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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峰

摘要：无论是亚洲象放归还是建设国家公园，矛盾还是存在于人类和动物的栖息环境

中。要停止错误的文化传播，不再训练野象为人类表演，而是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新文化。对于科普教育，并不需要依赖动物表演来增加对自然的认知，可以通过如

图书、照片、直播、视频、虚拟现实等手段，提高人与动物之间的认知。自然教育无

处不在，只要确立生态文明思想，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进行个人改变，就能在

根本上改变认知体系，保护人类的栖息地，引领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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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峰.自然教育正确打开方式之一：保护大象就是保护人类栖息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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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人类栖息地守望者，我们

保护鸟是因为那些鸟是人类栖息地

的指针，物种是最重要的。这些动物

是人类栖息地的一部分，是绿水青山，

你想看它的表演，这不行的。

首先要重建绿水青山，笔者已经

提过建议，要把云南的相当一部分的

保护区，不只是大象的保护区进行恢

复，同时构建保护区之间的生态廊道，

辅之现代的技术的监测和支持，一些

困难和挑战都是可以克服的，这是绿

水青山重构的一部分。笔者曾经看一

些传统的照片，云南大象在街道村镇

里穿行，大象和人和谐共生，不是没

有过，当然现在的情况跟当时也不完

全一样。

不管是建设国家公园也好，还是

亚洲象的野放也好，现在所面对的栖

息环境里的人地矛盾，是很客观的一

个事情。如果说大象的栖息地都变成

人类的生产用地，肯定是对亚洲象既

有的生态生存环境或者生存条件的

一个破坏。

云南有很多的自然保护区，我们

只需要去通过生态廊道，通过野化，

扩大它们的生存空间，实现绿水青山

的恢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停止

错误的文化传播，训练野象，让野象

为人类表演。我们要传递的新的文化

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应该

通过野放大象一家，让全中国乃至全

世界的青年人知道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才是正确的。

人和动物之间确实需要有更多的

认知，包括我们所说的科普。为了增

加人和动物的认知，除了进行科学研

究以外，作为普通大众来说，我们可

以通过图书、照片、直播、视频、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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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有技术和手段来开展自然科普

教育，孩子们可以走到自然当中，去

观察动物，完全不用依赖动物表演这

种方式，而很多大象表演，通过让大

象倒立这种方式吸引游客的驻足观

看，这本身就是违反生态文明思想的

方式。通过让大象或者其他的海洋动

物去模拟人类的行为，它其实是满足

了人类的一种潜在的优越感。我们要

正确的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

组织北京、天津的小孩去白洋淀看看

野鸟的迁徙、水中的鱼儿、稻田里的

虫子，这里有很多我们身边可触达的

自然，这就是自然教育。

其实自然教育是无处不在的，我

们只要认真的学习好，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从根本上去改变之后，自

然教育可以说随处可见。自然教育不

一定非得走到自然界中，只要我们

树立生态文明思想，理解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明白需要我们每个人的改变

来重构认知体系，保护我们人类的栖

息地，收效会非常巨大。云南如果把

这件事情做好，就是引领世界的生态

文明建设，就是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迈出非常扎实

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