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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中的荒野》

前言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
突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目前，诸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
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
环保事业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我国在污染防治、生态建设和保护、环保
基础能力提升和环境经济政策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
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环境保护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很多长期积累的环境矛盾尚未解决，新
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出现，人民群众改善环境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环境问题无国界。在全球化的今天
，思考和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必须广泛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理念和有益经
验。携手保护地球家园，以开放的姿态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环境合作，一直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
要方面。环境图书出版是我国环保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际环保交流与合作，传播环保理
念与知识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的环境科学出版社，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从2009年开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明确提出将国外环境图书作为一条
新的、重要的产品线，推出“国际环境译丛”系列图书，加大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的力度，借鉴国
际社会有益的环境理念与实践，以期为推进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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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中的荒野》

内容概要

《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的作者有时有意把中国西部的野生动物保护同北美西部（也
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西部）进行比较。作者的部分意图是让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中国的西部，而在中
文版里，让中国读者了解一些北美西部的情况也有好处。无论哪种情况，作者本意都不是想说明北美
的就是对的，中国的就是错的。作者的确认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独特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虽然可以
借鉴一点西方的经验，但也必须符合中国西部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现实。人们往往能在同其他
体系的比较中对自身的体系有更深的理解。因此，在谈到中国西部的时候，思考一下其他地区和其他
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也并不是毫无裨益的。
这《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并不是简单地罗列事实。书中阐述了作者的个人观点：尽
管政府已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并采取了保护行动，但中国西部野生动物的未来依然不容乐观。爱之愈深
，责之愈切，这也是西方人的特性。作者热切地希望这些批评能被看做是（其本质上也的确是）一个
真诚的朋友的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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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中的荒野》

作者简介

理查德 B.哈里斯
拥有美国蒙大拿大学野生动物学硕士及野生动物管理学博士学位。现在，他是该大学林业和保护生物
学院野生动物学项目组的一位客座教授。同时，他还是ursus——一本有关熊类生物学及管理的国际学
术期刊——的主编。哈里斯起初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古典音乐家，后来开始用计算机编制野生动物
的种群动态模型，之后又成为北极阿拉斯加研究驯鹿的生物学家，最后才开始在中国的西部开展野生
动物保护和管理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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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中的荒野》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言
大熊猫分布区再往西
西部的野生动物
艰巨的保护任务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制度简述
个人的观点
第二章 荒凉的西部：命里注定的地理条件
这真的就是中国的“西部”？
变化中的西部
西部草原已退化到什么地步？
放牧压力和当地生计
西部大开发
第三章 中国的野生动物观念
“儒家的乐观态度”与“团结”的问题
第四章 动物：野生、圈养与驯养
差别：清晰与模糊
中国的圈养繁殖
为何要养殖野生动物？
颇具争议的两个物种：麝与熊
第五章 中国的法律制度和野生动物
中国和西方国家法律的不同含义与功能
1988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是否体现了观念上的进步？
法律是否构建了整个野生动物保护体系？
第六章 自然保护区体系：无法实现自然资源的综合管理
野牛沟：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纸上保护区：统计与法规
西部保护区的实际情况
第七章 物种的故事
麝：利用和滥用
普氏原羚：才出龙潭，又入虎穴
盘羊：价值不菲、珍贵且敏感
藏羚羊：全球化的致命一击
鼠兔和鼢鼠：原因还是结果？
驯养动物取代野生祖先
大型食肉动物：身陷冲突的旋涡
生活得好还是生活得太好？
第八章 战利品狩猎：浪费掉的机会
猎杀如何能拯救野生动物
生物学
客观现实
作为保护项目的中国狩猎场
丧失的机遇
第九章 中国的野生动物学
是什么令野生动物研究如此困难（却又令人着迷）
中国野生动物学面临的文化挑战
中国野生动物学面临的制度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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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中的荒野》

野生动物学为何重要？
第十章 中国西部野生动物的未来
探寻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的新模式
通过“与魔鬼讨价还价”来联系人与野生动物
在土地管理中考虑野生动物
总结性的思考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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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中的荒野》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引言三千多年里，中国人翻天覆地。他们清除了森林和覆盖的原始植被，将山坡改造成
一层层梯田，把河谷开垦为一片片良田。在河流和湖泊上筑堤建坝、引流灌溉。他们不是去猎杀或驯
养兽类及鸟类，就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破坏了栖息地。以至于到了封建王朝的后期，几乎已不
剩下什么还可以称为“天然的”、尚未被这种开发和改造所波及的处女地了。——马克·埃尔文
（Mark Elvin）狩猎动物的管理经验表明⋯⋯保护即使得到大众舆论和立法的支持，并建了几个公共保
护地或公园，也还是不够的。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人类的经济发展——例如：规模化的集约农业
、重度放牧、排干和围垦湿地——使得野生动物的数量一年年骤减，分布范围越来越小，这也使狩猎
动物遭受着同样的厄运。虽然猎杀狩猎动物是合法的，而猎杀其他野生动物是非法的，但这绝对改变
不了一个致命的事实：如果栖息地都被人类侵占，哪里还会有野生动物的容身之地。——奥尔多·利
奥波德（Aldo Leopold）中国和野生动物？我怀疑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这两者之间没什么太大的联
系，放在一起有点奇怪。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的环境问题都显得日益突出，而且谁都相信，一
个稳定的未来不可能建立在日益恶化的环境之上。很自然的，大部分环境问题的研究都集中在了污染
、能源利用、水资源和土地退化上，而往往事后才想到野生动物。那中国是否有许多有趣的野生动物
呢？其保护对中国甚至世界是否有着重要的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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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中的荒野》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对中国西部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明显知之甚少。即使是中国的专家学者，读到的有关动物园出
生的熊猫或是一些边远地区被逮捕的偷猎者的专题报告也不多。中国野生动物的未来在哪里呢？尤其
在地域辽阔、许多物种尚有生存机会的西部地区。在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中，作者阐明中国采用的是一
种极为保护主义的方式，把圈养繁殖作为优先措施，而不是去面对更大范围更难处理的栖息地丧失问
题。作者认为这种政策所获得的任何成就都可能只是暂时的。尽管此书是从职业野生动物学家的视角
来写的，但对普通读者来说，其“专业性”并不很强。此书运用不同专业的知识和作者20年在中国工
作的经历让读者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有了全面和多方位的理解。　　——M.E.Sharpe出版社本书
写的是哈里斯对中国西部（主要针对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和内蒙）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及其面临
的挑战所做的精湛研究。由于西部与农业和工业发达的东部相比，地广人稀且欠发达（这里拥有中
国55％的土地，却只有不到7％的人口和5％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此物种和生态系统受到的人为压力
也相对较少。然而中国现在的西部大开发使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作者对物种（主要是哺乳动物）
和生态系统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他用一个个的案例、详实的细节以及趣事轶闻，使整本
书读起来鲜活生动⋯⋯而且他对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些濒危珍稀物种也从政策导向上抛砖引玉，提出了
自己的独到见解。　　——Jerry McBeach，阿拉斯加大学能全面理解错综复杂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
问题的保护生物学家本来就不多，更不用说有能力去应对这些问题的了。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
于，作者不仅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他还是在这个泱泱大国的语言和文化背景都与他自身截然不
同的情况下完成的。他的分析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令人叹服。　　——Rich Reading，丹佛动物基金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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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中的荒野》

编辑推荐

《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国际环境译丛·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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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中的荒野》

精彩短评

1、中国环保也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了
2、informative,objective....well..not constructive enough?
3、环保精品
4、对于如何保护中国西部的野生动物和荒野，这本书从文化、历史、政治、生物和自然地理等方面
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文中的许多观点是颠覆性的，挑战了我们惯常的思维方式和
想法，例如，如何才是对野生动物的真正的爱护，养在笼中好吃好喝，还是让它们能自由自在的游弋
在自己的故土，为它们保留一份真正的荒野；战利品狩猎也能被用来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从一
个外国野生动物专家的眼中看中国西部，我们能更全面的看到我们自己。值得一读！
5、作者是帅大叔啊~有气场
6、带在路上看完了。实地走过以后感触更深。只能期待以后的野牛沟之行了啊。=w=
7、这本书写的很赞，作者作为一个外国人却比我们本国人对我国西部的野生动物保护情况了解得更
为清晰透彻。看完以后很有启发，进一步完备了我的保护观。
8、读书报告半万字 T^T
9、依然是一本苦口婆心来进行动物保护科普的书籍（这句话毫无反讽的含义），虽然批评多于建议
，而且面对人口如此之多的中国（即使是在西部），这些建议有多少适用性仍然有待评估，但是就像
作者自己说的：“努力尝试去做总比什么也不做要好”⋯⋯今夏去到成都的大熊猫基地，教育片极力
宣扬地仍然是人工繁殖那一套，希望日后能渐渐有所转变，希望所有的研究者能够真正为哪怕只有一
个保护区做出一点点有成效的贡献，而不是基于一堆不知可靠与否的数据进行所谓的种种评估吧。如
果连我们自己都不能相信，又有谁还会相信和在意荒野的未来呢？
10、弥足珍贵的系统研究，可惜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伤了作者的心。一切并没有好起来，甚至加剧恶
化。
11、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了多年野生动物的保护研究工作！本书是其研究工作的一个缩影！既有专业
性的东西！也有很亲民生活化的东西！值得一看！！
12、论知识和权力的重要性。【重点好像又弄错了喂喂- -
13、很喜欢的一本书，读了一大半了，作者很客观也很理性的分析了西部野生动物保护的现状和面临
的困境，是对野生动物保护感兴趣的人必读的一本书。
14、虽然并不从事和大自然密切相关的工作，但读完这本书还是让我深深的受到了震撼！原来我们一
直在疯狂的掠夺大自然的一切，不懂节制，导致生物灭绝环境恶化！从今天起，从小事做起，做一个
环保公民，怀着深深的歉意~~~~~~~~~~~~
15、务实中肯又不乏幽默感，涨知识
16、这是我看过的解说最清楚，真诚的关于野生动物保护之作。感谢
17、通俗易懂。
18、很好看的书 颠覆了很多固有的看法 只可惜始终没有得到普及
19、翻译得有点生硬和碎片化。对参考文献的处理，简直是.......还不如照印一份！
20、思而不学则殆，还是不要进行民间讨论了，对彼此增长见识都没什么益处。我还是多学习，多看
书，学点伦理学，慢慢研究，么么哒(づ￣ 3￣)づ
21、外国人来写中国的的环境问题，国人要有危机感
22、作者对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认识确实很深刻，值得国人深思翻译的也很到位，文笔流畅
23、正如书中的一句话“真正的朋友就是要指出不对的”，有机会就看看，很不错的书，中国已经很
少人愿意花几十年搞个“没意义”的基础研究了。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写的？
24、很多值得反思的。
25、看了之后有些颠覆了我原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想法，而且其中写的对待研究和研究结果的态度和
处理方法超级值得学习。另外这书很有诚意的一点是能看出的确是作者亲身经历，他明确知道的才下
定论，只是他听过的或不准确的他统统有做另外的说明，而且它的附注非常详细，看附注都能学到特
别多。
26、值得科研人员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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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中的荒野》

精彩书评

1、一点笔记：草原问题1 草原为什么退化？--没有建立相应的体制或提供资金去继续开展草原的来内
需监测---认为这些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生态系统的特性是固定不变的--草原退化案例：保护好的草
原温和的气候&amp;牲畜产品商业市场缺乏，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极端状态，气
候干旱&amp;经济商品化，很少有牧民拥有传统知识，没有人和这个地区有长期的历史联系--草场压
力：放牧压力，人口密度，经济活动（挖草皮做畜牧栏，柴火，挖中草药）--抵抗力：传统文化，防
止牲畜的累积影响超过植被的容忍极限&amp;植被的潜在生产力和恢复能力比较强--传统智慧！！！
！！！！！2 中国草场管理方法：大牧场管理模式，四配套畜牧政策，鼓励定居，希望每个家庭都会
基于各自的最大利益而限制牲畜的数量--vs美国西部方式，--实际困难，每年的载畜量变化非常大，定
居的牧民要么采用一种随气候变化而变化的策略，要么采用低存栏的方式降低风险市场机制和交通条
件的不完善，2种方式都不可取--积累财富的方式：草原可能存在多个稳定状态，上一代的不良管理可
能会让以后的牧民居住证一个退化的牧场中--政策问题:弱化和模糊产权的政策，大锅饭思想，政府是
最后的救命稻草；牧民的使用权非常不可靠，政策总在变，政府的干涉随处可见，不加商议地整个改
变现有的政策--牧民的做法：增加牲畜的数量来临时弥补单个牲畜数量的减少；牧民牺牲赖以生存的
草原健康来改善目前自己的生活--合同的不确定性：政府官员劝说，教育牧民，扩张保护区；政府经
营的兽医站；规定迁徙--孩子受教育，医疗保障，物质生活丰富，，，诱惑--经济制度：人口增加，
牧场减少，现金作用增加，饲养牲畜不是为家庭使用，商品化程度--矛盾的政策：鼓励永久性定居，
改善长期的生产条件（围栏）&amp;让牧民完全离开传统的土地（退耕还草），土地所有权的不安全
感
2、这本书的思路恰恰也是我所撰写的这个书稿的思路，即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的结合。作者在前言
里就指出，“中国由于自身的原因，还没能意识到荒野本身的价值，因此也就没能调动整个社会，把
这种世界公认的价值幻化为保护的原动力。换句话说，中国现在缺乏有效的野生动物保护，是因为海
没有意识到野生动物实际上是什么，而保护又意味着什么。”作者从1988年以来的20年里，多次在中
国参与野外研究工作，前后加起来超过4年时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的西部度过。哪儿算是
西部？作者以农耕v.s.畜牧的标准来划分，把东北的一部分也算作西部荒野。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还
算make sense，这个标准之下，如何使得人类与动物共存才显得是一个“问题”，这条线以东，不管是
四川北部，还是云南北部，农耕世界里人类是dominant power。西部越来越干旱吗？作者引用了一系
列的数据表明，近20年来，就降水而言，并没有显著减少，或者说上个世纪还是最湿润的时期之一了
。但是当地的牧民一再宣称说草原越来越干了。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在我的project里面，漓江的水
量没有显著变化，但是沿岸的农民也是一再跟我说，“漓江的水越来越少了。”环保到底价值何在？
是因为具有一种美学价值吗？狩猎是否应该完全禁止？时下中国的环保斗士门总把环保和道德捆绑起
来，放佛不爱护环境，就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而有关部门的方式更是一刀切，东北的鄂温克族一直
在林中把生活、狩猎与养驯鹿结合得好好的，现在的要求是定点定居，没收猎枪，嗯，把他们也都“
圈养”起来了。作者在有关狩猎的一章中从自然进化本身、人类与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经济活动等方面
论述了狩猎的益处。其实读到这章的时候我蛮担心的，因为中国相关法律不健全，例如狩猎的执照怎
样颁发，怎样核准等，作者的论述会不会被“有心人士”作为自己的护身符而大开杀戮呢。环境保护
，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审美价值什么的都不用说，仅仅从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自然环境其实是
一直把人类绑在一起的，无论我们真的在哪个大陆生活。气候的肆虐，火山、地震等等，这个星球其
实太脆弱了，人类需要的是与之共存构建天上人间，而不是跟抱着一捆炸药一样共赴地狱。
3、西部，是中国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随意说出一条河流的名字都让人肃然起敬。西部，耸立着
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横断山脉，在这些势如巨龙的巨大褶皱山系中又有多少让人敬
仰肃穆的名山大川。西部，草原、山脉、高原、盆地，沙漠、戈壁、平原绿洲，所有的风景都在这里
看过。可是西部，脆弱的西部！她的美丽和独特又是多么不堪一击！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野生生灵，
正在渐渐的消逝，随着这里日益增多的人口和工农业开发，随着荒漠化的草场，随着断流的河流，随
着一声声巨响和叹息⋯⋯《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是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哈里斯历
时二十年，以其在中国西部的实地考察的工作经历写成，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西部这一地理
学概念是指由西北5省(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和宁夏)、西南5省市(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
藏)、内蒙古、广西以及湖南湘西地区、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共同组成，面积多达538万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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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6%。作者哈里斯认为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存在着内部生产方式差异——东部
习惯上以农耕为主，而西部则主要是中国的牧区，差异的本质实为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长久以来西
部的人口都比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西部本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相对平衡。但是近现代
农业机械化大举实施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西部地区的大开发原本就已存在的城乡差别和区域发展不
平衡愈来愈大，而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和施政绩效向自然环境索取无度，后者付出的高昂生态
代价和本身更新机制的蜕化使西部在贫穷、落后之外更为荒凉，沉闷、没有生机。此外，随着全球气
候变暖和草场沙化，干旱越来越频繁的造访西部各地，西部大开发和游牧压力下的生计窘迫进一步加
剧水、草场、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紧张和稀缺程度，受此影响的除了人类自身之外尚有广大野生动物，
这是目前西部呈现给大家的现状。那么如此脆弱的西部生态环境和动植物资源改如何保护，在这本书
中或许可以借鉴一些思路。中国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被称为保护最严密的保护区，但是在建设保护区
时，相关部门专门有一本资金用于捕杀草原。结果造成生态恶化。早在经过初期的羌塘草原考察就有
中国科学家错误的把草原鼠兔作为破坏生态系统的动物。作者多次去青海，对野牛沟、帕扎、团结乡
多处草原退化情况以及生态系统进行比较。帕扎这个没有大规模设施养殖的地方生态最佳。人均牦牛
和羊10只左右。作者认为非商业性的传统捕猎是可持续的有利于生态平衡。在国外有合法的猎枪，只
要是传统的捕猎是被允许的，比如因纽特人。中国西北的猎鹰也已经得到尊重。而在中国一些保护区
内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捕猎，同时保护区内人全部迁出，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本书对我的启发
：中国的生态保护缺少的三样东西：传统猎枪、狼、和民间自然保护区。《消失中的荒野》虽然不能
说内容在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颠覆性，至少，可以指导中国如何真正的保护。比如如果将现有的农村土
地规模化、设施化必然带来生态灾难。应允许部分想到农村种地的城市人口迁移户口，在农村购买宅
基地，承包小范围的土地进行耕种。
4、对于如何保护中国西部的野生动物和荒野，这本书从文化、历史、政治、生物和自然地理等方面
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文中的许多观点是颠覆性的，挑战了我们惯常的思维方式和
想法，例如，如何才是对野生动物的真正的爱护，养在笼中好吃好喝，还是让它们能自由自在的游弋
在自己的故土，为它们保留一份真正的荒野；战利品狩猎也能被用来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从一
个外国野生动物专家的眼中看中国西部，我们能更全面的看到我们自己。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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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消逝中的荒野》的笔记-第8页

        在西方，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如果哪天中国的野生动物都没了， 那一定是被他们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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