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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想将大自然赠给每个人作为故乡　　大自然在呼唤——呼唤生态道德，呼唤我们回归，生态道
德的缺失，造成了我们生存环境的危机。
　　感谢大自然的召唤130多年在山野的跋涉中，她给予了我最生动、最深刻的生态道德教育，因而无
论是我在撰写大熊猫、相思鸟世界探险的长篇小说时，还是在描写野生动植物世界探险的奇遇中，都
努力宣扬生态道德的伟大，呼唤着生态道德在人们心间生根、发芽。
　　环境危机重压着世界已是不争的事实，人们都在纷纷追究其原因，并寻找拯救的办法。
环境危机实际上是生态危机，是我们生存的危机。
　　建设生态文明，中国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生态文明的建设，必然呼唤生态道德的树立、生态法律的完善，从根本上消解环境危机，保护、营造
良好的生态环境。
　　大自然养育了人类，但人们似乎愈来愈忘记了这一事实。
法律和道德是一切文明的支柱，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几千年来，我们已有了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法律、道德.却没有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的行为规范。
按《辞海》中“道德”的释文：“道德是一定社会调节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
范的总和。
”足以证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根本未纳入“道德”的范畴，生态道德缺失；或者说生态道德在这
之前，根本没有进入我们的观念。
忽视了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这一事实，给人类造成了重大的失误。
　　“生态”一词的出现，至今不过200多年的历史，而生态与人、与生存环境的紧密关联，在时间上
则是更近的事情。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然、认识人与自然、认识人与环境方面的重大失误，更加说
明了树立生态道德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如果不能在全社会牢固地树立生态道德的观念，就无法建设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
　　长期以来，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根本没有建立系统的行为规范，没有树立道德规范，
法律也严重滞后，因而对大自然进行了无情的掠夺；人类无视其他生命的权利，任意倾泻垃圾，滥用
没有预后评估和监测的新科技，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后果，从而受到大自然的严
厉惩罚。
直到危及到自身的生存时，人类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和生态道德的
重要性才得以突显。
强调生态道德，在于强调、突出它比之于其他道德的鲜明特点。
我们急需建立对于自然、环境应有的行为规范，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消解环境危机，建设人
与自然的和谐。
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
　　比较而言，树立生态道德比制定、完善生态法律，有其更为艰巨的一面。
法律是“由国家强制执行的行为规则”，而道德是公民应具有的修养、品质，带有自觉或自我约束的
性质。
当然，对法律的遵守，也是修养和道德的表现。
法律可以明令从哪一天开始执行或终止，但同样的方法却并不适用于道德。
比如某一行为并不违背法律，但却违背了道德。
生态道德在全社会的树立，是一项艰难而长期的任务，需要一个启蒙和培养的过程，需要全体公民的
参与和努力。
对一个人来说，甚至是终生的。
　　30多年来对大自然的考察，60多年的人生经历，使我逐渐深刻地认识到树立生态道德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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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我所描写的青山绿水，现在已有不少面目全非。
大片原始森林被砍伐了，很多小溪小河都已干涸。
　　记得1981年第一次到西部去，云南的滇池、四川的岷江和大渡河、若尔盖湿地⋯⋯美丽而壮阔的
景象，使我心潮澎湃。
现在，滇池已被污染，水变臭。
2007年10月，再去川西，所经岷江、大渡河流域，到处在建水电站，层层拦江垒坝。
在一个山村水电站工地，村民忧心忡忡地诉说：“大坝建成后，村前的小河将干涸，到哪去找吃的水
啊！
”这种只顾眼前利益，无序、愚蠢地改造自然，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已有显示。
我国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若尔盖（我国最美的湿地之一），泥炭层最深处曾达9米，它在雨季吸
水，在旱季溢水，1千克干泥炭可吸蓄8～12千克的水。
它是黄河上游的蓄水库，蓄水量相当于3个葛洲坝。
枯水季节，黄河水的30％（另说40％）是由这里补给的。
但从上个世纪开始挖沟沥水采掘泥炭，现在湿地已大面积退化为草原，沙化、鼠害严重。
最发人深省的是，在这里拍摄红军战士过草地的电影时，竟然无法找到深陷的沼泽，只好人工制造。
黄河屡屡断流，当然不足为怪了！
　　水是生命的源泉。
水的污染给整个生物链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使人类的健康、生命处于极不安全的状态。
中国五大淡水湖是长江中下游湖泊群的代表，号称“鱼米之乡”，是人口最为密集地区的生命线。
但只经历了短短20多年，其中的太湖、巢湖已是臭水，根本无法饮用。
其他的也都面临着湖面缩小、被污染等生态恶化的局面。
　　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水污染更是触目惊心。
　　自然养育了人类，可我们缺失了感恩之心，缺失了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妄自尊大，胡作非为。
当人类对自然缺失了道德，自然也会还之以10倍的惩罚！
　　正是大自然的呼唤，我曾立志要为祖国秀丽的山河谱写壮美的诗篇，但只是短短的二三十年，我
所描写的山川河流不少都已成为“历史”和“老照片”。
　　正是大自然的呼唤，让我冒着种种危险，艰难跋涉在野生动植物世界中探险。
无论是描写滇金丝猴、梅花鹿、黑叶猴或是红树林、大树杜鹃，都是为了歌颂生命的美丽，但是总也
避免不了目睹生命的悲壮——它们在人类的猎杀、压迫下苦苦挣扎。
就是每年要进行一次宏伟生育大迁徙的藏羚羊，还有给人类带来福祉的麝，以及在山野中呼唤爱的黑
麂⋯⋯都无可避免地遭受着厄运。
它们生存的空间，正被人类蚕食、掠夺。
　　这使我无限忧伤、愤怒，更加努力地呼唤生态道德的树立，也更寄希望于孩子。
　　正是大自然的生存状态恶化，激起了我决心在每篇作品之后写下后记，为过去，为未来，立此存
照。
　　30多年来，我响应了大自然的召唤。
她以真挚、纯朴、无比的热情，接纳了我这个跋涉者，我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无论是山川河流，还是野生动植物世界的生灵，都是我的朋友。
现在我将这些朋友介绍给读者，热切地希望大家都能倾听到它们的呼唤——　　热爱生命，尊重生命
，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保护环境⋯⋯这也是生态道德最基本的范畴。
　　我们来自自然，与自然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人类的初期对自然是顶礼膜拜的。
很多的部落，将动物的形象作为图腾。
我们的祖先，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曾有过很多智慧的表述，如“天人合一”“盘古开天辟地”的
创世纪之说等，至今仍是经典。
从世界教育史来看，对于自然的认识，一直是教育的最基本最经典的内容——讲述天体气象、山川河
流、森林和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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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生存的环境、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作为人生的启蒙，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上培植对生命的热爱
、对自然的感恩⋯⋯但这种优良的传统，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淡化或消
失。
城市钢筋水泥的建筑，活生生地切断了孩子们与自然的联系。
现在，城里的孩子不知稻、麦为何物已不是怪事，甚至连看到蚂蚁也会发出惊呼。
缺失生态道德的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自然失去了“自然”，更为可怕的是使孩子们失去了
自然。
　　我希望用大自然探险奇遇，还给所有人一个真实的大自然，激活人类曾有的记忆，接通与大自然
相连的血脉，接受生态道德的洗礼、启蒙；同时，启迪智慧的成长。
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请千万不要忘记，大自然也是知识之源，正是在不断探索自然的奥秘中，科学
技术才发展得辉煌灿烂。
　　道德是一个人的品质、修养和不朽的精神。
道德力量的伟大，犹如日月星辰。
我一直坚信，只有人们以生态道德修身济国，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花才会遍地开放。
　　因此，这套书取名为：大自然在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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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自然在召唤：和黑叶猴对话》选辑了作者多年来在大自然中探险的奇闻、奇遇：　　探索巴
音布鲁克天鹅故乡的神秘；　　在野象谷倾听迷失的“健将”从野象群返回的足音；　　观看东极日
出，经历地理之旅的奇妙；　　见证大雨滂沱中蘑菇世界的诡异；　　穿越怒江大峡谷的惊险；　　
揭示武夷山“鸟类王国”、“昆虫世界”之谜；　　惊叹黑叶猴在遭到入侵后巧妙返回家园的智慧；
　　当你响应大自然的呼唤，随着作者充满艰辛的步伐，结识了这些山野的朋友，揭开了大自然的种
种奥秘后，内心一定会充满震撼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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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先平，我国现代意义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被誉为“东方之子”。
 1938年11月22日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长临河西边湖村，这是巢湖边的一个美丽村庄。
父母早逝，在姨母的照顾下长大。
家境贫寒，少年时离家到兼营颜料的染坊当学徒，备受磨难。
在大哥刘先紫的帮助下脱离了学徒生活，考取中学。
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
教书10年。
之后做过文学杂志编辑、主编。
 195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是诗歌、散文，后涉足美学。
1963年停笔。
 他热爱大自然，尤喜探险。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参加对野生动物的考察，或独自在山野跋涉，30多年来足迹遍及中国的崇山峻岭
、沙漠戈壁和世界上部分国家和地区，历经各种危险和困难。
1978年恢复写作，致力于大自然文学。
198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云海探奇》，这是中国第一部描写在野生动物世界探险的长篇小说，热情地
颂扬了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得到了热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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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呼唤生态道德——我想将大自然赠给每个人作为故乡作家简介胭脂太阳迷失的大象斑鸠声声孟获
村险遇天麻沉水樟王东极日出喀纳斯湖探水怪天鹅的故乡救救胡杨林松鼠伴行武夷之谜给猴王照相的
惊险金黄的网伞世界穿越怒江大峡谷——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探险之一瑞香盛开在普拉河名——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探险之二巍巍秃杉王——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探险之三高黎贡山女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探险之四黑叶猴王国探险记约会?叶猴后记我的30年——跋涉在大自然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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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丽的西双版纳——皇冠上的一颗绿宝石。
　　这儿是植物王国，生长着闻歌起舞的小草、按时钟顺序开放的花朵、在粗壮树干上开花结果的奇
木⋯⋯它的土地面积仅为我国国土面积的千分二，却生长着4000多种高等植物。
在我国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名录中，有一半生存在这里。
茂密的热带雨林和复杂多变的崇山峻岭，形成了多样的生态环境。
　　这儿是遗传多样性的宝库，展示着众多古老植物发展、演化的历史。
从它们的身上，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千万年以前它们的原貌。
　　这儿是植物潜在变异的宝库，诞生植物新种的摇篮。
一个新的物种的意义在哪里？
至今还没有一位科学家能做出估量。
　　这儿是动物王国，生活着世界上最大的陆栖动物大象、最小的偶蹄动物鼷鹿、亚洲最大的偶蹄动
物野牛、人类近亲长臂猿、巨大嘴巴的犀鸟、娇小的花蜜鸟、鸡的祖先原鸡。
繁荣昌盛的热带雨林，给动物们构筑了良好的隐蔽地，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这儿将绚丽的热带风光、浓郁的多民族风情、喧嚣的动物世界、多彩的植物王国，自然而和谐地
融合为乐园。
　　5亿3000万年前的生物大爆发　　我已是第五次到云南了。
开头很顺。
近年，古生物学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我国科学家通过对云南澄江寒武纪化石进行研究，发现了
生物大爆发的确凿证据，从而有力地向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挑战，这对研究早期生命的意义是无法
估量的。
领导这项研究工作的，是首席科学家陈均远教授。
我曾去南京拜访他。
可是，他却远在考察澄江的野外。
　　我反复考虑怎样才能尽快找到他。
野外工作，萍踪漂泊。
然而到达昆明的当天，就和他联系上了，很兴奋。
匆匆忙忙往他那里赶。
尽管他在电话中说得很详细，还是费了一番周折，才在磷矿区找到了他的野外工作站。
只做了三言两语的相互介绍，就又行几十千米，到澄江帽天山，在第一块寒武纪生物新种化石发现地
考察。
陈教授身材瘦削，大个子，说话时轻声细语，滔滔不绝，但语言简练，只几句话，就将我们领人5
亿3000万年前的寒武纪。
讲怪诞虫、跨马虫、奇虾、云南虫等的发现，描绘出了那时物种的繁荣，已构筑了今天生物世界的框
架，让我领悟到生命进化的奥妙，自然而然地感到达尔文进化论无法涵盖的事实⋯⋯　　听陈教授的
讲解，是学习的享受，不仅知道了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的发生和意义，而且对云南这块土地上生物世界
的多样和神奇，有了历史的纵深和延续的理解。
　　但这之后，就很不顺了。
原定去玉龙雪山、高黎贡山的计划，因为种种尴尬的事，一再受阻，窝了一肚子的火还无处发泄，仅
仅一万多元的差旅费、宝贵的时间，就让我们感到沉重。
有人说我和李老师脑子有病，放弃舒适的生活，花钱找罪受。
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了西双版纳的。
　　刚见面，还未做相互介绍，保护区的老黄就说已安排好向导，领我们去野象出没的山谷。
　　这个好消息立即将十多天来笼罩在心头的烦躁一扫而光，乐得我和李老师像孩子一样，激动难耐
。
　　到热带雨林拜访大象，确是我多年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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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冥冥之中，老天总是不给我机会。
　　小刘说：“西双版纳的大象是最聪明、最圣洁的动物。
”文化大革命“时，它们出走邻国，邻国战火燃起，它们又迁回西双版纳，没有国界，只选择生态良
好的环境。
它们是和平的天使。
”　　1981年，第一次到西双版纳，因为刚发生一头大象被杀事件，象群向人类展开了狂暴的反击，
有数人死于非命。
没有一个人敢做向导。
　　1995年，刚到昆明，就听说去年有16头大象惨遭杀害，消息骇人听闻，再强烈的参观愿望也顷刻
化为乌有。
我没有想到幸运终于降临，激动中总夹杂着惴惴不安。
腿长在大象的身上，它要是想出走、游荡，谁也拦不住。
一再问胖乎乎的向导小刘，开头他只是憨憨地笑笑。
问急了，才说，你不相信这几年保护工作的成绩？
我倒是担心你们能不能吃下那份苦，有没有毅力挺得住。
　　到达勐养，已是下午两点多。
这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除了傣族，还有哈尼族和基洛族。
眼下是西双版纳的雨季，今天却是难得的好晴天，虽然时时有云飘荡，但阳光灿烂。
我们马不停蹄地向野象出没的山谷奔去。
　　翻过一个小山坡，我们进入一条山谷。
沿着淙淙作响的溪流上溯，沟谷挤满了野芋、芭蕉、竹类、各种大灌木，连路的影子也没有，只能寻
找植被稀疏的崖岸行走。
小刘在前面走得很谨慎，眼睛敏锐地扫视着丰富的植物世界，慢慢挪动脚步。
　　发觉身后的李老师向右边岸坡拐去。
她正将照相机对着树枝上挂着的一个窝；大约是角度不理想，她又向前走了几步，仍有旁边一棵伸来
的枝叶阻挡，看她伸手想去将那个树枝挪开，吓得我大叫一声：“别动。
”闪电般跑去将她拉开，可是已经迟了，窝里的主人已经出动⋯⋯回到原来的路上，她还嗫嗫嚅嚅地
说：“蚂蚁怎么跑到鸟窝里去了？
”“这是黄蚂蚁窝。
和蜂窝相像的是黑蚂蚁窝。
你看那外面用树叶、泥巴粘在一起，以为是鸟窝。
这里的蚂蚁可厉害了⋯⋯”“你故意吓唬人。
”小刘也赶回来了：“你们那里马蜂窝捅不得，这里蚂蚁窝也捅不得，捅了蚂蚁窝，能落你一身，无
孔不入，死命叮咬，唯一的办法是跳到水里去。
”“蚂蚁在树上做窝？
”“这里是热带雨林，西双版纳。
”李老师这才心有余悸地涨红了脸。
　　小刘告诉李老师，蚂蚁蛋可是美味，雪白的，如珍珠一样，油煎、凉拌都妙，还说这个窝里最少
有一盏子蚂蚁蛋。
　　再一次重复了进山之前的告诫，小刘强调：发现大象时，千万不能惊呼，千万不能有让它感到受
威胁的动作；即使是在保护区内，野象受惊后，仍然会做出反应，被大象追赶绝不是好玩的。
走路时，要看清有无毒蛇、巨蟒。
还有，在用手拨开前面的枝、叶、草时，最好用胳膊，尽量不要用手，有些植物毒性大，碰到了像电
灼一样疼，不仅仅只有火树麻，还有很多有刺的，长绒毛的⋯⋯　　左前方突然传来异样声，小刘向
我们做了个暂停的动作。
他悄悄地向前。
声音似在溪的对岸，他伸长了脖子还踮起了脚，大约仍无法看清，又向岸坡上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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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样声时断时续：难道是大象？
我也迅速向岸坡上移动。
视线中，对岸林内有片小的草地，异样声好像就从那里发出的。
但有一角被枝叶挡住，再往上走两步，又转了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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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和黑叶猴对话》是一部大自然探险经典作品！
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荣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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