一
个自然保护区；1986年，梵净山加入世界人
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为中国第四个国际
生物圈保护区。

1981年，贵州对可能适宜冷杉生存的地
带展开调查，期望解决贵州有无冷杉分布这
个“问号”。一支科考队进入梵净山，最终在
烂茶顶、白云寺、锯齿山一带发现了冷杉而且
还是新种。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冷杉科考研
究令人兴奋的高光时刻，科学工作者陆续找到
了梵净山冷杉在内的 4 种亚热带珍稀濒危冷
杉，否定了亚热带低、中山无冷杉的观点，这被
视为植物地理学上的重大发现。梵净山冷杉也
成为迄今最晚发现的冷杉属物种。

但是这 4 种冷杉的野外生存状况都不容
乐观——否则可能早就被发现了。梵净山冷
杉虽然存有难得一见的小面积冷杉林，但由
于结实植株和幼苗数量少，幼苗生长极其缓
慢，树苗、小树到中树生长过程中死亡率
高，从而导致天然更新能力低。现在，梵净
山冷杉是国家 I 级保护植物，是我国被列入
濒危、极危的4种冷杉植物之一。

从 2012 年开始，《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 （2011—2015 年）》 开
始实施，对划分为“极小种群”的野生植物
尝试就地、近地、迁地保护以及回归种群重
建。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 《“十四五”林业草原
保护发展规划纲要》。其中要求开展 50 种极

小种群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在15种极危
物种中，出现了百山祖冷杉和元宝山冷杉；
在16种濒危物种中，列出了资源冷杉和梵净
山冷杉。

也就是在此期间，“梵净山”于 2018 年
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保护好生物多样
性、保护好生态环境，成为衡量梵净山世界
遗产地的一项重要标尺。包含冷杉保护在内
的科研、监测工作就变得更为繁忙和具体。

“自 1981 年开始，我们一直围绕着梵净
山冷杉数量、分布区域、栖息地环境、威胁
因素、繁育等开展监测和研究。”李海波是贵
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
管理科科长，专业领域是森林生态学。“现
在，我们基本摸清了梵净山冷杉的数量和分
布等本底数据。”他说。

梵净山冷杉对生境尤其是气候条件要求
极高，对各类干扰影响的反馈显著，容易被
阳性树种与落叶树种——比如高山杜鹃、槭
树、花楸入侵或取代，专业术语称之为“生
态幅狭窄”。冷杉不怕冷，分布在北向为主的

阴坡、半阴坡，分布地年平均气温约 7.1℃，
年相对湿度则可达 80.75%。在那云雾缭绕、
地势陡峭的山顶，梵净山冷杉资源分布范围
究竟有多大？2022年10月至11月，保护区管
理局组织了16人的科考队，驻进烂茶顶，持
续调查了 31天，对周边 6平方千米区域的冷
杉逐棵调查。调查范围内所有地径大于 1 厘
米的冷杉，都被定位了坐标，记录树高、胸
径并挂牌录入地理信息系统。

“我们的队员是一棵棵数过去的。”李海
波这样描述野外科考的现场。

“那冷杉到底分布有多大？”我马上就抓
住了这个话题。

“很小，范围只有约1平方千米。”
我想立刻就动身，和科考人员去烂茶

顶，看看这“1km2”。

前往“1km2”冷杉家园的那条羊肠小道
已人迹稀少。夏季疯长的苔藓、箭竹、龙
胆、绣球、百合和贵州凤仙花很快就遮挡了
科考者的足迹。我实时记录的沿途海拔高
度，多在 2100 米至 2300 米。要了解梵净山、
描写冷杉、感受一代代人的努力与不容易，
我觉得这是最恰当的途径。

在我抵达前，持续多年的梵净山冷杉人
工扩繁研究刚有了新进展。2023年末，贵州
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贵州省
林科院终于突破了种子繁育瓶颈，育出梵净
山冷杉幼苗。2024年7月5日至9日，人们精
选出 120 株幼苗，从贵阳装车，运抵梵净山
下，随后再爬到烂茶顶，栽种在“1km2”及
周边设立的 7 个野外回归固定监测样地上。
在野外进行的梵净山冷杉幼苗回归种植试
验，这是第一次。

这个过程起起伏伏。人们先后探索了组
培、扦插、种子繁育等方式。组培试验由于
外植体感染病菌而未获成功。以当年生枝条
为插穗，科研团队又先后进行了 6 次扦插实
验，最终成功繁育10株，证明了梵净山冷杉
具备扦插生根的能力——科技工作者还从中
判定：温度是影响其生根的关键性限制因子。

种子繁育过程则更费时。长期的野外监测
调查，先要提供出适宜梵净山冷杉生长的土壤、
气候数据；然后再选定提取哪棵树的果实，还要
不断跟进球果发育过程并在确保种子成熟但
又尚未掉落之际进行摘取。此次培育出幼苗的
冷杉种子，就是在2023年10月专程收获的。

日常监测、种子采摘、幼苗回归、多项科考
工作同时展开……都要沿着平均海拔2200米
的老金顶山脊行进。队伍中可不全是年轻人，
往返总得超过7个小时，而且只有这一条路。

2024 年的台风“格美”，登陆后向西拐
了个大弯，为湖南带来了强降雨，又被阻滞
在梵净山一线。雨雾和茂林遮挡了视线，但
清澈的泉溪形成奔泻的湍流，放射状地在墨
绿色的垂直自然带谱地貌中化作极易辨识的
白色丝线，直观勾勒了梵净山宏大且突出的
穹隆形象。来自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的李鹤和杨政奎，带着我在雨中出
发。杨政奎就生长在山脚下，走在最前面，
带着常备的镰刀开路防身。他们经历了多次
梵净山冷杉科考和种子采摘、幼苗回归的过
程，有着丰富的经验。

路上比想象中要难走。杨政奎砍下一截
树枝，为我做了临时拄杖。它随后帮了大
忙，与陡坡路边随时可伸手抓牢的竹条一
样，是可信赖的路友伙伴。

“它叫啥？”我好奇枝条笔直还强韧。
“这是巴东荚蒾”。
“好像很结实的样子。”
“海拔高的，都结实。”杨政奎一句话就

说清楚了高山植物的生长特点。
我能进山，经过了保护管理部门的慎重

判断。他们担心崎岖险峻和“这个时候特别
多”的蛇虫。结果到了当天，发现最大的现
实困难其实是陡峭叠加湿滑。这里坡度可达
50度至60度。一路上，双脚很难站在同样的
高度和平面——这么说吧，我往前每跨一

步，都可能“呲溜”或者“扑通”就没影儿
了。这时候，很容易就理解了“淋溶”作用
造成的山体流失。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
特小生境。我们一路遇到了凤仙花、黄花油
点草、野生猕猴桃，还有梵净山点地梅、梵
净山铠兰、梵净山景天以及过了花季的梵净
山报春。我们在杜鹃林和樱花林中穿行；停
下等候的时候，杨政奎还摘来可以吃的浆
果，又香又甜。只要侧耳聆听，周边就同时
有泉水的叮咚、溪流的潺涓和瀑布的轰鸣。
在摸爬了 3 个小时后，杨政奎和李鹤不让我
再往前走了。距离烂茶顶还有 3/5 的路呢！
他们担心难以在夜幕降临前返回到有人烟的
区域。我爽快地附议。这段经历已经足矣！
细节至今还能在眼前大段地呈现。我尽可能
地去贴近申遗文本描述的梵净山冷杉群落生
境：气温低，湿度大，小地形多为接近山脊
线的陡峻山坡而土壤浅薄；留意了特有的水
平岩层和裂隙。我们在路边就能遇到豪猪拱
竹笋留下的大坑，只是遗憾没见黔金丝猴出
没，也没有近距离看见毒蛇。杨政奎说雨下
得太猛，除了山蚂蟥，绿色的翠青蛇、褐色
的五步蛇都懒得出来。梵净山还存有全球亚
热带地区连续分布面积最大的水青冈林，展
现了植物由亚热带向温带的演化。但这样的
位置已难寻水青冈。梵净山独特的“垂直自
然带谱”很有画面感！但最重要的收获，是

“看见”这条小道真实记录着中国科技工作者
保护地球、生态和物种的过程，描绘了人对
大自然的探索和智慧，进而有了分享的冲动。

还没回到山脚，我在心中已将通向烂茶
顶的这条小道，称为“冷杉之路”。对它和路
上的行者，我充满敬意。

太平河自北向南，容纳了梵净山东麓的
诸多山间溪流；串起村镇、湿地，穿越江口
县城，最终流向洞庭，汇入了长江。

李鹤带着我跨过了大多数东麓支流：马槽
河、黑湾河、盘溪河在大雨到来时水势迅猛，但
进入太平河时，都泾渭分明地保持清澈。

水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我觉得“水”
还可以作为遗产传播的“指示性、旗舰型物
种”，成为一项新的梵净山体验资源。

“冷杉之路”经过了一道又一道高山山
泉。“在哪儿喝上一口能代表梵净山的水？”
我站在李鹤身边，用树杖划过眼前的大山和
茂林。辞别梵净山前，他带我来到盘溪河
边。再往上游几乎不见人烟。捧起水喝一
口，真就有了和丛林、林下的生灵融为一体
的愿望。如果让我登一天山，看两天生物多
样性，那我愿意再用一周的时间来欣赏、品
味“梵净山之水”。梵净山周边非常适合长时
间的休憩或美学研学旅行。深林、动物之
外，水、山、岩石、变幻的四季，再加上优
质的环山公路和民居，这些资源和景观正在
形成全新的“梵净山文态空间”——通向烂
茶顶的道路并不向游人开放，但“复制”一
条条阐释价值、体现当代认知、让人心生尊
敬的新“冷杉之路”，意义却很深远：在追求

“抵达”“去过”“征服”之上，在世界遗产的
框架下，我们还能在这条路上，熟习“人与
生物圈”，持续分享灵动、坚韧与进步。

……
结束这段采访回到北京后，我再次向李

海波询问新进展。
“你又去看了？”我还沉浸在未能抵达

“1km2”的不甘中。
“嗯，周六刚上去看了一遍，我和杨政奎

一起去的。”
情况怎样？这是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

“除了2株被冲走了，其他全部存活！”
迈出的第一步令人欣慰：120株梵净山冷

杉幼苗，只在一个沟谷滑坡区域的样方内，有
2株苗被冲走，其他栽苗均存活。高兴的同时，
技术人员又对7个样方作了监测。

“经测量，幼苗高度略有增加，叶片数有
20%左右的增加，树苗地径均有增加。”

“高度略有增加——那高了多少？”
“与栽下的时候比对，树苗大约平均都长

了0.5厘米，有些长得快的，达到了1厘米。”
“那岂不是长得飞快——冷杉不应长得

慢？”我有了疑问。
“不算快。去年 12 月种子才萌发，算下

来一年平均也就长 6 厘米；而且野外与室内
培育环境不同，在不同的阶段，生长速度也
会有差别。”

队员们在现场又施加了一些缓释肥。“从
区域来看，冷杉原生地的幼苗比对比区域的阳
坡长势好一些。”李海波向我描述他的观测。

“期待下次去，能看到更好的长势。”他
道出电话两端共同的期望。

最新确认了“1km2”的
梵净山冷杉家园

延伸阅读

伴随着青藏高原在更新世的
快速隆起，梵净山岩体周围的喀
斯特岩层受到的侵蚀作用加剧，
梵净山岩体最终宛如一座巨大的
孤岛从喀斯特丘陵形成的“海
洋”中浮出。

梵净山是经历漫长岁月雕蚀
的山体，尤其是形态奇特的岩
峰、奇石，与云雾流水、茂林奇
卉、珍禽异兽一同构成了中国西
南的一处胜境。

—— “梵净山”申遗文本

怎样体验梵净山的
“独立”和“过渡”？
怎样体验梵净山的

“独立”和“过渡”？

遗产小道·人与生物圈遗产小道·人与生物圈

梵净山梵净山
““冷杉之路冷杉之路””

在 梵 净 山在 梵 净 山 ““ 冷 杉 之 路冷 杉 之 路 ””

上上，，可以观赏到陡峭的地势和可以观赏到陡峭的地势和

丰 富 的 植 物 类 型丰 富 的 植 物 类 型 。。 杨 政 奎杨 政 奎

（（左左）） 正在向本文作者介绍难正在向本文作者介绍难

得一见的灌木物种得一见的灌木物种。。图片后方图片后方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黔东银叶杜鹃黔东银叶杜鹃、、左上左上

分布有槭树和水青树分布有槭树和水青树；；低矮一低矮一

些的灌木层主要有梵净山玉山些的灌木层主要有梵净山玉山

竹竹、、狭叶冬青狭叶冬青、、槭树以及草本槭树以及草本

中的梵净蓟中的梵净蓟、、莎草莎草、、蕨等蕨等。。

李李 鹤鹤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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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 欣欣

2018 年 7 月 2 日，在巴林
麦纳麦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
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中国
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梵净山”成为中国第
53处世界遗产和第13处世界自
然遗产。

对于濒危物种梵净山冷杉
的科研保护，始终在高山和丛
林中持续展开。

通向烂茶顶的
“冷杉之路”

“复制”一条“冷杉之路”
串联资源和景观

左图：目前科技人员已
初步掌握了梵净山冷杉的种
子萌发与扦插技术，为野外
回归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为存放在梵净山森林
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
站内的冷杉幼苗。

齐 欣摄
下图：2024年7月，李海

波（右）和科研团队在烂茶顶
梵净山冷杉分布区域及周
边，一共设立了7个野外回归
固定监测样地并完成了幼苗
回归栽种。 向学军摄

下图：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科研人员
对梵净山冷杉分布情况，作了一次详尽的
普查。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

图为 8 月初，科研人员在烂茶顶监测
到的冷杉幼苗野外存活情况。 李海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