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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发现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将全球气温
上升限制在1.5℃内，将使世界上的
大部分物种免受气候变化的不良影
响。科学家研究了非洲南部、亚马
逊、欧洲与澳大利亚等地的情况后认
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从各种
昆虫到极度濒危的黑犀牛都会获益。
这项研究发表于5月18日的《科学》
杂志。

最新的研究表明，如果人类可以
完成2015年《巴黎协议》中的最终目
标 （让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限制在
1.5℃内），那么相比于全球平均气温
上升2℃的情况，将降低气候变化对
于各种动物与植物至少一半的风险，
而对昆虫的风险甚至可以降低三分之
二。全球各地的物种都可能因此受
益，尤其是在非洲南部、亚马逊、欧
洲和澳大利亚这些地区。

以前人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将气
温上升限制在2℃范围内（相比于工
业时代之前），这是《巴黎协议》所

规定的温度上限，在这种温度控制所
造成的影响中，并没有考虑到昆虫。

但该研究称，让各种昆虫免于受
害十分重要，因为昆虫对生态系统的作
用巨大：它们是很多作物与花卉的传粉
媒介，而且作为食物链中的一环，对鸟
类和其他食虫动物也很重要。这也是科
学家首次提出，将温度上升限制在
1.5℃内会有益于全球物种。

来自澳大利亚的詹姆斯·库克大
学与英国的东安格利亚大学的研究人
员研究了大约115000种生物，包括
31000种昆虫、8000种鸟类、1700种
哺乳动物、1800种爬行动物、1000种
两栖动物以及71000种植物，这是此
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我们希望看到，不同的气候控
制力度在未来会将如何使各地的气候
变得不适宜当地物种居住”，该研究
项目的领导者，来自东安格利亚大学
的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瑞秋·
沃伦 （RachelWarren） 教授说。“我

们通过统计有多少种生物会损失原有
分布范围的一半，来计算气候变化对
于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研究人员认为，“1.5℃”这个限
制，相比于“2℃”要为生物多样性
带来大得多的好处。

“昆虫对于气候变化特别敏感。
在温度上升2℃时，我们研究的31000
种昆虫会有18%都要损失一半的分布
范围”，沃伦教授说，“但限制在
1.5℃时，这个数值会下降到6%。不
过，还是会有很多物种要丧失大量的
分布范围。”

沃伦教授还指出：“如果我们按
照当前全球变暖的趋势走下去，各
国仅仅按照国际承诺来减排二氧化
碳，全球温度会上升3℃左右。届时
会有50%的昆虫损失一半以上的分布
范围。”

“这真的很重要，因为昆虫对生
态系统和人类都作用巨大。它们为
农作物和花卉授粉，为食物链中更

高等级的生物提供食物，分解生物
碎屑和残骸，通过吃植物的叶子维
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并帮助土壤进
行养分循环”，沃伦教授说。“我们
发现，负责授粉的三大类昆虫对气
候变暖特别敏感。”

这项研究已经考虑到一些物种所
具备的迁徙能力。一些鸟类、哺乳动
物和蝴蝶等会在环境变化时分散到其
他地域，这种扩散作用意味着一些生
物的分布范围会随着气候变暖而加大。

沃伦补充说：“在2100年，如果
全球变暖被限制在1.5℃内，更多的
物种可以保持现有生存范围，甚至有
些还会加大；但如果已经达到2℃，
很多物种都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多数
物种的生存范围会急剧减小。”

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1.5℃内可拯救多数物种

在地球陆地最低处有一个内陆湖，湖里不仅没有鱼
虾，甚至连四周湖岸也没有任何植物。鱼儿顺着约旦河遨
游，只要接触到湖里的水，就会立即死去。人们只要尝尝
这里的水，舌头就会感到一阵刺痛。湖面上盐柱林立，有
些地方则漂浮着盐块，好像破碎的冰山，这个湖便是有名
的死海。

死海“死”的原因
相传公元七十年，罗马军队围攻圣城耶路撒冷，统帅

狄杜把俘虏几次投入死海想要淹死他们，但无一人沉入水
中。当时的罗马人以为是神灵保佑，只好将他们都放了。
死海之所以会出现保佑那些俘虏的“神灵”，其实全都得
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死海位于沙漠中，夏季最高温
可达 51℃，冬季也有 14℃—17℃。又加之这里干燥少
雨，年均降雨量只有50毫米，而蒸发量是140毫米左右。
晴天多，日照强，雨水少，补充的水量微乎其微。死海变
得越来越“稠”——入不敷出，沉淀在湖底的矿物质越来
越多，使咸度越来越大、密度越来越高。当它的水密度大
于人体的密度时，人自然就能漂浮在水面上了。在这种环
境中经年累月，便形成了世界上最咸的咸水湖——死海。

死海的“怪脾气”
正因为湖水含盐量高、浮力大，造就了死海与其他的

江河湖海不同之处。游泳的“旱鸭子”也可以尽情地仰卧
在水面，随波漂荡，甚至可以躺在上面悠闲自在地读书。
但是你也不要以为在死海里能随心所欲地戏水。在死海中
不担心会被淹死，但是要担心会被“咸死”。因为死海海
水比大洋的海水咸10倍，海水一旦不小心滴进眼睛会非
常难受。而且平时微小到你自己根本察觉不到的细小伤口
都会有灼热感，真如同“伤口上撒盐”，不过经过死海盐
浴后伤口会好得更快。因此，很多的游人也把它当成休假
疗养的圣地。

死海“将死”
令人担忧的是，现如今死海水位正以每年平均1.2米的速度下降。水位

下降致使原来有水处形成盐块，盐块在地下水冲刷下逐渐消失，地表便会显
现窟窿。这种窟窿随时都面临崩塌的危险。在近期播出的辽宁卫视《奇幻科
学城》节目中，北京师范大学助理教授张宏宝教授也讲到，水面不断降低，
大片湖底裸露，寸草不长，死海正在一步步变成戈壁荒漠。当“死海将死”
即将成为一种预言，人类又将如何应对？

单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中
国人从很早就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
认识。翻开下历代优秀典籍，可以
发现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人们对
自然的敬畏与尊重。在对自然的利
用和索取上，有着清晰的明确要求
和严格限制 （如康熙版畿辅通志以
及 1934 年版望都县志），包括在律
法上都有相应的惩戒（如大明·律和
大清·律）。

当时以狩猎为主要生存方式的
鄂伦春人，他们也依然遵循保持着
不杀马和狗吃肉的传统习俗，原因
很简单，就是马和狗都是人类的朋
友，尽管野生动物的数量已经无法

再继续维持人们狩猎了。人们开始
对生态尤其是野生动物的生存表现
出极大地担忧。新中国成立后，祖
祖辈辈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放弃
了狩猎，转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

在一些散见于各地荒山野岭中
的古碑石记上，你还可以看见那些
模糊的文字仍默默地述说着古人对
生态的认知观点和立场，表明当时
人们已经明白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健
康和生存的重要性。

今天，许多不利于生态系统保
护的行为习惯和意识还很难被人们
有所注意，有着“广阔的”的生存
空间，任由人们无所忌讳地恣意

着。那种片面强调以人为中心对大
自然索取的消费观念和意识，还有
存在的土壤，还以各种形式存在人
们的行为意识和模式习惯中。这些
行为与生态文明的修复和生态文明
建设是格格不入的。

是人们真的不知道保护生态系
统的重要性吗？不是！有许多人
不愿意抛开人云亦云的“好”习
惯，喜欢追逐没有风险的敷衍和
不负责任的从众行为。因为一旦
真要健全和完善对生态系统保护
的话，就会涉及到许多人的旧有
习惯，往往会要得罪人。所以，
很多人不大愿意去得罪人，谁触

及了一些不文明的习惯谁就不受
欢迎。在对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
护上，有许多简单到了连孩子们
都能分得清对与错的事情，不少
成人却好像分“不清楚”。

历史上，我国算是世界上最早
开始注重生态保护的国家，即使是
按照今天《巴黎协定》的要求去做
的话，中国在历史上也是做得最好
的一个国家，这是客观事实。

（作者系山西省临汾市野生动物
保护志愿者，中国陆栖野生动物救
援平台发起人之一，从事中国境内
野生动物实地勘察保护工作已 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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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宾桥

死
海
﹃
沉
浮
﹄
之
谜

□□

麦
吉
哥

也许你曾在飞机上俯瞰过波澜壮阔的大
海，也许你曾在滑板上与惊涛骇浪为舞相伴，
甚至潜泳在广袤无垠的海底探寻精彩的瞬间，
但透过海洋生物的内部世界，聆听到浩瀚海洋
中隐藏了数亿年故事的人，恐怕为数不多。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它拥有
无穷的奥秘和未解之谜，它不但
占据了地球上71%的表面积，而且
提供了99%的生物可栖息地。

生命奥秘无限，生命精彩无
穷。大连生命奥秘博物馆以“脊
椎王国”主题展览衍生的 《达尔
文的证据》 出版以来，受到读者
的热捧。2011 年随着“鲸的密
码”在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开展，
拉开了世界上首次以生物塑化技
术为依托的海洋生物展览。2012
年5月，“海洋之魂”大型主题展
览在大连金石滩生命奥秘博物馆
开展，生命奥秘系列丛书之 《深
海鱼影：海洋脊椎动物的奥秘》
应运而生。

同样是一片海洋，同样缤纷多
彩，《深海鱼影》 冲破视觉的局
限，重现了海底世界美轮美奂、精
彩绝伦的奇观。它好似一本厚重的

百科全书，当你随机翻开其中的某
一个篇章，总有一个故事与你的心
灵产生共鸣，湛蓝的世界充斥着你
的心海，鱼儿戏水、繁衍生息，即
使猎食攻击，也同样妙趣横生，水
下千姿百态的生灵仿佛随着心脏的
搏动而游弋。

书中描绘了海底数亿年的奇
闻异事。这本引人入胜的海洋夜
话，既充满了对海洋的向往与乐
观，又不乏对生命起源的验证和
对生物进化的预言，同时也为保
护地球生态发出最尖锐的警鸣。
因此，它不仅是一本探索蓝色世
界的必备工具，也是一本人与自
然的启示录。

化石历来被视为追寻生命痕迹
的最宝贵资源，而海洋中的活化石
在生命进化史中更显得弥足珍贵。

《深海鱼影》除了描述未曾听闻的
海洋生物活动，还通过世界上先进

的生物塑化保存技术还原了奇特海
洋生物的内部世界，将海洋脊椎动
物通过种类划分和系统描述做出全
面的概括，从一条原始的鱼类开
始，逐渐潜入海洋生物的进化历
程。从全新的视角展示出我们一直
追寻的蓝色星球未曾窥探过的奥
秘。此外，由于生物塑化具有独特
的艺术魅力，海洋之魂便被展现得
淋漓尽致，可谓是科学“遭遇”艺
术之后的又一朵奇葩。

人类现有的认识中，普遍认
为生命起源于大海，生物进化的
历程也表明，海洋是生命的诞生
和孕育之地。追溯人类的起源，
人类与海洋的渊源亘古未离，鱼
类与人类之间这种弱肉强食的关
系也自古有之，但如今双方的地
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
类已经所向披靡，成为海洋史无
前例的霸主。蔚蓝的海洋有着世

界上最强的自我净化功能，但却
因为人类利益的驱动而遭遇史无
前例的生态危机。农药化肥、塑
料制品随着水土流失蜂拥入海，
不 仅如此：原油泄漏、垃圾倾
倒、工业排放，甚至血腥杀戮。
过去 30 年里，海洋发生了整个人
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

海 洋 一 直 是 生 命 摇 篮 ， 当
“渤海将死”的警钟发出低沉的回
音，当沿海大陆成为各国各地区
发展工业的首选地，全球仅4%的

“干净海洋”是否注定离我们渐行
渐远？大胆预言，随着陆地被海
水淹没，海洋是否为生命的最终
归宿？人类又有什么理由为子孙
后代导演一部海洋之殇的惨剧呢？

星野道夫读大学一年级时，在东
京神田的古书街发现了一本英文书

《阿拉斯加》。书中的“希什马廖夫村
（Shishmaref） ”航拍照片让他着迷，
于是星野寄了一封信给村长。半年后
收到了村长的回信，邀请他访问该
村。1973年夏季，星野道夫远赴希什
马廖夫村，与世界最北端以狩猎为生
的爱斯基摩大家族共同生活了 3 个
月。从此，与阿拉斯加结缘，与银色
的北方大地结缘。

星野道夫在大学即将毕业时，萌
生了借助摄影机记录阿拉斯加的山川
景色、民俗风情的想法。在担任动物
摄影师助理两年后，于1978年进入美
国阿拉斯加大学菲尔班克斯分校野生
动物管理学系就读，这一专业就是与
栖息在北方大地的野生动物打交道。
这促使星野成为了一名自然摄影师。

在北方的大地上，无论春花秋
染，还是夏暑冬寒，星野道夫如独行
侠般，用镜头追逐各种动物的行踪。

为了拍到驯鹿的迁移，星野道夫不但
要在冬季忍受大自然的寒冷，在夏季
忍受蚊虫的攻击，还要时刻躲避庞大
驯鹿群的冲撞；在跟踪拍摄灰熊的过
程，星野捕捉到很多这种庞然大物的温
馨场景，也了解到历史上人类侵入灰熊
栖息地后，对其大开杀戒的悲剧；另
外，驼鹿的强劲，灰狼的孤独，北极狐
的优雅，地松鼠的勤劳，大角羊的坚
韧，白头鹰的孤傲，鲸类的磅礴，海象
和海豹的慵懒，北极熊的霸气，都出自
星野的“第三只眼睛”。

星野道夫在追逐野生动物的过程
中，也与生活在北方大地上不同种族
的人们相遇、相知，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见证了阿拉斯加一个世纪的变迁
的112岁的印第安长老沃尔特，对外
面世界仍然茫然不知，他面对来自日
本的星野道夫，问出的居然是和我当
年在北极时当地原住民对中国这个

“村庄”一样困惑的问题：“你来自哪
个部落？”

而在上世纪40年代就在阿拉斯加
的米莉亚·亨特和陶珍妮·伍德姐妹，
从空军飞行员转成运输机飞行员后，
就一直居住在这片美丽的原野，一直
到老。而我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投宿
的汤姆·洛门先生，也是在一次度假
后就离开了嘈杂的纽约，将自己的律
师楼搬到了阿拉斯加。这块像磁石一
样的北方大地，也让酷爱漂泊的星野
道夫在菲尔班克斯的森林中安了家。

北方大地绝不是白色的苦寒之
地，而是异彩纷呈的。当年我是在深
秋到的阿拉斯加，茂密的泰加林被一
双无形的巨手涂抹得橙黄火红，曾几
何时，那些压弯枝头的累累果实，大
都已被人类和动物蚕食一空，只有一
些高大树木的顶端还零星地挂着几
粒，在日渐凉意的寒风中瑟瑟发抖。
松鼠在树枝间跳来跳去，为即将来临
的漫长冬季而忙碌着。

星野道夫还潜心追寻已经湮没在
时光里的古老神话，探访孤岛上的图

腾柱，那里曾是海达人的精神家园。
他还计划追寻一万多年前北方原住民
经过的白领陆桥，远赴西伯利亚开启
寻根之旅。但是，1996年8月，他在
俄罗斯勘察加半岛的库页湖遭到棕熊
袭击，不幸遇难，享年43岁。

星野道夫逝去后，其作品陆续在
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出版、展
览。北方大地的绝色苍茫逐渐被认
知，人们对大自然的保护也取得一定
进展，不过，对北方民族遗产的发
掘、整理和保护仍还十分缓慢。

星野道夫在阿拉斯加和其他北方大地生活了20余
年，对于每年的各个季节都有所体验，在他的作品中，
季节的颜色也是一项重要的表现内容。

春天的到来总是让人惊奇和欣喜的，它是伴随着沉
静了一个冬天的鸟鸣，是冻结半年左右的冰河巨大开裂
声，是春水的流淌声，是钻出残雪的绿芽和各种颜色的
花苞。

在南方森林里的驯鹿群出现了，蝴蝶在花朵中翩翩
起舞，山谷中的雪不见了，空气中飘荡着花草的清香，
以及永不落下的太阳，这就是北方大地的夏天。

秋天是色彩斑斓的，也是短暂的，有些植物的叶子
变黄，有的成为橙红，把大地披上了一层花毯，蓝莓和
蔓越莓的果实成熟了，人和熊都在品尝，动物们或者准
备南迁，或者准备为过冬储存食物而忙碌，天空上出现
了一波波由大雁、野鸭等候鸟构成的“烟尘”，它们或呈
人字形，或呈一字形，排列整齐地掠过山川河流，与此
同时，那此起彼伏悠长的鸣叫，回荡在这美轮美奂的大
地上空。

冬季是肃杀的，是寂静的，是洁白的，一夜之间，
所有的山川湖泊，河流池塘，公路城镇，都被罩上了银
色的衣裳，太阳也变得慵懒，在中午前后就隐退了，清
冷的寒夜中，一时间天空变得像个五彩缤纷的大舞台！
那一条条、一团团、一簇簇银白、火红、橙黄、翠绿、
湛蓝、粉嫩的色彩，如大海扬波，似天马行空，从地平
线上辐射开来，在漆黑的天幕上交相辉映，就像天上的
仙女在甩动她们的长袖，扭动婀娜的腰身，翩翩起舞。

在天穹轮番上演的极光，多呈带状、弧状、垂暮
状、圆拱状和放射状等。其中最艳丽动人的一种，当属
皇冠状得极光，这种极光多发生在人们头顶上方，它出
现时呈针状流光，闪烁异彩，向上散射，其状酷似一顶
光芒四射的金冠。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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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色 苍 茫
——星野道夫眼中的北方大地

□□ 金 雷 上图：星野道夫1996年在俄罗斯楚克奇半岛的照片。
下图：1996年，星野道夫最后采访笔记中的西伯利亚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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