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又一只大鸟！”宋晔指着
天空上的黑点，举起挂在胸前的
望远镜，脱口而出，“是猎隼，这在
野生动物里很少见。”紧接着，他
又拿起相机拍摄起来。

宋 晔 ，是 一 个 有 想 法 的 80
后，他是猛禽迁徙监测项目的执
行人，也是鹞之飞羽生态监测工
作室的负责人。

很 多 人 并 不 知 道 ，北 京 其
实 是 全 中 国 、乃 至 全 亚 洲 最 佳
的 猛 禽 迁 徙 观 测 点 之 一 ，记 录
在案的鸟类大约有 400 余种，迁
徙 过 境 的 猛 禽 类 别 约 有 40 多
种。

宋 晔 介 绍 ，每 年 春 秋 两 季 ，
鹰、隼等猛禽南北迁徙，上千只猛
禽会从北京经过，形成了北京山
林里的“鹰道”。

出于对动物的喜爱，自 2009
年加入观鸟队伍后，宋晔便一发
不 可 收 拾 ，在 2012 年 秋 天 成 立
了 鹞 之 飞 羽 生 态 监 测 工 作 室 ，
开 始 了 每 天 不 少 于 8 小 时 的 不
间断监测。他们在湖边、湿地、
山顶等鸟类栖息地，对鸟类进行
长期观察。

通过猛禽迁徙监测项目，宋
晔凝聚了一批有能力、有意愿的
监测志愿者，掌握了京郊重要鸟
类迁徙路线上过境猛禽的大量
数据。这些监测数据也被北大
自 然 保 护 和 社 会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北 京 野 生 动 物 救 助 中 心 等
科 研 单 位 所 采 用 。 此 外 ，他 们
也累积了大量高质量的猛禽影像
资料，这为猛禽的研究和保护积
累了知识基础。

我国特有的豹亚种华北豹经
历过上世纪的大量屠杀后数量骤
减 ，如 今 被 列 为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动
物。一群执着而专注的自然爱好
者在 2011 年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
保护联盟，想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挽
救“大猫”的灭绝命运。

创始人宋大昭出生在大山里，
曾经是 IT 行业从业者。出于对自
然和大猫的热爱，他放弃了收入不
菲的工作，开始坚守在太行山的深
林之中，通过科学考察、红外相机
拍摄等方式，与山西等地保护区合
作进行野外调查和监测，科学评估
华北豹及其猎物的种群和栖息地，
倡导公众和国家提高对华北豹的
重视程度和保护力度。

与他一道“潜伏”在深林之中
的，还有曾常年在东北从事东北虎

和远东豹研究的冯利民博士、在新
疆游历了数年的蒋进原、对野生动
物保护有着巨大热情的“黑鹳”万
绍平以及明子、猫小昭等人。

对于猫盟的成员来说，他们乐
意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每
年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会守在山林
里。尽管物质条件非常艰苦，但是
我们由衷地快乐。”与荒野为伴，默
默守护着他们喜欢的动物，对于他
们这些对自然发自内心热爱的人
来说，就是最好的生活。

如今，猫盟长期关注包括华北
豹在内的 12 种中国境内的猫科动
物。团队设计师制作了大量精美
的 猫 科 动 物 周 边 产 品 以 助 其 宣
传。在长期的野外监测中，猫盟也
累积了大量生动有趣的自然影像
素材。

◆本报记者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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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北京山林“鹰道”

鹞之飞羽

污染受害者变成环境守护者，
“绿色江南”团队创始人方应君既有
激情，又不乏策略。

方应君曾是一名工业污染受害
者，却在漫漫维权路上开始关心和
思 考 环 境 污 染 对 家 园 造 成 的 破
坏，并意识到环境问题的解决，需
要依靠专业机构科学、客观、理性
地 去 推 动 公 众 关 注 和 参 与 。 于
是，他个人出资创办了一家专门做
企业污染调研的公益机构——绿色
江南。

绿色江南致力于对太湖流域的
污染企业进行监督与排查，通过公
众关注倒逼污染企业整改和修复环
境。他策划过以改善太湖水环境，
促进民众饮用水健康为核心的系列
项目——生命湖沿岸环境调研。运
用科学方法实地调查太湖沿岸的工

业、农业分布情况，对其分布进行细
化，及时提醒公众与政府部门做好
预防措施。

同 时 ，方 应 君 还 推 动 地 方
NGO、媒体资源合作，对太湖流域
苏州地区的企业进行监督与排查。
通过与政府合作对污染企业进行监
督，许多企业在环境方面有了良好
的表现。

2013 年，以绿色江南、公众环
境研究中心等为主的 5 家环保组织
共同发布《谁在污染太湖流域？》调
研报告，方应君等人经过长达 7 个
月的调查，发现太湖流域的数十家
企业违法排污，某些重金属超标近
200 倍，产生的“牛奶河”严重威胁
附近居民健康。通过监督，他和同
道人士推动几家品牌企业出资上亿
元改善太湖环境。

寻回江南韵味

绿色江南

管动物的事就是管人的事

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简称“它基
金”）理事长张越常在公开场合讲动物与人，以至
于大家都知道了她的一句名言——管动物的事
情就是管人的事情。这当然局限了大家所认知
的张越对动物问题的理解。2015 年 11 月底，福
特汽车环保奖 15 周年公开课演讲现场，她主讲
的话题是“动物、环境、人”，其中的一句同样让人
记忆深刻——动物问题从来不是单一问题，它一
定同时是环境问题，是人类问题，是社会问题。

张越的演讲开门见山。主持人刚介绍完，
她便走到台前，连寒 暄 都 没 有 就 开 始 了 演 讲 。
它基金传播主管陆萍说，关于动物保护，张越
有 太 多 想 法 要 传 达 给 大 家 ，这 就 是她的性格，
直来直往。

接下来，张越讲了她几天前获准进入肯尼亚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局 罚 没 象 牙 仓 库 的 见 闻 和 体
会 。 132 吨 象 牙 像 小 山 一 样 堆 满 了 整 整 两 个
仓 库 ，这 些 象 牙 来 自 1.2 万 ~1.3 万 只 大 象 。 张
越 担 忧 ，按 这 样 的 速 度 ，非 洲 象 将 在 未来 10~
15年消失。

她想向公众传达的，是大象盗猎并不像人们
想象的数量剧减那么单纯，还会同时引发一系
列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大象是草原上的“清
道 夫 ”，食 荆 棘 。 如 果 大 象 消 失 了 ，森 林 和 草
原 就 会 荆 棘 丛 生 ，那 片 土 地就 会 无 法 放 牧 。
还 不 仅 如 此 ，象 牙 消 费 的 增 加 还 会 滋 养 盗 猎
者，使他们有能力购买先进武器进行大屠杀，
不 仅 祸 害 野 生 动 物 ，而 且 对 当 地 的 社 会 环 境
造成危害。

“这是一个动物、环境、人类生存相互影响的
链条。”张越说。这样的演讲，陆萍每次都会在现
场听，每次听都还是会被吸引，因为张越会把自
己的观察、思考融入到演讲当中。就像这次演
讲，当陆萍告诉张越时，她如往常一样爽快地答
应了，“她这人基本上没什么要求，都是我们对她
有要求。”张越总说，只要涉及动物及环境的话
题，她随时待命。只要有时间，肯定会积极参
与。演讲当天，张越提前半个多小时来到现场，
静静地坐在台下聆听等待。

它基金十几个理事中，张越是参与度最高的
一个。除了理事会，它基金与其他组织的合作、
启动仪式、公开演讲等，基本都由张越来抛头露
面。这不仅因为“金话筒奖”获得者、著名节目主
持人的身份，张越有她的公益影响在，而且还因

为 她 对 动 物 保 护 一 份 特 殊 的
情意。

拓荒不毛之地

张越关注 环 境 议 题 比 关
注 动 物 议 题 早 。 这 要 追 溯 到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当 时 她 周 围
有 不 少 朋 友 是 自 然 之 友 的 会
员 ，比 如 同 事 敬 一 丹 。 自 然
之友组织活动时，张越也会录
一段视频加以支持。

反倒是动物保护的事，张
越 是 后 来 才 投 入 更 多 关 注
的 。 2004 年 ，还 是《半 边 天》
主 持 人 的 张 越 前 往 北 京 郊 区
一 个 流 浪 动 物 收 容 站 采访，
看到脑袋被人钉进钉子、全身
被泼了硫酸的狗，被捅瞎双眼

甚至被儿童掰碎四肢的猫……满院子都是遭受
虐待的动物。张越第一次被动物的事刺激了，

“怎么还会有人干这种事啊？你们应该报警啊。”
没想到，大家跟她说，您可真天真，这个没

人管。
真 的 没 人 管 。 她 吃 惊 地 发 现 ，中 国 没 有

“动物保护法”，也没有“反虐待动物法”，只有
一 部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出 台 的《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如 今 已 严 重 滞 后 ，亟 待 修 订 。 之 前 张 越
涉 足 过 妇 女 、儿 童 、大 学 生 等 多 个 领 域 的 公
益，哪个领域都没像动物领域这么惨烈，完全
没规则和彻底的没人管。

“那我们就做没人管的吧，做不毛之地的拓
荒者。”从那个时候开始，张越 对 动 物 处 境 的 新
闻 特 别 关 注 ，她 还 主 动 找 到 央 视 做 公 益 新 闻
的 同 事 探 讨 如 何 报 道 ，发 现 大 家 在 报 道 时 遇
到 了 同 样 的 困 惑 —— 不 明 白 。 于 是 ，张 越 反
思“咱们至少先教育自己。自己不明白，怎么
跟公众说呀。”

2009 年 ，张 越 与 同 事 组 织 了 一 个 动 物 主
题 的 沙 龙 ，往 各 报 社 、杂 志 社 、网 络 电 台 发 邮
件 ，说 明 沙 龙 的 主 题 、时 间 和 地 点 。 沙 龙 现
场，来了几十家不同媒体的记者。后来，这个
沙 龙 取 名“ 中 国 动 物 保 护 记 者 沙 龙 ”，并 形 成
了 每 月 一 次 的 惯 例 。 每 次 沙 龙 ，都 会 针 对 当
月最著名的动物新闻，寻找相关的律师、伦理
学家、心理学家或志愿者等人士，从不同领域
加 以 解 读 与 分 析 ，让 记 者 明 白 关 于 这 类 事 件
的 是 非 与 规 矩 。 他 们 探 讨 过 动 物 园 饿 死 老
虎、用屁股坐死兔子、伴侣动物、表演动物、动
物 虐 待 等 问 题 ，开 始 意 识 到 这 个 领 域 的 问 题
还真不是动物处境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她 还 养 了 一 只 患 有 严 重 抑 郁 症 的 流 浪 狗
“ 丢 丢 ”。 通 过 对 丢 丢 的 收 养 ，张 越 开 始 学 着
接受生活的变化，学着有耐心处理各种琐碎，
学着按时按点遛狗，生活有规律，学着不仅仅
高 喊 爱 心 ，而 是 为 了 心 中 一 点 儿 善 意 负 起 非
常具体的责任。

一不留神做了第一

随着动物保护沙龙探讨内容和深度的不断
拓展，参与其中的记者们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不
少成绩。

2009 年，新版《三国》导演高希希发表了一
番“炫耀性”的言论。他在采访中描述剧作如何
鸿篇巨制时说：“我们的马在拍戏中一共牺牲了
六匹，疯了八匹，连马都受不住了，你想想大概是
什么样的一个战争场面吧。”

此言一出，引来全国动物保护者的谴责，张
越也站出来公开抗议。动保沙龙的记者们也对
此话题穷追猛打，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
是绝对不允许的，是违法的。很多动物表演可以
用特技呈现，不需要真的去虐待动物，要保护表
演动物的权益。

《三国》剧组马上联系动保沙龙，解释不是
“故意伤害马匹”。最后双方进行了座谈，联合发
出“影视剧拍摄中不再虐待动物”的倡议。这次
良性互动获得当时的国家广电总局表扬，也给了
张越他们很大的鼓励。但是，张越和同行们也意
识到，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动物的个案救助
很不现实，没有时间。

他们认为，最根本、最迫切的动物保护措施
是进行立法。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都有动物保
护法和反虐待动物法，而在中国是空白。张越觉
得，可以利用媒体人的优势，宣传理念，利用职业
平台普及动物保护的理念和知识。

于是，2010 年，张越和动物保护沙龙的一群
记者筹备成立它基金，致力于立法建设和中国动
物保护理念与文明的进程。

没想到，一不留神，张越他们就做了“中国第
一”——它基金是大陆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专
注动物保护的基金会。

提起这个第一，张越一点都不开心。“这么重
要的事情早该有人做，但可悲的是我们是第一
家，而且是唯一的一家。”张越认为我国在动物保
护这方面的工作，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很
落后。

这样的落后、空白意味着艰难。一开始，张
越的动物保护之旅甚至采取了一些“傻傻”的
方式。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最低限度的非公募
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 200 万元，而且必须为
到账货币资金。面对巨额的注册资金，众人都有
些束手无策。有人建议去成都试试，因为当时那
里将举办一个企业家年会。

那天下了班，张越他们直奔机场赶赴成都。
趁着企业家们散会的时候，张越带着一群披头散
发、浑身异味的央视记者，在五星级酒店里四处

“堵截”马云、刘永好等企业家，各自拉住一个，激
情澎湃地介绍动物保护的理念、项目以及募资请
求。“我们就跟人家说这个事业特别好，你一定要
捐款、一定要帮助什么的，说了一大堆。我拉住

的是刘永好。”
“给钱了么？”记者问。
“没给。”提及往事，张越哈哈大笑，“当然，企

业家们都认真、客气，听完了计划，乐呵呵地说
‘很好，很有意义，我们考虑一下’。之后就离开
了，谁也没给钱。”

现在，这样的情况当然不会再出现，但一开
始，为了它基金，张越这些没有做过公益组织的
人，就是采用这么傻的方式。

悲观之上的乐观主义者

这些年来，张越听过很多质疑，最多的就是
“人的事还管不过来呢，你为什么管动物”、“你们
说猫狗不许吃，那鸡鸭怎么可以吃，有本事就什
么肉都别吃”、“你吃粮食不吃，吃菜不吃，植物不
是生命吗？都有生命啊。所以你们做动物保护
的，全是伪善。”很多反对者给她贴上了“狗粉”、

“神经病”的标签。她就像一个行走在荒漠中的
人，忍受着人性的罪恶，还承受着孤独和责难。

但是，张越现在还肯坚持留在动物保护领
域，就是因为还相信人性善良和良知的存在。她
说，尽管中国人是象牙消费的主要群体，但调查
结果显示，80%左右的中国人不知道用象牙会杀
死大象，70%以上的人说如果知道象牙是通过杀
死大象获得的，不会购买象牙制品。

前几日在非洲，她还遇到了一个让她感动的
中国小伙子。他复旦大学毕业，哥伦比亚大学研
究生，毕业后没有找工作，反而来做反象牙贸易
的志愿者，与国际组织、当地警方合作进行钓鱼
执法。工作非常危险，但他做的投入而且无悔。

“我们做动物保护的传播，一定是基于人是
有良知的这样一个原点，相信传播会带来改变。
如果这个基本理念不建立，我们的工作就做不下
去了。”张越说，“我是建立在悲观主义之上的乐
观主义者。”

这些年来，张越度过了很多黑暗与不易。她
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恨这个世界。它基金成员彼
此间有一个约定：谁干到对人性失望就退出。但
是，张越至今没有萌生过退出之意。因为悲观是
现状，乐观是力量。有足够的修养、修为和力量
的人，会在绝望之上，重新建立信心。

“我希望我没看见，从一开始不知道这件事，
我会比现在过得好很多，可如果知道了、看见了
还不管，我不忍心。”张越觉得这是命运把她安排
到 局 里 来 ，她 甚 至 觉 得 自 己 能 够 预 见 未 来 的
境遇。

两百多年前，英国议员威廉·威伯福斯提出
废除黑奴贸易、反对虐待动物、保护囚犯利益等
主张，“他第一次演讲是被轰下去的，一系列的提
案都被嘲笑。”

为 此 ，威 伯 福 斯 一 度 被 视 为“出 卖 国 家 利
益”，因为黑奴贸易当时是英国最大的一项国家
贸易。他只能不停地演讲、劝说，争取更多人的
支持。他的执着让英国逐渐出现了废奴小组、反
虐待动物小组，志愿者们开始集资做动物保护，
比如他们拉着一匹马在上坡的地方等着，看到老
马拉车的、受伤了还被鞭打的，他们就赶快过去
把自己的马套上，帮着一起推车上坡。

威伯福斯去世之前，英国宣布废除黑奴贸
易，《反虐待动物法》和民间反虐待组织也得到维
多利亚女王赐予的皇家组织称号。“最开始那个
人是最难的，这个政治家就是历尽一生来完成这
些工作。”

“你会像他一样，哪怕几十年也会坚持吗？”
张越说：“我会一直尽我的能力做下去。”她

觉得，中国很少有人了解动物保护，可总要有人
说话吧？她曾引用印度领袖甘地的一句话来表
述自己的理念：一个国家的伟大程度和道德进步
的标准，可以用如何对待动物来衡量。

张越：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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