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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景天

暮色四合，山林空旷。在素有
“大树王国”之称的浙江天目山，黑夜
吞没了山光树影。

外星人模样的尺蛉、俏丽的绿尾
大蚕蛾、敏捷的螽斯……对于这里的
夜行性动物来说，一天的精彩时刻才
刚刚开始。

和小动物们一样活跃的还有一
群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大小朋友。他
们在此参加由自然教育机构萤火虫
创绿坊组织的森林夏令营。夜游是
当天最让人期待的活动之一。

一行人凝神屏气，向山林深处的
一处水源地进发，寻找萤火虫。

“看！这儿，还有这儿。”很快，一
名志愿者发现了萤火虫的踪影。

“哇，好多萤火虫！”孩子们兴奋
起来。他们此前几乎从未在野外接触
过萤火虫，有的甚至从未见过萤火虫。

此刻，夜的精灵在他们面前悠然
飞舞，星星点点，相互辉映，用浪漫的
生命之光彼此交流，寻找一生的伴
侣。一眼望去，约略有二三十只。

在老师的建议下，大家关上了手
电和头灯，静静地与黑夜融为一体，
观察这明灭不定的自然之光。

主讲老师郭光普暂时捉住一只
发光的萤火虫供大家观察。很难想
象，这其貌不扬的小家伙可以发出那
样优美的光亮。郭光普告诉大家，萤

火虫发出的是一种冷光，大部分化学
能量转化为光能，只有少部分转化为
热能。人们因此得到启发，利用荧光
化学材料发明了日光灯等日常用具。

艺术与科学的灵感往往源于自
然。小朋友们在萤火纷飞的夜色中，
对荧光素可能带来的发明创造，展开
了一场头脑风暴。

不远处，几位家长不约而同地感
叹，小时候到处都能看到萤火虫，现
在却难得一见。

“萤火虫是生态指示物种。”萤火
虫创绿坊的创始人李蔚告诉家长，它
们一般生活在环境质量较好的地区，
一旦环境遭到破坏就会消失。

一名家长开玩笑道，萤火虫多的
地方环境好，这和人类恰好相反，人
多的地方常常面临各种环境问题。

为了不过多打扰萤火虫，一行人
欣赏片刻便离去。名叫“小石头”的
孩子意犹未尽地感叹：“我在天目山
头一次看到这么清澈的水。”

家长们有些伤感，孩子眼里最干
净的那条溪流不过是成人童年记忆
里常见的景象。

今夏，金女士带着 8 岁的女儿悠
悠到生态农场游玩。悠悠见农场管
理者捕了几只野生刺猬幼崽，关在笼
舍内供游人赏玩，很是着急。她希望
管理员将小刺猬放归大自然。

过去，悠悠和许多同龄人一样，
认为把喜欢的小动物带回家养是理
所当然的事。但近一年来参加的自
然观察活动让她发生了改变。“她不
仅学到了观察技巧，还有意识地不惊
扰所观察的鸟类。”金女士说。

“野外观察，正是要做到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北京自然向导科普传
播中心的董鹏表示，人们走近自然，
欣赏自然的美丽、生物的神奇，便需
要尊重、理解各种生物的生存方式，
让大自然以其自有的节奏生息。

然而，并不是所有走近自然的

人，都懂得科学、理性地表达对自然
的热爱。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连
续两年举办夏夜寻找萤火虫亲子活
动。每次活动提供的 10 个家庭名额
总是供不应求。除了知识讲解，工作
人员会允许参与者在限定的范围内，
适当捕捉萤火虫，待观察后放飞。在
老师的倡议下，孩子们也能自觉不使
用闪光灯拍照。

不过，西溪湿地生态研究中心副
主任蒋跃平回忆，现场一些没有接受
讲解宣传的游客便不能自觉做到这
些。他们惊叹于难得一见的萤火虫
美景，免不了要捉一些带回家。

“没有足够的认知，只凭着想象中
的美好和一腔热情，表达自己对自然的
热爱，无异于叶公好龙。”果壳网科学
编辑曹睿认为，这无助于保护自然。

◆本报记者陈妍凌

“生活需要自然的美丽。久在
城市生活的人更需要填补这份美
丽的空虚。所以，萤火虫展览、马
戏团表演等常常获得高人气。”董
鹏说。

一些环保人士分析，都市人之
所以蜂拥参观萤火虫展，主要有 4
个原因。一是展览满足公众的猎
奇心理，能见到平日城里难觅的萤

火虫；二是萤火虫被赋予文化内
涵，并寄托了人们的浪漫想象；三
是观赏门槛低，相对于观鸟所需的
望远镜、图鉴、专业向导等，观赏萤火
虫容易得多；四是区位便利，市民可
轻松到达，不用长途跋涉到郊野。

然而，这种将大量生物人为地
植入城市的做法，于生态可持续发
展并无助益。那么，叫停了这类展
演，公众对自然的好奇心又该何处
安放？

编者按

跋涉千里 稀客“光”临？

这个夏天，一群群城市稀客——萤火虫
跋涉千里，扑闪着微光，被送进城参展，引发
了萤火虫展存废之争。

这个夏天，一批批来自城市的稀客跋涉
千里，怀揣着好奇，奔赴山涧郊野，共一场与
萤火微光的昔年之约。

不同的地点，易位的主客，两种自然观察
中相通的是都市人对大自然的好奇心。

那么，怎样引导人们将好奇转化为对自
然的保护和敬畏之心？在向萤火虫展说“不”
之后，人们的好奇心又将何处安放？

暑假里很多大人、孩子参加生态体验活动，感受山水情趣

对大自然，亲近但不要占有
◆本报记者陈妍凌

自 然 体 验 营 、生 态 夏 令 营 、乡
土 游 学 营 …… 这 个 暑 假 ，走 出 城
市、亲近自然的活动让家长们挑花

了眼。
相对于报名参加专业机构组织

的生态体验活动，更多家长选择带孩
子出游，饱览山水。只是，诸多疑问
也随之而来。

对自然的好奇心催生出强烈的
占有欲，并非环保人士所乐见。他们
努力通过环境教育，引导公众产生对
环境的敬畏之心。

一方面是增强公众感性体验。
例如，在面向未成年人的环境教育
中，萤火虫创绿坊创始人李蔚坚持

“自然教育从感性体验开始”的原则，
致力开展野外环境观察活动，让孩子
在自然中有所感悟，进而产生感情。

“这是环境意识形成的基础。”
董鹏也认为，心灵的震撼共鸣非

常重要，孩子正处于世界观形成的阶
段，应当加以引导。

另一方面是强化科学认知。以

捕捉萤火虫为例，很多人并不知道萤
火虫有多脆弱，也不知道萤火虫在生
态系统中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更
不知道大量捕捉萤火虫可能对生态
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因此，曹睿认为，与其指责捕虫
者，不如从根本上增强人们对自然的
了解，使之明白大自然各种生物之间环
环相扣、缺一不 可 ，进 而 敬 畏 自 然 。
此外，对野生生物的科学采集并不会
破坏生态系统，而要把握科学采集的

“度”，也需要充足的知识做支撑。
令自然向导陈云欣慰的是，环境

教育的社会接纳度越来越高，环境教
育产品也更有创意，更符合社会需求。

何处安放自然好奇心？

“野外观察，关注的不仅是生
物，更是它们的生存环境。”李蔚说。

持相同看法的蒋跃平在寻找
萤火虫主题活动中，会着重讲解植
被、水质、光线等因素对萤火虫繁
衍的影响。他坦言，西溪湿地建设
之初萤火虫并不多见，但随着近年
湿地生态的改善，萤火虫的数量越
来越多。

不过，这种观察虽然直观、生
动，却并不适合所有人。一方面，
不少人不愿长途跋涉到郊外。例
如，今年情人节，上海“鸟哨”志愿
者保护队曾组织年轻情侣到郊外
观鸟。然而效果并不如人意，不少
报名者由于不愿奔波最终并未成
行。另一方面，大量访客涌向郊外
对自然也未必是件好事。

让萤火虫点亮孩子梦想

到野外开展自然观察

开发身边的自然观察活动

1方案

2方案

“自然教育应该从身边做起，
从容易观察的做起。”董鹏建议，人
们不妨为自己建立一个自然观察
档案，不追求发现生物的数量，而
注重观察生物的生活方式，为快节
奏的生活增添乐趣。例如，麻雀如
何筑巢；喜鹊如何育雏；门前的空
地不同季节有哪些开花植物；春天
最先出现的是哪种昆虫等。

李蔚也主张开发更多城市里
的自然活动，让人们养成观察自然
的习惯，使之与野外自然观察相互

补充。
多年组织野外昆虫观察的陈

云发现，不少孩子对昆虫名字如数
家珍，却对身边昆虫视而不见。对
此，他正在制定昆虫观察员计划，
在学校或社区尽可能设计营造一
些小角落，让孩子们观察角落里的
小生命。

热爱大自然需理性表达

从好奇到敬畏，催化剂是什么？

八方来音

校园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