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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常看到“鸟嘎咯”成群结
队到村边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每年的 10 月
份，当房后的那棵很大的秋枫树结有上千斤的成熟果
子时，“鸟嘎咯”就不请自到，边吃边叫。

对我来说，冠斑犀鸟的叫声是再熟悉不过了。那
个时候，每天早上，天空才刚蒙蒙亮就被叫醒，即便
如此，陪我度过美好童年的仍是这个固定“闹钟”。

当时，农村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农作物产量不
高，还未到收获季节粮食就没有了，大都过着吃完上

顿没下顿的日子。为了生存，村民只能靠上山挖山
薯、砍柴、打猎等，卖钱买米，勉强填饱肚子。而冠
斑犀鸟，也成为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的民兵都发有步枪，没
有的也可自造猎枪“砂枪”，拥有枪的村民占40%以
上，枪也就成了当时捕猎野生动物，解决温饱问题的
一个重要工具。

冠斑犀鸟很有团队精神，但凡群体中有一只不幸
受伤或被打死，其他的冠斑犀鸟都不愿离开，即使它
们没有能力去救活，却依然守护着，结果就是猎人们
成群打尽，代价惨重。这也正是冠斑犀鸟容易灭绝的
原因之一。到了 80 年代末，冠斑犀鸟就大量减少，
至今甚为罕见。

2018 年12月，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组织
进行鸟类调查，广西师范大学的李友邦教授带领调查
队中午在我家吃工作餐时，无意间谈到冠斑犀鸟，然
而，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冠斑犀鸟就是我们
当地的“鸟嘎咯”。

无意中，我阅览他们放在桌子旁边的鸟类图册时
看到了“鸟嘎咯”图片，不由得脱口而出：“这不是
我们小时候常见的‘鸟嘎咯’吗？原来它的学名叫冠
斑犀鸟，前几个月我还听到了它们的叫声。”

话音儿刚落，所有人的目光集中投向我，并饱含
着惊喜和质疑，“真的？如果是冠斑犀鸟，那就真的
太幸运了。冠斑犀鸟在全国的分布范围很狭窄，数量

较少，是一种濒危物种，属国家Ⅱ级保护动物。”
一位调查人员告诉我，“如果真是冠斑犀鸟，那

在今后的巡护中要多加观察”。自此之后，我就走上
了追寻冠斑犀鸟踪迹的路程。

按照小时候所见冠斑犀鸟的印象，它们一般都是
早上天刚亮就出来觅食、特别活跃。于是，每天早上
5点钟左右，我就开始巡护监测，观察管护片区每座
山头的动静。刚开始的几天，每次出发时我都信心满
满，但每次都是落空而回。尽管如此，心中的信念并
没让我就此放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3月份的一天，我像往常
一样，观察山上的每一处动静，走着走着，突然看见
了一道黑影从山顶滑翔而下，落在半山腰的悬崖壁
上。“对，这就是冠斑犀鸟”，兴奋之余的我，自言自
语的同时，赶紧拿起手机进行拍照，只可惜与冠斑犀
鸟的距离太远，照片拍得很模糊。虽如此，但我知道
了在自己管辖区域内确实有冠斑犀鸟，心里非常高
兴，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收获。

之后，我立马汇报给保护区管理局领导，他们对
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再三叮嘱，一定要注意观察冠斑
犀鸟的动向和生活规律，争取拍到冠斑犀鸟的照片。

接下来的巡护中，我又多次发现冠斑犀鸟，但很
遗憾的是，仍然没有拍到照片。 （上）

（作者系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供
图：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缤纷自然）

有一种鸟叫冠斑犀鸟（学名：Anthracoceros coronatus），是佛法僧目犀鸟科斑犀鸟属。我小时候经常能见到
并且非常熟悉，那时候没有人懂得它的学名叫什么，大家都称“鸟嘎咯”，因为它的叫声是“嘎咯、嘎咯、嘎咯”。

冠 斑 犀 鸟冠 斑 犀 鸟 我 愿 与 你 同 在我 愿 与 你 同 在
□□ 韦忠新韦忠新

连续下了几场雪，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
气温已降至零下二十几摄氏度。2019年12月28
日，在寒冬腊月的冰天雪地里，只见一群人将
一匹捆绑的野马按在地上，哈萨克族高级兽医
师恩特马克赤膊上阵，趴跪于野马的屁股后
面，将手臂伸入了野马的肛门……看到这样的
场景，也许很多人不明白，他在做什么？

2019 年 12 月 27 日夜晚，新疆野马繁殖
研究中心有两匹2018年出生的雄性野马先后
发病。其中一匹是准噶尔381号，便秘、腹
痛，不时卧地打滚。另一匹野马准噶尔375
号在跑动时不慎摔了一跤，造成左前腿前臂
骨骨折，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患肢不能着
地，拖拉、甩动着下半部分。

由于天色已晚，不好捕捉野马，治疗就
从第二天下午约两点半开始。经商议，大家
决定先治疗病情较重的准噶尔375号，之后
是准噶尔381号。

当时仅剩一匹马的麻药，意味着恩特马
克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打不中，麻不倒野
马，大家就得冒险去辛苦套马。两点四十
分，恩特马克拿着麻醉枪，独自走进保定
圈，两匹野马见到他后开始不安地沿着栏杆
小跑。由于怕药液冻住，恩特马克行动迅
速，他进去后走到距离野马约五六米时，瞄
准目标，扣动扳机，只见带有红色尾缨的针
管飞向准噶尔375号，一举命中，扎在了它
的左大腿上。几分钟后，野马被麻倒。

可能由于天冷，药液没有完全进入野马体
内，野马并没有完全进入昏迷状态。恩特马克
检查完后，三四个人用力拉着断肢那端的绳
子，将断骨复位，接上，然后开始打石膏绷带
固定。并给野马打了消炎针，最后打解药放开
野马。但是，野马刚站起来活动，绷带套就向下
滑脱，没能固定住断肢。另外，天气实在太冷，
湿着的石膏无法干结，被冻住了，野马左前腿又
甩动起来，致使石膏绷带没能发挥作用。

折腾了半天，这匹伤马的麻药作用不明
显，且几乎完全清醒状态下，被拉、拽、捆
绑，它疼得直喘粗气，在地上呻吟着，不停
地打哆嗦。还是先让它休息会儿吧，吃点
草，喝点水，等把便秘的准噶尔381号治疗
完再想办法继续治疗。

用绳索套住准噶尔 381 号，捆绑好后，恩特马克将大
衣、衬衣脱了，只穿一件秋衣，打着寒颤撸起两个袖子，特
别是将右臂衣袖一直撸到肩膀处，助手往他手上倒些石蜡
油，他搓到右胳膊上，抹匀。之后，跪在马屁股后的雪地
上，将手伸进马肛门里，往里摸索着寻找堵在直肠里的粪
块。看来野马直肠堵得太死，他很吃力地往里伸着手，将粪
块一点点往外掏，掏出的粪上有的还带着血丝，很坚硬，越
是往里掏越费力。他掏累了，就趴在马的臀部，缓一下，再
往胳膊和手上抹些石蜡油，接着掏，不一会儿，其面前就堆
了很多马粪。待马粪掏干净后，在助手的帮助下，又给野马
用石蜡油灌肠通便，同时往嘴里也灌了些。

到了下午5点多，天气越来越冷。因石膏在室外凝固不
了，大家决定把病马抬到值班室去治。套马、放倒、捆绑，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对于准噶尔375号腿上冻硬的绷带套，
恩特马克用剪刀剪开取掉后，工作人员卸了个钢管架当作

“爬犁”，上面铺个被褥，把野马拖了上去，两名饲养员在
“爬犁”上扶着野马。“爬犁”被粗钢丝绳挂在越野车尾，把
野马拖到了值班室。

恩特马克给准噶尔375号又重新打了石膏绷带，为让石
膏绷带尽快凝固，工作人员找了个吹风机，对着野马患肢耐
心地吹着，直到完全把绷带吹干。而后大家把准噶尔375号
抬了出去，黑色的夜幕中，它虚弱无力地躺在雪地上，缓了
10分钟左右，挣扎着站了起来。

此时已是夜里 8 点多，在雪地连续治疗野马近 6 个小
时，恩特马克的两个胳膊冻伤了，回到宿舍后感觉疼得很厉
害。作为野马的医生，长年在野外开展野马救治工作，夏季
顶着烈日，冬季迎着风雪，二十年如一日，练就了恩特马克
钢铁般的意志。而在送野马回家的路上，一批批野马保护
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坚韧不拔呢？

经过大家辛苦的救治，目前准噶尔 381 号已经恢复正
常，准噶尔375号还需进一步治疗，期待它也能尽快康复，
以矫健的奔腾英姿迎接新的一年。

（作为单位：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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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北极和第三极（青藏高原）常被
人们统称为“地球三极”。北极是一片冰雪
覆盖、陆地环绕的海洋，南极是一块冰雪覆
盖、海洋包围的大陆，第三极是一座常年冰
雪覆盖的高山。冰雪之下偶尔露出一片海
洋、一块陆地和一丝生命气息，时刻提醒着
我们：地球上仍有我们知之甚少的世界。

三极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远方。一个
多世纪以来，无论是踏上南极大陆、到达
北极点，还是登顶最高的珠穆朗玛峰，科
学家和探险者们都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

力，他们前赴后继，用勇气和生命一点一
点地揭开三极的面纱。

当皮尔里首次到达北极点时；当阿蒙森
和斯科特登上南极大陆，第一次在南极点插
上挪威和英国的国旗时；当秦大河先生参加
的来自6个国家的科考队第一次徒步穿越南
极大陆时；当位梦华先生组建中国第一支北
极科考队，以“家事为小、国事为大”立下
生死合同，并克服重重困难到达北极点时；
当中国登山队历尽艰险，第一次从珠峰北坡
登顶时……支撑他们的是开创人类历史的荣

誉与使命，是探索自然的好奇与梦想，更是
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毅力。

2017年，在科学技术部的支持下，我
国启动了“三极环境与气候变化”大科学
计划的论证与预研，再次对三极展开更为
全面而深入的探索，为全球环境与气候变
化研究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体现中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责任
担当。

《大自然》杂志2020年第1期“筑梦三
极”专栏，聚焦三极的生物面貌、地理环
境、气候变迁和生态系统等领域的重要科研
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三极，关注三极。正
如一位老极地人所说：“在我的身后，有几
十位年轻人陪伴着我，在继续我还未来得及
完成的旅行。”亲爱的读者朋友，期待你加
入我们——筑梦三极，续写华章。

筑 梦 三 极 续 写 华 章
□□ 吴立新

说起达尔文这位科学巨人，大
家可能会认为他从小就是个学霸，
我今天先爆个料，其实他学习成绩
非常一般，离学霸标准很远。那他
是怎样成为大科学家的呢？

学习成绩一般，并不是说他不
聪明，他其实非常聪明。他只是对
旧式学校的传统课程不感兴趣，但
他对大自然中的新鲜事物却充满好
奇，比如对收集和观察动物、植物
和矿物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出生
在英国一个医生家庭，优越的家境
让他这种优哉游哉的生活一直持续
到了16岁。但16岁时，他人生的第
一个重大转折来了。

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就把他送
到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去学医。但达尔
文觉得医学枯燥乏味，学了两年就弃
学回家了。他父亲无奈，只好另找方

向，又把他送到剑桥大学去学神学。
在剑桥这3年，达尔文一如既往，不思
悔改，继续将大把的青春时光挥洒在
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上。骑马、逮甲
虫，好不潇洒快活！

达尔文22岁大学毕业，迎来了
最重要的人生转机。学神学的他本
应该到乡下教堂去当一名神父，但
他幸运地得到了一次环球航行的机
会。正是这次环球考察，让他与神

学完全背道而驰，并最终成为伟大
的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达尔文小时候读到一本名为
《世界奇观》 的书，便萌生了周游
世界的梦想，所以这个机会让他
欣喜若狂。这次环球航行原计划
是两年，后来居然延长到 5 年。尽
管旅途历尽艰辛，却让他把大自
然的方方面面看了个透，并最终
悟出了大自然的真谛，创立了生

物进化论，彻底颠覆了物种不变
的神创论思想。

其实，在达尔文登上“贝格尔
号”开始环球航行时，他满脑子
仍然是神学理念，即地球上所有
的生物都是由上帝一个一个创造
出来的，而且一经创造，物种便
永远不再改变。那么，他的进化
论思想是怎么萌芽形成的呢？

在南美洲，达尔文看到一些现

生动物与当地数百万年前的化石动
物形态构造十分相似，却又不完全
相同，比如犰狳和雕齿兽、树懒和
大懒兽。这时他开始思考：这些现
生动物是不是由古老的化石祖先逐
步演变而来的呢？于是，“物种可
变”的思想就在他脑子里发芽了。

环球航行的第5年，1835年的秋
天，当他到达东太平洋的加拉帕戈
斯群岛时，亲眼看到了许多令他震

惊的物种，更加坚定了他反神学传
统的“物种可变”思想。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一类小鸟，后来被称为

“达尔文雀”，可以说是一个物种变为
多个物种的活生生的例子。

这是一群形态相似的小鸟，达
尔文让英国鸟类学者古尔德来研究
他采集的标本，古尔德很快就指
出，这些类似的小鸟其实是十几个
不同的物种。这大大出乎达尔文意
料。岛上共有20多种鸟类，为什么
这一类小鸟就占了十几种？加拉帕
戈斯群岛离最近的南美大陆也有
1000公里，小鸟飞到岛上是很不容
易的事情。经过深入思考，达尔文
认为，它们极有可能是同一种祖先
在群岛上逐步繁衍出来的不同物种。

此时此刻的达尔文恍然大悟，
从此，他与神创论分道扬镳，开始
精心积累科学资料，构建自己宏伟
的进化论大厦。正是善于独立思考
的可贵品格，以及勇于质疑传统观
念的科学精神成就了达尔文。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
大学博物馆馆长）

达 尔 文 的 环 球 考 察 与 进 化 论 思 想 的 萌 芽
□□ 舒德干

编者按 160年前，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正处于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所引发的轰动余波
中。由于第一版1250册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当天就售罄，出版商要求再版，达尔文立即着
手修订，并在1860年1月7日推出了第2版。

“贝格尔号”环球考察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源头。“给少年讲进化论”系列邀请8位古生物

学家和博物馆馆长，从达尔文的环球考察日记中的问题开始，带少年朋友们去重温他的环球考
察，看那些世界各地千奇百怪的生物和化石，如何让他兴奋、痴狂，又如何让他困惑、沉思，激
发他去求索生命世界的真谛，并通过十几件“镇馆之宝”化石，讲述今天的科学家们对达尔文思
索的演化问题的最新认识。

“贝格尔号”。 朋友手绘的达尔文的大学时光。

达尔文日记：“贝格尔
号”之旅是我一生中最重
要的事件，决定了我的科
学生涯。我在登上“贝格
尔号”的时候只有 22 岁，
这次考察让我产生了满脑
子的问题。刚到南美，我
看到草原上的犰狳，与几
百万年前的雕齿兽化石的
形态构造十分相似，却又
不完全相同，难道它们来
自同一个祖先？

我国地域辽阔，地貌丰富，多变的气
候，催生了复杂的生态环境。无数生灵在这
片土地上赖以栖息，植物也是其中非常重要
的“居民”。它们或高大或匍匐，或优雅或
虬曲，终其一生为生存繁衍而努力。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中，“中国植物们”与
中国人的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它们是《本
草纲目》里的人参和枸杞，是《诗经》里的

“蒹葭苍苍”“予以采苹”，也是城市餐桌上的
“西湖莼菜”和乡野间美味的栗。而如今，这
种天然的联结正逐渐消失。当现代文明加速
向前、奔向喧嚣与未知时，很多植物物种正

在迅速减少，中国植物保护名录亟待更新。
这些珍贵的物种应当被更多孩子所认识。

最近即将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
的《奇妙的中国植物》，可以说应时而生。
书中横跨了高山、森林、荒漠、草原、湿
地5个典型生境，为孩子们生动讲述了158
种特色鲜明的中国植物，并以纯写实风格
的手绘图来呈现植物的原本面貌。92岁高
龄的植物分类学家汪劲武先生对其称赞有
加，他说：“这是一套真正满足中国孩子所
需的植物科学绘本，既展现了中国植物之
美，又兼顾到科学普及和文化熏陶，是十

分难得的匠心佳作。”
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对书中植物画这样

评价道：“这些作品不同于一般的静物和花
卉创作，必须有一定的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生
态学基础知识为支撑，同时对每一种植物要
用心灵去感受，才能创作出焕发勃勃生机的
生命形态，让人对大自然产生亲切感和认同
感，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儿童。”

未来，当孩子们走进祖国的绿水青
山，希望他们可以自豪地如数家珍，向全
世界重新展示中国植物——这张令人惊艳
的中国名片。

走 近 奇 妙 的 中 国 植 物
□□ 杨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