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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野人"-神农架探秘纪实》

内容概要

本书记述了作者在神农架的神秘探险之旅，全书包括“逃离沙尘暴的穿越”、“金丝猴的朋友和天敌
”、“登上神龙顶反思‘野人’考察”等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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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真诚，感动
2、　　先晒点陈谷子烂芝麻。分割线以下的内容是五年前的，第一篇算是读书随笔，第二篇是一封
信。写东西那会儿本人还系大一的一枚纯情稚嫩小男生，尘世间的一枚懵懂小书童，所以出言多显幼
稚，文理多狗屁不通处，各位不要笑话。只是还原我自己在某一时段的真实想法。
　　
　　——————————分割线——————————
　　
　　云山苍茫，沟险谷深，浓密的原始森林散发着几百万年前的气息，这就是传说中“野人”出没的
地方——神农架。
　　我一直对神农架怀有一种敬仰似的神秘感，或许是很早就听说过“野人”的传闻吧。也或者是我
生活里缺乏一种原始的、野性的元素。我希望有一种苍莽来撞击我的灵魂，或者来自外部的某种神秘
力量不停地召唤我，让我的生活来个天翻地覆。我们这一代是受压抑的一代，有点像莫言说的人种的
退化。我渴望流浪，从小就喜欢翻山越岭，趟沟涉水，可以说，故乡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我儿时的脚
印。但后来，这脚印越来越少，终于，消失了。
　　当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发现这本《寻找“野人”——神农架探秘纪实》时，我毫不犹豫地抽出了
它。我喜欢从游记去了解风土人情，奇闻轶事，增长见识，开阔视野。从语言上来说，这本书没有什
么值得论道的，但我欣赏的则是作者那种坚定的流浪气质与书中那些大大小小的人物构成的一个纯朴
的世界，有山民的善良，有科学工作者的忘我。书名的“野人”之所以要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家伙虽
然有上百人声称遭遇过，但由于没有照片、活体，社会上也一直不敢下论断。关于野人，我没有什么
见解，在读完了这本书之后，给我印象最深，最为感动的则是“当代野人”张金星的事迹。我的印象
中似乎有过这样一个男人，但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也忘了他的具体事迹，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想起
来，对，就是他，并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书是2002年4月第一版，离现在已经三年了，作者税晓洁可能是当时探险完成后就立刻写了这本书
，那时张金星已经在深山老林里孤独地呆了八年了。他有过优裕的环境，但他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而
放弃了一切，他的故事讲起来说也说不完，跨长江、渡黄河，登长城、临沧海，到过西藏，穿越过塔
克拉玛干大沙漠，九十年代初还为了“申奥”弄了一面九点六平方米的旗子，骑自行车走了全国二十
八个省，行程二十六万公里，五百四十七个县级以上政府在上面盖了印章，五百多家媒体对他进行过
报道，曾被誉为“神州第一骑”，“中国工人阶级的骄傲”，山西省总工会给他记特等功⋯⋯直到后
来不远万里来到神农架，他才觉得或许正是因为有了神农架的这些“野人”，他才有了存在的意义。
进入神农架的时候，他认为自己三十岁以前该做的都做了，结婚、生子，可以安慰老母亲。但一个人
不能老重复别人的生活，不能总重复前辈人的生活，每个人都应该创造一段历史。他越来越认识到，
对他而言，一辈子过平静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安居乐业是不应该的，迷恋小家庭也是不应该的⋯⋯离
婚以后，他觉得自己前半辈子是为小家庭生存的。现在，谁也不欠了，后半辈子属于社会了。
　　凭着执著的求知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加上软磨硬缠，他终于获得了许多关键部门领导的支持
，实现了他野考的第一步。一九九四年十月，张金星站在北京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楼
南厅发出铮铮誓言：“不把‘野人’之谜揭示，誓不出神农架！”并蓄须明志，毫不犹豫奔向神农架
这片在他看来是世界上最神秘诱人的原始蛮荒地区。时光匆匆，一晃十一年过去了，现在人们说：到
了神农架，看不着“野人”，看看张金星也是好的。张的名字已经远近皆知，成为神农架一道独特的
风景。然而，“野人”之谜还是一个不解之谜，他已经准备永远在深山老林里待下去了。
　　四月的神农架还是松涛轰鸣，乱风迷雪，积有膝深。长达将近半年的积雪将张金星与人们隔在了
南天门，无人知他死活。他的窝棚在陡直崖壁下，用箭竹与塑料编织袋建成，极其简陋，但在这样小
的破屋子里，醒目地挂着一面鲜艳的国旗，端端正正。他很瘦，但结实，一脸大胡子，岁月使他的须
发里花发夹杂。当我看到他照片里的笑容时，替他高兴，又有点不是滋味。他穿着双肘开花的破毛衣
，没有钱给保护区交考察费，心里过意不去，一有空闲就种树，已经种了几千棵树了。
　　他这些年来在山上吃了多少苦，数也数不清，冻掉了指甲，被熊抓伤了脑袋⋯⋯大年三十在深山
老林里感到寂寞，想起亲人，心情无法形容，只好在旷野里放声高唱，排遣孤独。他说：“我想即便
见不到‘野人’，可‘野人’也许会听到我的歌声。”有一种使命感已融入他那一代人的血脉，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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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尴尬的是，社会上仍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视他为疯子。在武汉湖北饭店，他被视作举止怪异
者而不能入内，只好在保卫室蹲了一夜；慕名专门到咸阳某集团求助，被奚落一番，羞愤难容。他认
定只有更加努力，一往无前，才不辜负一切支持他的人。他也曾坦言：“我也许不能算一个好丈夫、
好父亲，对他们母子我怀着深深的歉疚。但是，作为男人，我自认为是有责任感的。人有各种活法，
好男人志在四方，大丈夫有所失才会有所得⋯⋯”
　　还是来看一段他的考察日记吧：“⋯⋯探险，就是把自己完全置于与死神搏斗的境地，任何幻想
、侥幸和抱怨都是多余的。探险，就是代表人类，代表一个民族向自然界的未知领域宣战。探险，是
人类对环境的不满，对历史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对自我的不满⋯⋯探险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最有效
、最直接的行为。任何一个人，当你进入某种角色，在干某件事，都会有一种精神在支撑，都会有一
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每一个勇于探险者，必定具有种种超越的、忘我的精神与追求。这是一种炽热
体的膨胀，是一种人体潜能的宣泄，是一种历史的共振，是一种卓越的奉献与创造。但，人们在对于
探险认识的初级阶段，往往将探险与冒险混同起来。其实不然，探险是一种科学的、有计划的、有目
的的具体行动，必须具备社会效应、社会价值、社会意义三要素，是社会需要的实现。而冒险是人们
为了寻求感官刺激的一种过激行为，对社会无任何价值、效应、贡献和意义。绝不应相提并论，我们
应大力提倡探险精神，反对那种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的冒险行为⋯⋯”
　　或许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张献身“野人”研究工作的动力。算起来，他现在也是半百的人了
，而这种执著不渝的科研精神依旧如此坚定，着实令人感动。他的事迹应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他的精
神应为更多的人发扬。在这个欲望膨胀的社会，毕竟能够恪守自己单纯信仰的人实在是不多了。我觉
得他的事迹和精神完全有资格入选“感动中国”。我记下了书中他的专用邮箱：神农架林区木鱼邮局
一号信箱，442421。我想给他写封信，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到神农架去见见他，盼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后来在网上查到2003年他与澳籍女博士裴芳喜结良缘，共同致力于野考工作。我衷心祝福他们幸
福健康，工作有可喜突破。
　　——2005.4.19
　　
　　
　　张金星伯伯：
　　您好！
　　我是XXXX大学的一名学生，最近我刚看完了《寻找“野人”——神农架探秘纪实》（税晓洁 / 冷
智宏著），被里面您的事迹和精神所深深感动，于是今天怀着激动的心情和满腔敬意给您写这封信。
　　那本书是2002年4月出版的，时光匆匆，如今您在深山老林里又多呆了三年。三年，也许在山外人
的眼里算不了什么，照常过日子，一晃就过来了。但我想起您每天都要背几十斤重的大背包，跋山涉
水，漫山遍野地仔细搜寻，这是多么艰苦而劳累的工作啊。也许对于您来说，这样的生活早就习惯了
，甚至成了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您所说，正是因为有了神农架的这些“野人”，您才感觉到
了存在的意义。
　　四月的神农架，应该还有很深的积雪吧，神农架环境恶劣，气候无常，又有野生动物出没，您每
天都要坚持野考，一定要保重身体。（我知道您常为了考察，一出门就是几天，只带点干粮，饿了就
吃野果，渴了就喝泉水，曾经被冻掉了指甲，被黑熊抓伤了脑袋。）
　　我的耳边依然响着您当初的铮铮誓言：“不把‘野人’之谜揭示，誓不出神农架！”转眼间，十
一年已经过去，您依然在守望，这种执着与坚定我深为敬服，并暗下决心，以您为榜样，在学习生活
中顽强不屈，一如既往。我在书上看到您华发夹杂的须发，一身迷彩服，面带微笑，既英武又和蔼。
我知道您是蓄须明志，也是为了更方便与“野人”接近。看过书后，我了解到您当初入神农架的原因
与受到的重重困难，您说：“埋藏心底的一种旷日持久的科学考擦揭秘愿望在心中激荡，久久难以平
静。”正是出于这种执着的求知精神您才不远万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赴神农架的道路。在这个物
欲横流的年代，能坚持自己信仰并恪守的人实在太少了。
　　“一个人不能老重复别人的生活，不能总重复前辈人的生活，每个人都应该创造一段历史。”说
得多好！人是社会的人，应该为社会创造一点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才不枉为人一世。您的话鼓舞
我要不甘于平凡的生活，努力去争取，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人只有坚持某种信念，置身于某种环
境，才会激发出自己的潜能。
　　对于“野人”，我没有资格发表评论。但我知道这谜一旦揭开，对于人类进化史有多么重大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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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即使不存在“野人”，也可以澄清天下。从脚印、毛发、粪便等间接证据来看，我是倾向于存在
某种特别的灵长类动物的。您的工作是极其有价值和意义的，我会一直支持您，我寝室的兄弟也会支
持您。
　　我在网上了解到您在前年已与裴女士喜结良缘，恭喜您孤独的生活有了伴侣，事业有了得力助手
，衷心祝愿您和裴女士生活幸福。
　　我很想有机会到神农架来欣赏一下这里神奇的自然风光，来看望您，真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您
的信箱我是在书上看到的，不知这封信能否寄到您的手中。如果能收到您的回信，我真是荣幸之至，
但您如果工作繁忙，就不用回了，以工作为重吧。
　　　　此致
　　敬礼
　　                                           永远支持您的　XX
　　                                                  2005.4.30
　　
　　——————————分割线——————————
　　
　　话说，当年楼上那封信我寄出去半年里，一直在弱弱地等回信，虽然自己在信中很体谅地说不希
望打扰张伯伯工作，可是俺的行为也可以理解嘛，一个大一的单纯小男生，对人生、对理想总是有很
多迷惘和困惑的嘛，好不容易找着个可以崇拜的人，你说他要是能鼓励咱两句，咱还不得干劲十足，
在人生的道路上牛逼叉叉地向前冲啊！
　　结果是当然没有回信。我安慰自己，可能信没有寄到吧，我看到的邮箱是书上的，那书都出版了
好几年了，说不定邮箱换了呢。但若那样，信应该会退回的吧。可能张伯伯工作的确太忙了，而且整
天处在深山中，也不见得真能收到我的信，再说了，跟他写信支持鼓励的人肯定老多了，哪有时间精
力一个个去回复啊，光邮费就不得了，况且他的科研经费都是自费的，捉襟见肘。不管怎样，只要他
收到了，知道支持他的人还是有很多的就行了，我的心愿就达到了。
　　张现在仍待在神农架坚持他的野考工作，以下是两则在网上找到的09年的关于他的新闻，他已经
在神农架的深山老林里孤独生活了十五年了。
　　张金星:不解野人谜不出神农架 15年扎营神农架探寻野人踪迹 称条件成熟会公布研究成果
　　http://jxfzb.jxnews.com.cn/system/2009/07/09/011153879.shtml
　　探险奇人张金星誓称不解野人之谜不出神农架
　　http://tech.qq.com/a/20090604/000103.htm
　　嗯，我承认，以我现在的心态去看当时的举动，确实很单纯，很可爱，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户
外、徒步、骑车之类的，就只是受了张的影响，单纯地想去神农架看看。当然上面我的故事只是个小
插曲，一晃五年过去了，想去神农架的想法却一直没有淡却。所以，想趁年前了结一桩心愿。计
划2010.2.4正式从十堰出发，骑单车穿越神农架。所以，在这里先祝自己好运吧。
　　——2010.1.26
3、2010.2.4-8,十堰-宜都枝城,单骑千里走神农(全程505KM)结束。
4、尼玛我小时候看的都是什么书啊？？？？？？都是我爸书架上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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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先晒点陈谷子烂芝麻。分割线以下的内容是五年前的，第一篇算是读书随笔，第二篇是一封信。
写东西那会儿本人还系大一的一枚纯情稚嫩小男生，尘世间的一枚懵懂小书童，所以出言多显幼稚，
文理多狗屁不通处，各位不要笑话。只是还原我自己在某一时段的真实想法。——————————
分割线——————————云山苍茫，沟险谷深，浓密的原始森林散发着几百万年前的气息，这就
是传说中“野人”出没的地方——神农架。我一直对神农架怀有一种敬仰似的神秘感，或许是很早就
听说过“野人”的传闻吧。也或者是我生活里缺乏一种原始的、野性的元素。我希望有一种苍莽来撞
击我的灵魂，或者来自外部的某种神秘力量不停地召唤我，让我的生活来个天翻地覆。我们这一代是
受压抑的一代，有点像莫言说的人种的退化。我渴望流浪，从小就喜欢翻山越岭，趟沟涉水，可以说
，故乡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我儿时的脚印。但后来，这脚印越来越少，终于，消失了。当我在图书馆
的书架上发现这本《寻找“野人”——神农架探秘纪实》时，我毫不犹豫地抽出了它。我喜欢从游记
去了解风土人情，奇闻轶事，增长见识，开阔视野。从语言上来说，这本书没有什么值得论道的，但
我欣赏的则是作者那种坚定的流浪气质与书中那些大大小小的人物构成的一个纯朴的世界，有山民的
善良，有科学工作者的忘我。书名的“野人”之所以要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家伙虽然有上百人声称遭
遇过，但由于没有照片、活体，社会上也一直不敢下论断。关于野人，我没有什么见解，在读完了这
本书之后，给我印象最深，最为感动的则是“当代野人”张金星的事迹。我的印象中似乎有过这样一
个男人，但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也忘了他的具体事迹，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想起来，对，就是他，
并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书是2002年4月第一版，离现在已经三年了，作者税晓洁可能是当时探险完
成后就立刻写了这本书，那时张金星已经在深山老林里孤独地呆了八年了。他有过优裕的环境，但他
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而放弃了一切，他的故事讲起来说也说不完，跨长江、渡黄河，登长城、临沧海
，到过西藏，穿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九十年代初还为了“申奥”弄了一面九点六平方米的旗子，
骑自行车走了全国二十八个省，行程二十六万公里，五百四十七个县级以上政府在上面盖了印章，五
百多家媒体对他进行过报道，曾被誉为“神州第一骑”，“中国工人阶级的骄傲”，山西省总工会给
他记特等功⋯⋯直到后来不远万里来到神农架，他才觉得或许正是因为有了神农架的这些“野人”，
他才有了存在的意义。进入神农架的时候，他认为自己三十岁以前该做的都做了，结婚、生子，可以
安慰老母亲。但一个人不能老重复别人的生活，不能总重复前辈人的生活，每个人都应该创造一段历
史。他越来越认识到，对他而言，一辈子过平静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安居乐业是不应该的，迷恋小家
庭也是不应该的⋯⋯离婚以后，他觉得自己前半辈子是为小家庭生存的。现在，谁也不欠了，后半辈
子属于社会了。凭着执著的求知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加上软磨硬缠，他终于获得了许多关键部门
领导的支持，实现了他野考的第一步。一九九四年十月，张金星站在北京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一楼南厅发出铮铮誓言：“不把‘野人’之谜揭示，誓不出神农架！”并蓄须明志，毫不犹豫
奔向神农架这片在他看来是世界上最神秘诱人的原始蛮荒地区。时光匆匆，一晃十一年过去了，现在
人们说：到了神农架，看不着“野人”，看看张金星也是好的。张的名字已经远近皆知，成为神农架
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野人”之谜还是一个不解之谜，他已经准备永远在深山老林里待下去了。
四月的神农架还是松涛轰鸣，乱风迷雪，积有膝深。长达将近半年的积雪将张金星与人们隔在了南天
门，无人知他死活。他的窝棚在陡直崖壁下，用箭竹与塑料编织袋建成，极其简陋，但在这样小的破
屋子里，醒目地挂着一面鲜艳的国旗，端端正正。他很瘦，但结实，一脸大胡子，岁月使他的须发里
花发夹杂。当我看到他照片里的笑容时，替他高兴，又有点不是滋味。他穿着双肘开花的破毛衣，没
有钱给保护区交考察费，心里过意不去，一有空闲就种树，已经种了几千棵树了。他这些年来在山上
吃了多少苦，数也数不清，冻掉了指甲，被熊抓伤了脑袋⋯⋯大年三十在深山老林里感到寂寞，想起
亲人，心情无法形容，只好在旷野里放声高唱，排遣孤独。他说：“我想即便见不到‘野人’，可‘
野人’也许会听到我的歌声。”有一种使命感已融入他那一代人的血脉，但令他尴尬的是，社会上仍
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视他为疯子。在武汉湖北饭店，他被视作举止怪异者而不能入内，只好在
保卫室蹲了一夜；慕名专门到咸阳某集团求助，被奚落一番，羞愤难容。他认定只有更加努力，一往
无前，才不辜负一切支持他的人。他也曾坦言：“我也许不能算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对他们母子我
怀着深深的歉疚。但是，作为男人，我自认为是有责任感的。人有各种活法，好男人志在四方，大丈
夫有所失才会有所得⋯⋯”还是来看一段他的考察日记吧：“⋯⋯探险，就是把自己完全置于与死神
搏斗的境地，任何幻想、侥幸和抱怨都是多余的。探险，就是代表人类，代表一个民族向自然界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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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领域宣战。探险，是人类对环境的不满，对历史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对自我的不满⋯⋯探险是
一种自我实现的最有效、最直接的行为。任何一个人，当你进入某种角色，在干某件事，都会有一种
精神在支撑，都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每一个勇于探险者，必定具有种种超越的、忘我的精神
与追求。这是一种炽热体的膨胀，是一种人体潜能的宣泄，是一种历史的共振，是一种卓越的奉献与
创造。但，人们在对于探险认识的初级阶段，往往将探险与冒险混同起来。其实不然，探险是一种科
学的、有计划的、有目的的具体行动，必须具备社会效应、社会价值、社会意义三要素，是社会需要
的实现。而冒险是人们为了寻求感官刺激的一种过激行为，对社会无任何价值、效应、贡献和意义。
绝不应相提并论，我们应大力提倡探险精神，反对那种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的冒险行为⋯⋯”或许从
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张献身“野人”研究工作的动力。算起来，他现在也是半百的人了，而这种执
著不渝的科研精神依旧如此坚定，着实令人感动。他的事迹应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他的精神应为更多
的人发扬。在这个欲望膨胀的社会，毕竟能够恪守自己单纯信仰的人实在是不多了。我觉得他的事迹
和精神完全有资格入选“感动中国”。我记下了书中他的专用邮箱：神农架林区木鱼邮局一号信箱
，442421。我想给他写封信，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到神农架去见见他，盼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后来在网
上查到2003年他与澳籍女博士裴芳喜结良缘，共同致力于野考工作。我衷心祝福他们幸福健康，工作
有可喜突破。——2005.4.19张金星伯伯：您好！我是XXXX大学的一名学生，最近我刚看完了《寻找“
野人”——神农架探秘纪实》（税晓洁 / 冷智宏著），被里面您的事迹和精神所深深感动，于是今天
怀着激动的心情和满腔敬意给您写这封信。那本书是2002年4月出版的，时光匆匆，如今您在深山老林
里又多呆了三年。三年，也许在山外人的眼里算不了什么，照常过日子，一晃就过来了。但我想起您
每天都要背几十斤重的大背包，跋山涉水，漫山遍野地仔细搜寻，这是多么艰苦而劳累的工作啊。也
许对于您来说，这样的生活早就习惯了，甚至成了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您所说，正是因为有
了神农架的这些“野人”，您才感觉到了存在的意义。四月的神农架，应该还有很深的积雪吧，神农
架环境恶劣，气候无常，又有野生动物出没，您每天都要坚持野考，一定要保重身体。（我知道您常
为了考察，一出门就是几天，只带点干粮，饿了就吃野果，渴了就喝泉水，曾经被冻掉了指甲，被黑
熊抓伤了脑袋。）我的耳边依然响着您当初的铮铮誓言：“不把‘野人’之谜揭示，誓不出神农架！
”转眼间，十一年已经过去，您依然在守望，这种执着与坚定我深为敬服，并暗下决心，以您为榜样
，在学习生活中顽强不屈，一如既往。我在书上看到您华发夹杂的须发，一身迷彩服，面带微笑，既
英武又和蔼。我知道您是蓄须明志，也是为了更方便与“野人”接近。看过书后，我了解到您当初入
神农架的原因与受到的重重困难，您说：“埋藏心底的一种旷日持久的科学考擦揭秘愿望在心中激荡
，久久难以平静。”正是出于这种执着的求知精神您才不远万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赴神农架的道
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能坚持自己信仰并恪守的人实在太少了。“一个人不能老重复别人的生
活，不能总重复前辈人的生活，每个人都应该创造一段历史。”说得多好！人是社会的人，应该为社
会创造一点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才不枉为人一世。您的话鼓舞我要不甘于平凡的生活，努力去争
取，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人只有坚持某种信念，置身于某种环境，才会激发出自己的潜能。对于
“野人”，我没有资格发表评论。但我知道这谜一旦揭开，对于人类进化史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即使
不存在“野人”，也可以澄清天下。从脚印、毛发、粪便等间接证据来看，我是倾向于存在某种特别
的灵长类动物的。您的工作是极其有价值和意义的，我会一直支持您，我寝室的兄弟也会支持您。我
在网上了解到您在前年已与裴女士喜结良缘，恭喜您孤独的生活有了伴侣，事业有了得力助手，衷心
祝愿您和裴女士生活幸福。我很想有机会到神农架来欣赏一下这里神奇的自然风光，来看望您，真希
望这一天早点到来。您的信箱我是在书上看到的，不知这封信能否寄到您的手中。如果能收到您的回
信，我真是荣幸之至，但您如果工作繁忙，就不用回了，以工作为重吧。　　此致敬礼永远支持您的
　XX2005.4.30——————————分割线——————————话说，当年楼上那封信我寄出去半
年里，一直在弱弱地等回信，虽然自己在信中很体谅地说不希望打扰张伯伯工作，可是俺的行为也可
以理解嘛，一个大一的单纯小男生，对人生、对理想总是有很多迷惘和困惑的嘛，好不容易找着个可
以崇拜的人，你说他要是能鼓励咱两句，咱还不得干劲十足，在人生的道路上牛逼叉叉地向前冲啊！
结果是当然没有回信。我安慰自己，可能信没有寄到吧，我看到的邮箱是书上的，那书都出版了好几
年了，说不定邮箱换了呢。但若那样，信应该会退回的吧。可能张伯伯工作的确太忙了，而且整天处
在深山中，也不见得真能收到我的信，再说了，跟他写信支持鼓励的人肯定老多了，哪有时间精力一
个个去回复啊，光邮费就不得了，况且他的科研经费都是自费的，捉襟见肘。不管怎样，只要他收到
了，知道支持他的人还是有很多的就行了，我的心愿就达到了。张现在仍待在神农架坚持他的野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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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下是两则在网上找到的09年的关于他的新闻，他已经在神农架的深山老林里孤独生活了十五年
了。张金星:不解野人谜不出神农架 15年扎营神农架探寻野人踪迹 称条件成熟会公布研究成
果http://jxfzb.jxnews.com.cn/system/2009/07/09/011153879.shtml探险奇人张金星誓称不解野人之谜不出神
农架http://tech.qq.com/a/20090604/000103.htm嗯，我承认，以我现在的心态去看当时的举动，确实很单
纯，很可爱，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户外、徒步、骑车之类的，就只是受了张的影响，单纯地想去神
农架看看。当然上面我的故事只是个小插曲，一晃五年过去了，想去神农架的想法却一直没有淡却。
所以，想趁年前了结一桩心愿。计划2010.2.4正式从十堰出发，骑单车穿越神农架。所以，在这里先祝
自己好运吧。——20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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