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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尊重野象的行为，尊重自然迁徙规律。余下的就是做好预警机制，最大限度避免人象冲突。

记者｜吴　雪

最近，“野象旅行团”几乎“住”在了热搜上。

两群野象从老家——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勐养子保护区出发，开启了漫无目的的“迁徙之路”。一群

北上 500 多公里，大摇大摆一度逛到了昆明境内；一群南下滞

留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威胁着科学家 60 余年来

收集的 1300 多种珍稀濒危植物。

村民们不吝于一遍遍向来访者讲述大象进村的故事，网络

上也形成了一片“云吸象”的热潮，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是：

亚洲象是“出逃”还是“浪漫旅行”。在经历过 400 多公里的

迁徙后，也许这两个都不是野象内心真实的意愿。

网络上的声音渐渐从惊奇、调侃变得趋于理性。前段时间

还笑言“昆明欢迎你”的网友们，转眼就开始担忧起野象们的

冲突、安危与归宿，“它们为什么来到这里？”“野象还能回

家吗？”“野象的家又在何处？”

大众视角，看到的都是热闹一片，但热搜之下，各方专家

站出来从亚洲象行为学、栖息地适宜性、生态环境系统等方面

进行讨论，试图基于事实、科学的态度，从人与野生动物和谐

相处的角度思考，为全球野生动物提供“中国样本”。

“这是一次人与野生动物的友好对话，但作为中国样本还

应理性看待，在解决这一突发事件时，我们的工作强度是惊人的，

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目前还远没有到总结经验的时候。” 复

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

时表示。

王放说，作为一个野生动物研究者，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即公众在关注亚洲象这一事件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十几只野象

身上，应该非常努力地从事件背后，看到动物生存的普遍规律，

看到需要面对的挑战和解决的困难。更应该看到，“象丁”渐

旺背后的何以为家，绝不是亚洲象一种动物面临的烦恼。

大象，何以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