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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峰

摘要：最近，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博士一行实地开展了红树林专题调研，以此为契机，

与大家探讨红树林保护与恢复的相关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尊重自然，并有必

要投入相应的资金来研究红树林的自然演进过程。

关键词：红树林，自然，恢复

周晋峰.尊重自然，保护和恢复红树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卷，2023 年 11 月，总第

52期.ISSN2749-9065

一、厘清“红树林修复”与“红树林

恢复”两个术语

现在我们红树林保护中的“修

复”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呢？这是笔

者一行此次调研的重点。我们一直倡

导保护、“恢复”红树林，而非“修

复”红树林。为此笔者还特别打印了

一本五百多页的最新发布的《红树林

恢复最佳实践指南》（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mangrove

restoration）随身携带。很多国际

专家学者、著名学府（东京大学、剑

桥大学）、国际组织都参与了该报告

的编写工作，并且提供了大量的具体

实例。红树林的保护与恢复是科学，

也是技术，更是实践。实践数据及结

果才是真理，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所以笔者带着这份报告去了调研现

场。

“红树林修复”与“红树林恢

复”，虽一字之差，但是区别很大。

“生态修复”与“生态恢复”都

涉及生态环境的过程，但这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如果使用错误，可能导致

缘木求鱼，从而违反自然之道，耗费

大量资金去“修复”，结果却事与愿

违。具体来说，生态修复（Ecological

Repair）：这个词通常描述的是人类

对生态系统受损或遭破坏的地方进

行人为的修整，更多地强调人工干预；

生态恢复（Ecological Restoration）：

这个词则强调利用自然的解决方案，

来恢复其生态健康状态。“修复”更

强调人类干预和恢复过程中的改进，

而“恢复”更强调自然过程和系统

自我调节的能力。

之所以强调应为“恢复”而不

是“修复”，是因为这意味着：不是

人为的大规模地干预，而是以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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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干预来推动自然的恢复。在中文

的语境中，“修复”的主体是人类，

是一种人为作用，并且“修复”的思

想和主张常常站在了生态文明的对

立面，以生物多样性破坏为代价。而

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无论是生

态系统还是野生动物栖息地，其生态

治理都应是基于自然的“恢复”而

非人为的“修复”。能让其自然恢复

就别再采取人工措施进行修复，况且

人工修复往往会因为某种自然因素

而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恢复成效。

因而，相较于对自然生态扰动较

大的人为“修复”，我们更提倡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让湿地（红树林）

休养生息，自然“恢复”。

二、红树林保护的现状

笔者注意到，目前一些地方红树

林的保护工作，依然特别突出地呈现

了“修复”的观点。这毫无疑问是错

误的。《红树林恢复最佳实践指南》

明确建议，不要随便种植红树林，而

要更认真地研究环境，给红树林创造

恢复的条件，使其尽量自然恢复。

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必要的修复。

但是近来，笔者注意到一些非常奇怪

的事情，从全球实践和科学理论上来

说是完全错误的事情，亦即总体规划。

例如，在完全没有生长过红树林的地

方规划新种植红树林，并且已经过科

学家判断，根本不适合种红树林的地

方种植红树林，即使种下，活下来的

概率小之又小。但是我们的科学家非

常“了不起”，——他们利用了非常

“了不起”的技术和方法，在塑料桶

内培育红树林。种下第一年，死了一

半，他们马上补充上新的树苗；等到

第二年，这些红树林长势还不错，当

然还有一些红树林继续死亡。其实，

问题的核心在于，红树林恢复的根本

原则，恰恰是：不要在没有生长过红

树林的地方种红树林。就比如沙滩，

沙滩上本没有红树林生长，也不适合

红树林生长，或许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了不起”的科学家有办法在沙滩

上成功种上红树林。但问题是，一旦

将红树林种在了沙滩上，原本的沙滩

生境连同其中的生物多样性就都失

去了。沙滩和红树林，谁重要？我们

不可以说沙滩不重要，沙滩就不该保

护。沙滩和红树林一样重要，它们都

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什么叫“生

物多样性”？不是说只有“红树林”

就好；好的是“生态系统的不同”。

沙滩和红树林堤岸，这是两种不同的

生境。而两种不同的生境，孕育着两

种不同的生命。沙滩上不会长红树林，

红树林所在之地栖息着很多生命，而

沙滩上也有生命，有海蚕，有小螃

蟹……，最重要的是沙滩还是鸟类迁

徙和栖息的地方。我们任何一次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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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和改变，都是对生物多样性的

破坏。

图源：绿会融媒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

（CBD COP15）第二阶段会议所通过

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目标梳理出来的生物多样性

破坏的几大主要驱动因素中，排在第

一的便是人类对土地与海洋使用的

变化。例如，一个地方原来是水坑，

非要种上红树林，那么，这种做法就

破坏了原本的生物多样性，这不是生

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破坏，这是

根本的观念错误。

在栽种红树林的地方，有的地方

红树林没有长出来，倘若硬在这些地

方 补 种 红 树 林 苗 则 将 造 就 又 一 个

“伟大的修复工程”。而在红树林生

长的地方，或许有的地方树林密，有

的地方树林稀，有的地方有小水塘，

有的地方比如河口处会冲出一条小

河道来。这样的红树林在观感上可能

不那么美观，对此，我们是不是要做

些什么呢？不，顺其自然就好。我们

倡导的是自然，而非工业文明主导下

的千篇一律的单调的“绿色”。

此次调研期间，相关同志十分自

豪地向我们介绍，大家来看看我们改

造自然的“伟大成就”。笔者表示，

“停！我们现在不要改造自然，因为

我们对自然的改造引发的破坏太大

了。在全球共建生态文明的今天，我

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尽量尊

重自然、保护自然，这是我们现在要

做的。”相较于对自然破坏较大的

“修复”，我们更倡导自然的“恢

复”。

如果一个地方原来有红树林，现

在没有了，并且红树林的消失是由于

人为活动所致，那么我们则需进一步

研究人类活动是如何影响并最终致

使其消失的。如何阻止、减轻乃至消

除人为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

“恢复红树林”的核心要义，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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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地方种植原来三倍数量的红

树林。表面上看，种的红树林数量似

乎是大大增加了，实际上反而对自然

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且是对

自然的三倍的破坏，究其原因，就在

于工作方法和思路不对。

此次调研期间，笔者还留意到，

在原来红树林被破坏的沿堤岸的道

路上，又自己新萌生出了很多红树林

苗，有一尺多高，密密麻麻。自然新

生的红树林苗多而密，长大之后会占

据更大的空间。由于生态位的原因，

有一些红树林的生存空间会被挤占，

最终会形成科学、合理、自然的生态

林。以前有同志讲过：红树林和互花

米草的生态位是一样的。但是笔者发

现就在这一大块地方，基本上没有互

花米草。笔者就问，你们说互花米草

和红树林生态位一样，互花米草侵占

了红树林的生态位；事实上，互花米

草不仅没有杀死红树林，而是在这宽

广的地域，红树林反倒生机勃勃，长

势一片向好，而不见互花米草的踪迹。

此案例充分展现了自然恢复的力量。

三、结语

笔者认为，有必要投入相应的资

金来研究红树林的自然演进过程。时

至今日，我们对地球、对自然的了解

依然是非常表面肤浅的，因此要花大

力气用于保护。2017年，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北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

区时强调，保护珍稀植物是保护生态

环境的重要内容，一定要尊重科学、

落实责任，把红树林保护好（广西新

闻网）。那么如何尊重科学？首先要

加强对于红树林的科学研究，将绝大

多数的经费用于对自然的了解和研

究上，并以开放的心态邀请各方生态

学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相关领域的

专家、科学家参与研究。

学海无涯，学无止境。我们需要

不断学习，与时俱进，并以极为恭敬、

客观的态度向自然学习，向世界学习，

学习和接纳不同的思想和意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

们要做的，便是积极地去调整，把我

们的经费、自然空间、时间乃至对美

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尽快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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