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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境内仍有不少大型野生动物，实属不易。近年来，随

着自然生态和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日益加大，在我国一些地区，

部分大型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呈现缓慢增长趋势，如云南的亚

洲象、新疆的雪豹、东北的东北虎，它们被人目击的次数越来

越多，有时也会闯入人居环境，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在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部分西方媒体常常带

有偏见。”何鑫表示，但一个事实是，欧洲的大型野生动物已

几乎绝迹，北美的大型野生动物在欧洲移民大量迁至后，也急

剧减少。因此，这次西方媒体之所以正面报道云南大象北上，

原因之一可能是通过对比，发现没有资格对中国有关部门的应

对举措“说三道四”。

透过象群，中国形象得以浮现。中国人生态保护意识的自

然流露，以及理性自觉的行动反应，成为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的

有力诠释，也向世界传递出一种庄严的态度：保护动物和自然

生态，中国愿意付出真诚与成本。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从事生物专业保护 20 多

年。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解焱表示，在这次大象北迁

事件中几乎所有外媒态度都是蛮正面的，没有出现类似之前的

“双标”报道。

“过去在很多外国人印象中还是觉得中国吃野生动物是挺

大的一个问题，觉得中国人什么都吃，但这次大象事件真正让

他们体会到现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中国人是很爱护这些动物，

也能够和它们和谐地相处。”解焱进一步说明，“北迁的大象

对于世界了解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而我们的处理方

法也让全世界知道中国在生态文明，以及在人与自然和谐方面，

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世界非常前列的状况，让世界看到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转变大家过去对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的很多偏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

解焱还提到，在这次整个报道过程当中，使用了各种技术

手段，也让大家知道中国实际上在野生动物监测方面，技术手

段是非常先进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人们看到，约 500 公里的北上途中，政

府部门一路监控、投食，确保至今未出现严重的“人象冲突”，

让象群在一个相对友好的环境中悠然迁移，民众也展现出积极

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这或许也是外媒正面报道云南象群北上

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记得无人机最近拍摄到的一组大象睡觉的画面，让世界

看到了中国大象享受到的友好环境——这些大象都平躺在地上，

酣然入梦，场面十分温馨。动物专家表示，大型食草动物有时

会“躺平”睡觉，但是在野外并不常见，它们通常会选择在站

立时短暂休息。北上象群出现集体躺下睡觉的情况，说明它们

安全感较强，一路上几乎没有受到人类的过度干扰，更没有受

到人类的攻击。

通过国内外的报道，更多人看到了中国为保护野生动物所

付出的努力，外界头脑中抽象的中国形象变得具体而鲜活，不

少外国网友发出了“真不错”“感谢中国”的赞叹。

不再流浪的未来

对大象来说，这其实不是一趟轻松之旅。

近千年以来，野生亚洲象从未出现在如此遥远的“北方”。

没错，因为对生活在热带雨林的亚洲象来说，昆明已经能算是“极

北之地”了。就算把这次旅途放在野生动物研究史中，也是十

分罕见而反常的行为。

“断鼻家族”何时能够回家牵动着全世界的心。但事实上，

几乎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每一只大象，都面临同一个残酷的问题：

何以为家？

资料显示，在亚非两洲，每天有一百头大象遭到猎杀。仅

半个世纪，人类就让大象的数量减少了 90%。

在《南方周末》的报道里，一位专家如此描述这段北上之

路：“对大象是悲剧，对没日没夜守着大象的人来说也是悲剧。

自然界中，没有一个物种想毅然决然地离开故土。”

事实确实如此。迁移是动物世界里最基本也最常见的行为，

　　在西双版纳，自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了一些生态补偿，到2009年已经有商业
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