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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公众对该物种的认知，并为后续推出扬子鳄、岩羊、震旦鸦雀等纪录片和图

书，打下良好的开局。

上海科技馆的科普工作者和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对本系列丛书和科普纪录

片的创作，为激励科普研发、培养科普人才和探索科普文化产业发展途径树立了

一个典范。 推动文化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任重而道远，我相信本系列丛书和

纪录片的创作将成为众多科学家和公众参与的科普教育平台。

本系列丛书和纪录片的出版，不仅得到上海科技馆和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

会的支持，更得到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等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多方面的鼎力支持。 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政府部门

和社会各界对科普教育事业和科普文化产品的研发给予关注和支持。 随着本系列

丛书的出版，也预祝有更多的后续科普项目能早日策划和实施。

左焕琛

全国政协常委 上海科技馆理事长 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2010年12月

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了“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并提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方

针。 为了弘扬科学精神、推进科学传播，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

书》第一部《两栖之王———中国大鲵》出版了。 这套丛书凝聚了众多优秀科学家的最新

研究成果，体现了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谨此，我代表上海科技馆理事会

和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对系列丛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动植物资源的国家，以大熊猫、金丝猴、朱鹮、扬子鳄、中国大

鲵和中华鲟为代表的特有珍稀物种繁衍于中华大地，见证了自然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变

迁。 了解这些物种生存的历史和现状，探索人类与自然共存的基本法则，唤起人们热爱

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这是我们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本系列丛书的主编王小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 在他的指导下，上海科技

馆科普工作者们与工作在各领域的科学家紧密合作， 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 探究、考

证，用朴实、充满情趣的写作风格，为我们展现了不同物种的栖息环境和特有的生物学

知识。 作品还探究了不同物种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将科学普及与文化传播结合起

来，既丰富了内容，又增添了可读性。

《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书》与《中国珍稀物种》系列科普纪录片，是依托不同传播媒

介的姐妹作品。 纪录片《中国大鲵》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和喜

爱。 我相信，在此基础上推出的系列丛书第一部《两栖之王———中国大鲵》，将会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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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著者的努力及各方热心人士的支持下，《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书》第二本《芦

苇丛里的流浪者———震旦鸦雀》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震旦鸦雀是东北亚特有的一种中小型鸟类，最早发现于中国江苏，已有140年的研

究历史。 虽说研究历史不算短，而且也不乏研究者，但在公众眼里，这种鸟依然相对陌

生，尽管它们看起来还相当的可爱。 如今，由于滩涂开发和芦苇收割等，这种小鸟彷徨

在生存的十字路口，需要公众从外部给予善意的助推力，这就是我们编写本书的主要

原因。

与本书对应的，还有一部科普纪录片《震旦鸦雀》，两者珠联璧合，一起为可爱而脆

弱的震旦鸦雀呐喊。 尽管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体形式有着各自不同的优势，但在教育

效果的发挥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电影可以调动人体所有的感官，让人获得沉浸式

的具象体验；而图书却可以持续保留印象，有助于深度思考，且可以随时随地取阅，满

足了那些习惯于传统阅读方式的人们。 同一题材知识的普及，因为两种媒体的联动而

有望实现更为广泛的覆盖。 这是科普策划模式与实践的新型尝试。

本书的三位作者都是活跃在各自领域的年轻人， 其中两位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直

接从事震旦鸦雀的科学研究，书中的不少内容来自她们新近发表的科学论文；另外一

位则来自上海科技馆，平时工作在科普期刊的编写岗位，来自科学研究的新发现、新知

识在这里得到了及时的解读和转换。 在《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书》的整个编撰项目中，

这是第一次采用科研与科普直接合作的形式。我们希望借此在两种知识生产方式之间



铺设桥梁，进而及时、快速地把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生动的科普产品，然后经由图书

这样一种喜闻乐见的载体，丰富大众的认知世界。 这样的一种合作形式，可以让科学

工作者与科普工作者加深彼此的理解，进而使科学更加亲切。 对于置身其中的年轻人

而言，这既是不可多得的锻炼机会，也是茁壮成长的良好平台。 我期待着这种尝试能

够为中国的科普创作带来更多惊喜！ 当然，我也非常希望震旦鸦雀这种珍稀动物能够

因成功的科普作品而唤起人们的关注，与人类永续共存。

王小明

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上海科技馆馆长

2011年12月于上海



守望芦苇丛（崔滢供图）



沿海、沿江，乃至池塘沿岸，常常能看到大片小片的芦苇荡。 微风过后，除了欣赏
此起彼伏的景观，人们似乎也难有太多的联想，更不指望芦苇还能派什么用场。 当然，
割除靠海的芦苇可以为人类的发展腾出可观的土地，而收割得到的芦苇，则最多被用
于生产纸浆，或者只是当柴烧。 人类不曾想到，这一漫不经心的举动，却让一种黄口小
雀陷入食物被剥夺、家园被侵占的生存危机。

这种小鸟就是震旦鸦雀，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的芦苇丛中，尤其是长江三角
洲湿地。 对它们而言，芦苇几乎意味着一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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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飞越时空



第一节 法国开拓者

“震旦”是中国的古称，以此给一种

小鸟命名， 似乎暗示了该鸟的古老、神

秘，以及与中国大地的特殊关系。实际

上，震旦鸦雀真正为世人所认知，还不

到 150 年。在此之前，震旦鸦雀在中国

东部的芦苇丛里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

生活，直到两个法国传教士的出现。

1867 年，即清朝同治六年，一位名

叫修德 （Pierre Marie Heude，1836—

1902）的神父从法国来到中国 。他有一

个中文名字，叫韩伯禄，字石贞。这位神

父同时也是一名博物学家。1868 年，修

图 1-1%原上海自然博物馆建筑外观（左）及其正门（上海科技馆供图）2



图 1-2 泥盆纪晚期，最早的两栖动物鱼石螈登陆想象图（李荣山绘）

德在上海的徐家汇缔造了中国境内第

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取名“徐家汇博

物院”（le Musée de Zi-Ka-Wei），开创

了中国自然博物馆的先河。1931 年，徐

家汇博物院的自然史藏品随同储存于

另一教会机构的中国艺术品和古物一

起，迁入当时同属徐家汇耶稣会的教会

学校———震旦大学，也就是复旦大学的

前身。迁入新址后，徐家汇博物院改名

为 “震旦博物院 ”， 英文为 “Heude

Museum”，意即“修德博物馆 ”，以此纪

念这位来自法国的自然史研究者。1956

年，震旦博物院陈列厅的部分动植物标

本调拨给了上海自然博物馆，即现在的

上海科技馆，该院库房的大部分标本则

被调拨给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

所及其在上海的工作站，即后来的中国

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该所现已并入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

生理生态研究所。

修德神父精通植物学、鸟类学、地质

学诸多领域。在华期间，他几乎把所有

的精力都用在了东亚地区的自然史研

究。他曾多次前往江苏、安徽及华中地

区，还广泛游走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日本、印度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他深

入中国内地开展科学考察达 15 年之

久， 对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尤为注重，

收集了大量的动物标本。这些标本被认

为是中国最早的自然史藏品。修德平生

收藏的动植物标本数以千计，其中包括

很多用于首次定名的模式标本。这些标

本为世界各国博物学家的分类、鉴定工

作提供了形态参照，堪称“物种标尺”，

如今已成为无价之宝。

1871 年 12 月，修德在当时江苏（包

括现在的江苏省和上海市）一个湖边的

芦苇丛里采集到了第一个科学意义上

的震旦鸦雀标本，成为这个物种的模式

标本。不过，他在采集到这种鸟类的标

本时，并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它，于是

就把这一标本寄给了同属法国天主教

会的神职人员戴维（Jean Pierre Armand

David，1826—1900，也译作大卫）。

戴维也是一位博物学家，他也有个

中文名字，叫谭卫道。在成为神父之前，

戴维就显示出对自然科学的热爱。他于

1862 年前后来华，稍早于修德，曾被派

3



图 1-3%戴维神父（孙前供图）

图 1-2%身穿清朝官服的戴维（引自
《中国麋鹿图谱》）

遣到北京，开始为设在巴黎的法国自然

历史博物馆收集标本。戴维收集了许多

不被当时科学界认知的动植物标本，其

中一部分标本是他自己采集的，但绝大

多数是通过各种方法联络各国同行收

集而来。 在中国期间， 戴维约采集了

3000 号标本 ， 成功运抵巴黎的将近

2000 号。1888 年 4 月，在巴黎举行的天

主教国际科学大会的致辞中，戴维这么

总结他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发现

了 200多个哺乳动物种类，其中 63种不

为动物学家所知晓； 发现的鸟类有 807

种，其中 65 种以前从未被描述过……”

1884—1888 年，戴维整理了在中国采集

的植物标本并出版了《戴维植物志》，书

中记载了他搜集的罕见的植物种类 。

1872 年， 戴维因对自然科学的贡献，被

法国科学院授予院士。 以后的几年里，

他又分别被法国地理学会和法国社会

科学学会授予金质奖章和大师的荣誉

称号，但是戴维多次拒绝领奖，因为他

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

戴维在哺乳动物研究方面有两个

重大的发现。1866 年， 他在当时的皇家

4



图 1-4%麋鹿（夏建宏供图）

猎苑———北京的南海子， 买到了麋鹿

（俗称“四不像”）的头骨和皮张，后被当

时法国自然博物馆的学术权威米尔恩-

爱德华兹 （Alphonse Milne-Edwards）命

名为 Elaphurus davidianus，意即 “长尾

鹿属戴维氏种”。 由于气候变化和人为

因素，曾经广布中华大地的麋鹿不断走

向衰弱。大概在清朝末年，麋鹿最终在

野外绝迹。正因戴维的发现，欧洲人才

得以认识麋鹿这一神奇的生物，于是各

国驻华公使动用各种手段将原产于中

国的麋鹿运回各自国家，饲养在各地的

动物园。直到 1985 年，在世界动物保护

组织的帮助、协调下，麋鹿才得以重返

故乡中国。

戴维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在四川

的宝兴县邓地沟发现了大熊猫。1869 年

3 月 11 日下午，刚刚结束标本采集的戴

维正准备返回教堂，在经过一家农户时

偶然看到了一张黑白相间的动物皮张，

他当即就被这种奇特的动物深深吸引

了！经过多番努力，戴维终于获得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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