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生动物是地球生物圈的一部分。野

生动物的灭绝，意味着地球生态系统的退

化。野生动物的大规模灭绝，则意味着地

球生态系统已经岌岌可危，一触即崩了。

在地球生物圈崩溃之后，人类自身也将灭

亡。所以，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本地生

态、地球生态，也是保护人类自己。而保护

野生动物，也不是要把野生动物一个个单

独地保存下来，而是要保护野生动物作为

野生的存在，保护其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发

挥着生态功能的存在，因而，要保护野生动

物栖息地的完整性。人类必须从某些地方

退出来，把那些地方还给自然。

工业革命之后，工业文明全球蔓延，人

类普遍接受了一种极强的人类中心主义，相

信自己有能力认识自然，有权利改造自然，把

自然视为人类的资源。在这种观念下，野生

动物也无非是人类利用的对象。而现在，即

使工业文明仍然是全球主流的社会形态，但

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已经开始承认

自然的主体价值，承认野生动物的自主价

值。从强人类中心主义，走向弱人类中心主

义，乃至于非人类中心主义。

工业文明的几百年发展，已经使地球

生物圈到了崩溃的边缘。人类必须走出工

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否则，人类文明将

无法持续。这时需要有一种文化，约束人

类自身的行为。如果一个文明的文化没有

自我约束的功能，这种文明将无法延续。

现在，人类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所

依存的生态系统也从本地的山水，扩展到

整个地球生物圈。

这是人类的大势所趋，中国已经在国

家层面上明确地顺应着、倡导着这个大

势。从“发展就是硬道理”到“可持续发展

观”“建设和谐社会”，从“既要绿水青山，又

要金山银山”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理念上越来越清晰。走出人类中心主

义，承认自然的主体价值。

《野生动物保护法》必须提高到生态文

明建设这个高度上认识。

呼吁多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

案）》终于公示了，遗憾的是，这一版虽然有

了大幅度的进步，但是依然保留了相当多

的旧理念、旧认识、旧规则。

首先是在理念上，在立法目的上，依然

承认“利用”的合理性。第一条中，强调保

护栖息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比

上一版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又说“规范野

生动物资源利用”。第二条说，“本法规定

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野生动

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

物。”这个界定就把作为主要的野生动物划

出了保护的范围之外，与上一款保护栖息

地其实是有冲突的。

尤其是在实践上，保留了很多保护“利

用”、促进“利用”的条款，比如第二十四、二

十六、二十七等款，依然承认“科学研究、人

工繁育、公众展示（演）、文物保护或者其他

特殊需要”的合理性，并且为人工繁育颁发

许可证，依然承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作为

中医药药品、保健品、食品经营和利用”的

合理性。这在客观上，为合法地“利用”（迫

害）野生动物留下了方便之门。

“科学研究”是必要的，但是是需要严格

限制，严格约束的；“人工繁育”是不必要的，

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不是野生动物；“公众

展示”是不必要的，甚至展示本身就是迫害；

“文物保护”是莫名其妙的；“其他特殊需要”

更是一个大口袋，为破坏生态留着后门。

中医是重要的，但是，中药之中对于野

生动物的利用，并不是必要的。而把野生

动物作为“保健品”“食品”，则已经是赤裸

裸地在保护人的贪欲了！与立法意图严重

冲突，背道而驰！

人类文明进入到二十世纪，大多数人

的生活区域已经与野生动物很少有交集

了。可以说，绝大多数人类的衣食住行，即

使还需要利用动物制品，也完全不需要从

野生动物获得（海洋渔业需要另外的法律

加以约束）。

到底谁在“利用”野生动物？为什么

“利用”野生动物？很简单，是某些利益集

团在“利用”野生动物，是为了这些利益集

团的利益在“利用”野生动物。这些“利用”

既不是为了所宣称的保护野生动物，也不

是为了所宣称的满足普通公众的需求。

真的有很多患了眼病的普通公众需要

熊胆汁做的药吗？治疗眼疾的中药真的非

熊胆汁不可吗？“活熊取胆”真的能使野生

的熊得到保护吗？都不是！是谁需要“活

熊取胆”？只是少数从中获利的利益集团，

包括某些企业和地方政府。

与此类似，是谁需要用野生动物做“保

健品”，是谁需要用野生动物做“食品”；是

谁需要观看野生动物的表演？是谁需要野

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受益者并不是普通公

众，也不是野生动物自己。

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蜕变成少数利

益集团的保护法，这是莫大的讽刺。

在长期的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下，社

会主流话语、普通公众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

意义还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层面上，

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体现国

家意志的法律，不能停留在一般公众的层面，

更不能把部门利益作为考虑的对象，而是应

该体现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成果，至少要体现

已经作为国策的生态文明的理念。

正在公示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

案）》还需要大幅度的修改。从总体理念，

到具体条款。首先要为人类负责，其中的

人类，是指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而不

仅仅是中国人；其次要为地球生物圈负责，

保护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生存在中国境内

的野生动物。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

负担的责任。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在此类

法律中体现的文明高度中呈现出来的。

人类已经占据了地球表面太多的空

间，人类已经改造了整个地球生物圈，该给

大自然一个喘息的机会了。

再不罢手，就晚了。

再 不 罢 手 就 晚 了
——写在新一版《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之前

文·田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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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下漫笔

小时候看《隋唐演义》，隋唐第四条好

汉、紫面天王雄阔海在扬州“反王夺魁大

会”上，一人托住了千斤闸，十八路反王因

而得脱，而他自己便死在了闸下，做了隋王

朝阴谋的一缕亡魂，每次读到这里，总是很

为这位英雄扼腕。后来，又读了一些更“高

大上”的作品，发现类似的英雄很多，比如

鲁迅先生，便愿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

青年们、孩子们快快地从闸门下逃去，到光

明的地方去，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做人。而

先生之所以如此，大半又是因为如他的小

说《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那样，“翻开历

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

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

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

个字是‘吃人’。”

能从字缝间读出别样味道来的，是高

人，而把自己的话写在字缝间的，更是高

人。他们好比逃难的富人或身负秘密使命

的特工，把细软、密信缝入衣服夹层之中，

非老练的检查官莫能发现。文学家沈从文

先生在 47 岁那年上，被拽离了文学，转到

北平历史博物馆做了一个文物讲解员。虽

然此前，他已经涉足博物馆事业，还开始编

写《陶瓷史》，但从此，他的生命真正转了一

个大弯，和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联系在了

一起，而收获竟也极丰，写出一部部高明的

著作。与先生早年灵动的文字相比，这些

作品质朴、平实，但在字缝间，我们还是可

以读到一些不经意透露的“消息”。比如，

在一篇陶瓷史的文章中，写到北方青瓷的

发展时，突然来了一句“新中国建立为社会

带来了无限光明的希望，对于中国陶瓷史

的知识，也得到了一种新的光明照耀”。又

如，谈到西南民间“金满斗会”人们竞相歌

唱、传歌之时，忽又写道，“建国后人民生活

日益美好，心情也必然格外欢畅，新一代歌

手，都一定比三五十年前更加活泼和热

情。”这些关于新中国的判断并没有错讹之

处，但通篇读来，却又常令人生违和错愕之

感，好比米饭中的沙粒，总是在不经意间突

然出现、扫人食兴。这些细小的沙粒中，让

我们看到了一个落寞的沈从文。

而有的时候，却又看出一些锋芒来。

比如，在 1961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了一

则“附记”，谈到艺术家关于作历史画是否

需要较多历史背景知识的讨论。沈先生

说，“我对艺术是外行，因此不大懂得，如果

一个艺术家，不比较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

学学历史题材中应有的知识，如何可以完

成任务的情形。”沈先生对于艺术是否是如

他所说的“外行”，历史早有公论。但他所

说的，一些艺术家还没有过好历史知识这

一关，“画曹操还不知不觉会受郝寿臣扮相

影响，作项羽却戴曲翅幞头着宋元衣甲如

王灵官”，实在至今依然闪着寒光，尤其是

当我们看到历史剧中那实在无法忍耐的

各种穿帮时，就更是如此了。而在这些看

似细碎的考证中，又闪烁着沈从文文化和

学术理想的灵光，虽只是一现，也足令人

神往。

若再往前翻一翻沈从文的生命册页，

便会发现早在多年前的《谈写字》等文章

中，先生已经在字缝间藏进许多意思了。

比如他批评有些书法家，“有继往开来的野

心，却无继往开来的能力，终日胡乱涂抹，

自得其乐，批评鉴赏者不外僚属朋辈以及

强充风雅的市侩，各以糊涂而兼阿谀口吻

行为，赞叹爱好，因此这人便成一家……结

果促成一种风气，便是以庸俗恶劣代替美

丽的风气”。他还说，“一个故宫博物院最

大的用处，如只是在五月二十这一天，把宫

灯挂出来点缀纪念，不能作更有意义的改

革，并供给多数人研究学习的便利，这个博

物院的存在与否，实在都无意义可言！且

不妨比朱佩弦先生主张听它毁坍还激烈，

进而主张一把火烧去。”然而，这些文字中

也有一些愁绪或落寞之感，但毕竟锋芒多

于落寞，后来却是落寞多于锋芒。

比起沈从文专写物质文化考证的文

章，字缝容量更大的其实是诗。陈寅恪先

生晚年的诗，曾引起海内外学界不同的解

读，以至演成一桩学界公案，至今争论不

休。更有意思的是，有的诗不但藏进了作

者的心绪，更像藏进了作者的预言，简直与

袁天罡的推背图、刘伯温的烧饼歌有同样

功效。比如，诗人荒芜在二十多年前便写

过一首诗，“新名叫做北京肺，别号人呼‘气

管炎’，渐觉无心登白塔，势难拄杖看西

山”。而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北京肺》。无

心登白塔，是因为空气污染，人们从白塔已

不太能看清美丽的西山了。诗人在字缝中

流露出了调侃与无奈，而昔日心中的无奈

变成今日成真的预言，则是无奈中之最无

奈者。行文至此，又想起前几天雾霾深重

时，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二十岁站在德

胜门能看见西山，三十岁站在德胜门能看

见西直门，四十岁站在德胜门，连德胜门也

看不见了”。诗，可以兴观群怨；段子，也是

这样。因此，段子不妨看作新媒体时代的

诗。鲁迅先生曾说过，在小说中可以发现

社会，也可以发现我们自己。在段子中，亦

复如是。

好吧，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 80 周年，

所以我在这篇短短的文字中多次提到了先

生。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80 年来，总有

些事，提醒我们想起先生在字缝间读书的

本事，想起他“横站”的果敢、肩住闸门的往

事，以及在“狂人”“过客”等的意象叠加中

那瘦小又伟岸的身躯！

落 寞 锋 芒 字 缝 间
文·胡一峰

虽然人类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的存

在，但和运用引力波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路

要走。不过在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笔下，引

力波已经是现实的存在，可以用来通讯、做

交通工具和杀人武器。

1974 年，美国物理学家约瑟夫·泰勒

和他的同事拉塞尔·赫尔斯发现了一对脉

冲星构成的双星系统，根据广义相对论，该

双星系统会以引力波的形式损失能量，在

大约 3 亿年后将碰撞合并。1980 年，还是

中学生的吴岩注意到了这些报道。当时科

普报刊正纪念爱因斯坦诞生 100 周年，同

时对黑洞和引力波也进行了一番科普。这

些促进了吴岩对新科技的关注和激情，并

创作出科幻小说《引力的深渊》。

在《引力的深渊》里，中国邑东山区神

秘地出现了一个类似于黑洞的超级引力

源，造成过往的飞机频繁坠机，原来这是科

学狂人伊立鑫研制出的引力波武器，最后

在一番激烈争斗后，狂人玩火自焚，一命呜

呼。科幻小说作家尤异认为，这是一部既

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的优秀作品，尤其来

自中学生之手，难得可贵。后来吴岩才意

识到，引力波还仅仅停留在理论范畴，并没

有实际探测到，自己创作的《引力的深渊》

是一部超前的作品，领先了时代 35 年，应

该是中国科幻小说中最早提到引力波的作

品。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新生代科幻作家

们朝气蓬勃，对科学技术的热爱无以复

加。在他们笔下，引力波已经是广泛存在

的应用。刘慈欣笔下的引力波是取代无线

电波的宇宙级广播，是最可靠不走样的信

息载体。《三体》中，主人公罗辑发现“黑暗

森林”法则之后，威胁三体星人要将他们的

位置坐标通过引力波广播散布全宇宙。刘

慈欣的另一篇小说《朝闻道》中，引力波则

携带消失文明发现的大统一方程式，进入

到了大爆炸后的新宇宙。

多次写到引力波，是因为刘慈欣偏爱

引力波吗？刘慈欣认为，引力波是现代物

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设想中的引力波

具有长距离传输不衰减的特性，在以太空

为背景的科幻小说中描写它用到它是很自

然的。至于现在探测到了引力波，并非是

“科幻变成了现实”，而是科幻作家的想象

力始终紧跟甚至超前于现代科技发展，将

科技中的许多设想具象化了。

新生代另一位领军人物王晋康的长篇

小说《逃出母宇宙》中，设计了这样一个情

节：人类在 2061 年突然收到了引力波信

号，“由欧洲航天局 ESA 和美国航空航天

局 NASA共同投资建造的空间激光干涉天

线 LISA，自 2015年建成后从未得到过确定

的信号，但那天的记录上却出现了一个突

然的峰值。”这个引力波来源可不是遥远时

空两个黑洞的合并，而完全是科幻作家脑

洞大开的奇想：为了逃避近地空间的极度

灾变，人类学会了把“普通真空”激发成“二

阶真空”，从而在空间中挖出一条“虫洞”来

逃生。由于这是空间对空间的运动而不是

物质的运动，因而不受相对论限制，可以达

到亿倍光速。但后来人类进一步发现，所

谓近地空间的灾变实际是全宇宙的灾变，

要想逃生只能逃出母宇宙！一个科学怪才

找出了办法：用球形封闭的二阶真空把地

球从原时空中分割出去。只是很不幸，为

此做的一次实验造成了一场宇观尺度的灾

难——在月球背面，直径十二万公里的球

形空间突然消失，导致地球与太阳的空间

距离突然缩短了十二万公里，因此造成引

力的突变。当然，这点小小的引力涟漪完

全无法和两个黑洞的合并相比，但它在地

球附近瞬时发生，因而被 LISA记录到。

引力波这种时空振荡的产物，在科幻

作家看来，是再好不过的宇宙级武器。江

波的长篇科幻小说《银河之心：天垂日暮》

中，引力波强大到可以撕裂飞船，非常厉

害。小说中设想了一种能够产生强烈引力

效应的黄金星球，这种引发效力所产生的

引力波急剧变化，会导致刚性飞船的解

体。这部小说中提出了时空瘤和时空膜的

概念，把人类战争上升到了宇宙级别。

此外，还有谢云宁的《宇宙涟漪中的星

球》，肖也垚的《信使》，凌晨的《月瘤》等，都

涉及引力波和重力问题。中国科幻小说作

家笔下，充满对宇宙和时空的激情，以及无

尽的想象力。

中 国 科 幻 中 的 引 力 波
文·凌 晨

经历过“文革”而又喜欢阅读的人，无论

如何都会感到今天阅读的愉快。互联网有着

无穷无尽的功能，但是绝大多数人从互联网

上最大的“获得感”还应该是阅读。

上小学时，每个班级有一份《中国少年

报》，几十个孩子争抢着读那一份报纸，朝

胜一旦拿到了手上，“如饥似渴”这几个字

还 不 足 以 形 容 那 种 阅 读 的 贪 婪 。 后 来 当

兵，每个班有一张《解放军报》，每天晚上的

班务会读报，也是兄弟们的精神会餐。后

来，调到机关工作，报纸、杂志可以信手拈

来，还经常会遇到一些文革中的禁书。后

来离开部队时，已经偷偷藏起了几十本各

种各样的文革禁书。记忆尤深的如艾思奇

的《中国哲学史》、王朝闻的《美学概论》、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

静的顿河》、艾青的诗集等，那种叛逆般阅

读的愉快，今日不再了……

后来，当阅读成为了工作需要，互联网上

有浩如烟海的书籍文章，今天人人都成为了

“自媒体”，随手写下了任何文字都可以在互

联网上“发表”……阅读，就不再是如饥似渴

了，反倒成为挑挑拣拣浅尝辄止的快餐和零

食。

由此，想到有些商家的“饥饿营销”手段，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先制造一个僧多粥少的

环境，那粥就美味无比。

也许是经历了文革的“焚书坑儒”，今天

中国就有了国学热。几位讲四书五经的教

授，经电视一炒立马炙手可热。手机上图文

并茂地普及老庄孔孟，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

无不和古人有关，甚至还找到了孙悟空的墓

地……

因为以前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朝胜自

小接受的都是对国民党魔鬼化的教育。小时

候总以为是靠着“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的双

枪，加上神出鬼没的“地道战”“地雷战”，才把

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今天的网上和电视上

告诉了我们，原来国民党是抗日的主力军。

哦，哦……

没想到这事也能越炒越热，甚至炒到了

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没起多大作用。这样，朝

胜就不干了。朝胜去世的父母都曾是抗日军

人，朝胜也知道抗日战争有着敌后战场，共产

党的军队和武装力量在装备供给极差的情况

下牵制着日本军队一大半以上的力量……尤

为重要的是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方针，在全中国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烈火。网

上怎么就有文章说，共产党军队只打死了

851 个鬼子呢？还统计的有整有零，由不得

你不信。

当互联网成为阅读的主阵地之后，自然

就会有人来兴风布雨了。国民党在台湾都二

度下台，跟民进党磕得青头紫脸，哪里还顾得

上和大陆的共产党去争老一辈的抗日纠纷。

朝胜相信，那些网络写手肯定不单单是为了

国民党。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培养着一代批判的

读者。泥沙俱下，方需澄清；鱼龙混杂，始练

辨识；黑白颠倒，呼唤慧眼识珠；是非混淆，尤

盼真理烛照……

刚刚入道时，一位老记者告诫朝胜，记者

是个质疑和批判的职业。几十年过去了，行

中所见兼有质疑能力和批判勇气的记者凤毛

麟角。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没准能读出几个“铁

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记者，抑或把一些

只会制造文字垃圾的报刊读死了……

人生识字忧患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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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泥沙俱下，方需澄清；鱼龙混杂，始
练辨识；黑白颠倒，呼唤慧眼识珠；是非
混淆，尤盼真理烛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