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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行知课程”中，探究大熊猫栖息地
经过四个半小时爬升后，脚

下的山路由平坦变得陡峭，甚至

需要手脚并用。此时，哲学学院

2023 级本科生万恒旭的手机显

示：今日步数已突破两万五，所处

海拔高度3559米。

继续向前，突然，视野空旷，目

光向下，镶嵌在雪山之中的是一汪

碧绿湖水。后来，从巡护员的讲解

中，万恒旭了解到，在当地语言里，

这些坐落在高山上的湖泊有一个

统一的名字——“海子”。

这是参加行知课程《探究大

熊猫栖息地》的同学们真正进入

自然保护区的第一天。

日前，来自哲学、医学、计算

机、材料物理、广播电视、管理等

不同专业的21名师生来到四川省

平武县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这片野生大熊猫数量位于全国

之首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核心地区

开展实践，学习生物多样性的维

持机制和保护管理措施。

在短短一周内，他们与巡护

员一起安装红外触发相机，记录

野生动物的身影；俯身观察土地

上的脚印，推断动物种类；翻开山

涧中的石头，亲眼见证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西藏山溪鲵的模样。白

天聆听专家分享，穿行于丛林，夜

晚则乘车夜巡，与大山中的生灵

“不期而遇”……这门在暑期首次

开展的课程，给所有人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回忆。

“享受开盲盒一般的授
课过程”

2022级广播电视学本科生孙

诗琦在报名时，对课程的预设是

讲座为主，也有对课程知识门槛

高、理解困难的担忧，但真正参加

后，她发现“几乎每天都在爬山和

去爬山的路上”，老师对于知识的

讲解也与实践高度贴合，“非常有

意思”。

有趣、真实、没有距离感，正是

开课导师、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放

对《探究大熊猫栖息地》的定位。

在室内，课程围绕着保护生

物学、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及野

生动物调研方法等展开，为真正

深入自然保护区进行探索提供理

论基础。

走进深山，授课的“教室”变

得无比宽广，每天都会有未知存

在，一场降雨、一次气温变化，都

可能导致原有的安排改变，师生

一同在行走中“开盲盒”。王放回

忆，为了保证课程安全、顺利进

行，每一天的课程“大概都有两到

三个备选行动方案”。

遇到野生动物、发现其留下

的痕迹，在课程中都是随时可能

发生的惊喜。

由“海子”返回营地时，大家

的行进方向稍有偏离，“走到了一

条岔路”，却偶然发现了一丛白

骨。随行的自然保护区巡护员通

过观察头骨判断出，这是一只斑

羚曾经存在的证明。同样，在路

过一片浅滩时，巡护员介绍这样

的环境很适合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山溪鲵生存，大家随即开始尝试

翻开溪石，竟然真的发现了它的

身影。

原来山里很热闹

夜巡，是整个课程中遇见野

生动物几率最高的活动，也是大

家最期待的环节。

入夜，师生乘坐皮卡车在盘

山公路前行，同学用手电扫视周

边，党能看见野生动物“亮晶晶的

眼睛的反光”。万恒旭描述，同学

们与驾驶员制定了“暗号”，发现

野生动物，便拍拍车顶。

有一个夜晚被同学们命名为

“斑羚之夜”，是整个授课过程中大

家看见野生动物数量最多的一天。

那个雨夜，在返程途中，先后

足足九只斑羚出现在大家视野

中。其中，有一只斑羚无法行走，

跪倒在路旁，随行老师简单检查

后，发现它感染皮下寄生虫疥螨，

已无法救治。“从生态保护角度来

说，动物感染疾病是大自然中非

常正常的现象，通过这种方式，能

够剔除种群中老弱病残的个体，

保留更年轻、强壮的个体维持种

群繁衍发展”，孙诗琦对这段讲解

印象深刻。“找野生动物，需要耐

心和运气”，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王大军在讲座中提到的这

句话，在此刻得到了印证。

曾经，万恒旭对于野生动物

的存在并没有清晰的感知，而在王

放老师关于貉的分享中，他发现即

使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中，野

生动物也同样存在。“这门课程带

给我最大收获，是对这个世界有了

不一样的了解，我会知道自己在和

多少生命共享这个地球”。

了解到更多的故事

授课过程中，人与山的距离

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亦然。

自然保护区的山路由巡护员

开辟而成，没有台阶，也没有栏

杆。第一天前往海子的山路全长

22公里，“同学们的速度已经算挺

快的，下山用了三个半小时，但是

巡护员只需要一个小时，小跑着就

下来了。”

在山中，巡护员不仅是为同

学们开辟道路的保护神，也是一

个个“移动的百科全书”。

通过不起眼的爪痕，能够判

断出什么动物从这里走过，通过

鸣叫声，能够判断出哪种鸟类正

在树上休憩，不论是植物还是动

物，他们都了如指掌。他们并不

是学习过专业知识的研究人员，

主要工作是反盗猎以及制止滥砍

滥伐行为，是与大山相伴的长久

时间与丰富经验锻炼出了他们这

种对自然的高度敏感。

最后一次走进森林时，巡护

员聂哥向大家介绍，在这片面积

25公顷之广的亚高山针叶林森林

动态监测样地中，工作人员需要对

每一棵胸径大于1厘米的木本植

物进行挂牌、测量、定位与物种鉴

定 。 60920 株 挂 牌 木 本 植 物 ，

116822分枝，14科27属46种……

这些数字是这片大样地首轮普查

结果，也是巨量的采样工作和科研

人员和巡护工作者们的智慧与毅

力。

一周的时间里，同学们与巡

护员同吃同住，他们并不称巡护

员为“老师”，而是“哥”“姐”，如同

一家人。

结课作业之一人物专访纪录

片中，同学们了解到更多故事，比

如，被评为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

好人”的巡护员“梁三哥”梁春平，

在1997年便来到这里，至今已经

在这片保护区工作了整整27年。

他最喜欢的事情是每年的四五月

份，去山中寻找、拍摄兰花……课

程纪录片、兽类科普文章、自然导

览图、课程手册，不同类型的结课

作业凝结着同学们与王朗的紧密

联系。

万恒旭在结课后写下一段

话：“面对这片无限的森林，巡护员

们仍是那幸运的少数，而这幸运却

是从来不独属于他们自己的：因为

他们是作为人类的眼睛、人类的脚

步去看到、进入这片森林的，因为

他们是我们唯一的以人类的感性

去把握这森林之无限的机会。我

于是很有幸能参与到这充满人类

光辉的工作，并希望能有机会再次

贡献于这人类的事业。”

实习记者漆文倩
本报记者赵天润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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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杯”乒乓赛决出男女组前三

2024年复旦大学“新生杯”乒乓球比赛9月21日圆满落幕。环

境科学与工程系王玉淏、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张博骏、计算机科学

技术学院郭仲天获男子组前三，公共卫生学院张晓婷、工程与应用

技术研究院魏星、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范亦心获女子组前三。

来源：体教部

复旦

■师生在前往“海子”的路上

■ 巡护员带领同学安装红外触发相机，并测量坡度、树
木胸径等参数，填写记录表

秋空一轮明月悬，此夜清光

千里同。又到一年中秋月圆时，

中秋游园会先后在任重中庭、北

苑、江湾校区新园区活动广场等

地如期举办，灯影月华交相辉映

下，师生畅游墨香诗情之中。

14日中午，任重中庭人流如

织，15 个摊位次第排开，点心糖

画、书画拓印、丝竹管弦熙熙攘

攘，佳趣无穷。保卫处特别设置

了“太虚幻境”“反诈达人”等游

戏环节，让师生在欢乐与趣味中

将安全意识留存心间。

北区食堂前，中秋氛围浓。

“灯谜探月”“巧手摘月”“兔影望

月”满载着祝福的信笺贴满墙

面。在“飞花令”“海底捞月”的

游戏中，挥洒智慧，比拼技巧与

耐心，共享清光如银、月华如

练。“中秋节的校园意义是营造

属于我的‘复旦家的归宿’”，中

文系 2024 级新生胡佳靓在活动

现场说。

15 日，“顶流”月亮再次返

场。在相辉堂前草坪相约打卡

“顶流”月亮的，还有复旦hiphop

社、复旦尤克里里社、吉他协会

等特邀嘉宾。

16 日，当夜幕沉沉，吕志和

楼草坪露天电影再放映。光华

大道上亮起一盏盏别致的灯笼，

璀璨灯火相伴，书院中秋灯会吸

引了如织人流。

17 日，东辅楼草坪上，“皓

月”降临，十大歌手和多家社团

闪亮登场，带来沉浸式体验。吉

他协会带来《找自己》，鼓励大家

在繁忙的生活中不要忘记追寻

那个如明月般璀璨的自我。学

生舞蹈团携《花月成双》惊艳亮

相，扇子开合间仿佛花开花落、

明月流转。音乐剧社演出《不喜

欢音乐剧的人》融合了歌唱、对

白、表演和舞蹈，演绎对音乐剧

的炽热爱意。旦口喜剧社同学

用一个个“包袱”逗笑在场观众，

点燃晚会现场。天文协会携专

业设备而来，带大家在月色之

下，赴一场诗意的邀约。又到现

场的胡佳靓说：“大家围在草坪

上听歌赏月，有微风拂过，景色

漂亮，心情也漂亮。”

中秋之夜漫步校园，可以看

到教学楼灯光常亮、图书馆灯火

通明、长椅上偶遇夜话家常……

同时，一群环卫工人正在清理散

落在校园的树叶。

月圆人满的中秋校园，有无

数普通平凡人的温暖守护。

实习记者刘栩含 祝天怡陈含睿

校园中秋活动精彩纷呈校园中秋活动精彩纷呈

以大熊猫作为切入点，同学们来到山野之间，身旁除了授课老师，还
有大量真实的野生动植物案例，以及与这些动植物朝夕相处的自然保护
区巡护员，通过跨学科的学习+行知结合，实现名副其实的“读万卷书，行
千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