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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虎是大自然的杰作之一，是亚洲特有的肉食动物。
它优雅美丽，神秘而凶猛，曾经在广袤的亚洲有过广泛分布。
这种令人敬畏的动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
但是，这一产生于100多万年前的物种在今天却面临消失的困境。
世界上的虎只有一个种，仅分布于亚洲。
由于分布地区十分辽阔，因此虎在体型、色彩、斑纹上依栖息地不同而产生差异，故学者将虎分为8
个亚种，并以分布区而冠名：东北虎(西伯利亚虎)、华南虎、里海虎、孟加拉虎、印支虎、苏门达腊
虎、爪哇虎、巴厘虎。
而目前，里海虎、爪哇虎、巴厘虎已绝种，其余的5个亚种也十分濒危。
历史上中国分布有5个虎亚种，即东北虎、华南虎、孟加拉虎、印支虎和里海虎。
它们曾经分布在西起新疆、东至沿海诸省、北接中俄边界、南抵海南的广大区域内，其分布区占中国
国土面积一半以上。
中国虎诸亚种在世界虎变迁史上具有典型性。
中国牧业和农业文明历史悠久，早期沿江河平原的古代牧业和农业活动导致了虎生存环境的改变，迫
使其从水源丰富、植被茂盛的江河湖沼草丛和平原林区消失。
近百年来，现存各个虎亚种的个体发现及分布区信息基本上来自山地林区，以至人们误以为虎是典型
的山地物种。
近代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森林的开发和狩猎等经济活动的增强，对已退缩至山地林区的虎造成
更大的影响，其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进一步减少。
中国不仅是虎的起源地，而且也是虎的分化中心和虎亚种最多的国家。
在中国古代。
虎这种威猛的大型猫科动物被人们称为“兽中之王”。
《风俗通义》中说：“虎，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所以，在古代文学中以白虎和青龙、朱雀、玄武4种图像，象征东、南、西、北4个方位。
虎是神的化身，而且被赋予人性的美德与智慧，在人们心中，它既是神兽，也是义兽。
此外，老虎除了是一个自然物种外，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常被视为权力和制度的象征。
威严凶猛无比，成为古代文学艺术描绘的对象，这充分体现了虎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和虎文化对世人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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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虎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通过自己的捕食活动也推动着整个生物链的运转和众多动物的进化和演变。
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生态的平衡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和促进。

虎是典型的山地林栖动物。
在南方的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至北方的落叶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都能很好地生活。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虎种群数量的多少可反映出生态系统是否平衡。
哪里有虎存在，就表明那个地方还有完整的生态系统。

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对虎的恐惧，人们把它们置于自己利益的对立面。
加以持续的、大规模的捕杀。
于是当岁月之轮转到今天，我们才蓦然发现，虎这种充满魅力的动物正离我们而去。
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后代将只能在图片和文字中认识和领略虎的神采了。

在2010年这个中国传统的虎年，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昔日的王者所面临的困窘与危险。
在所有8个亚种中，有3个已经消失了，其余的距离灭绝也并不遥远，尤其是华南虎，我们在野外已多
年未见其身影。
而在人类社会中，尽管虎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但人们在贴虎年画、戴虎头帽、穿虎
头靴、吃老虎馍等等传统行为之外，似乎并没有充分了解到野生虎命运的不确定性和拯救虎的工作所
面临的紧迫感。
有鉴于此，我们经过长期的调查和推动。
在诸多科学家和有责任感的社会组织的帮助之下，出版了《与虎同行》。

这本书可以引领读者走进虎的世界，感受它们纯净的心灵，了解它们种种行为所传递的信息。
它不仅介绍了传承至今的灿烂虎文化，也记录了虎在自然界神秘的生存状态，以及为了拯救这种美丽
的动物，中国和世界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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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人类从愚昧中醒来，在智慧的第一道曙光的引领之下改造自然的时候，他们见识到了自然的
神秘与伟大，不自觉地向造物主以及其他自然实体下跪朝拜。
虎的勇猛也让他们印象深刻，以至于“谈虎色变”，于是在许多部落中，这种具有强大力量和权威的
猛兽成为了图腾。
人们向它进贡膜拜，希望这只神兽保护这些脆弱的人们，而不去计较也无法计较虎在现实中对人类的
生命安全构成的威胁和伤害。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智慧不断突破以前的限制，一次又一次发展到新的境界。
随着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对于虎的伤害的应对能力大大提高，虎图腾崇拜
观念渐转淡薄，而虎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则凸显了出来，彷佛是个历史的玩笑，在不知不觉中，虎的角
色由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转而变成了人类的敌人。
同时，随着人类智慧与科学的不断发展，虎的某些部位、器官及各种虎产品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尤其是
药用)和作用逐渐被人类发掘，并越来越全面地得到利用，也促使人们开始猎杀老虎。
于是，基于维护生命安全和利用虎产品的目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人虎大战爆发，并不断延续，最终导
致了虎种群的濒临灭绝。
在中国三四千年前的原始文字记录中，就有人们猎虎的事件的记载。
殷商时期，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所记载的猎物中就有虎。
春秋战国时期，虎吃人已经是人们熟知之事。
《礼记·檀弓下》中著名的“苛政猛于虎”故事便记录了“泰山侧”有虎连吃3人的惨事。
而“子路杀虎”的掌故，更充分体现出当时不但士人杀虎已很普遍，甚至连杀虎所取部位都有了讲究
。
更有秦昭襄王时，以白虎为首的群虎在今陕西省中部、西南部和成都平原、四川省东部伤害千余人，
使得秦昭襄王重金招募杀虎者杀虎。
秦汉以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虎食人记录，伴随着出现的是越来越多的打虎故事。
西汉李广射虎、东汉法雄息虎狼之暴、刘昆崤黾驿道驱虎、宋均除虎、童恢捕虎、南朝张敬儿射虎等
打虎事件，不胜枚举。
自秦汉至元末明初，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呈曲线上升之势，虽然历经了一些战乱频仍的波折时段，但
在总体上，人口日益增多，生产力曰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
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生存需要和各种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人们不断开辟和利用新的土地和资源
。
森林山地以其蕴藏的丰富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等，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开发活动或个人生产
生活的新领地。
而这些地域正是虎的生活领地，人虎冲突逐渐升级，打虎事件增多，但这种猎杀也主要以偶然性、片
段性为主要特点，以个人打(猎)虎为主。
大量的打虎英雄故事的记载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对于虎种群的数量变化影响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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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国家地理·与虎同行》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与虎同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