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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长存，风木悲伤。
2月19日下午，“中国大熊猫之父”

胡锦矗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南充举行。
胡老生前亲友、同事、学生以及业界代表
怀着沉痛的心情，来送先生最后一程。

送别先生
告别仪式特意选在竹厅

哀乐低回，全体肃立。19日下午5
点，胡锦矗先生遗体送别仪式在南充市
殡仪馆竹厅举行。

胡锦矗一生爱大熊猫、爱竹子。最
后的告别仪式，也特意选在竹厅进行。
大家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前来送胡老
最后一程。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在这里悼念教书育人的好教授、敬业奉
献的好专家胡锦矗先生。”西华师范大
学校长陈涛致悼词，沉痛悼念并深切缅
怀胡老一生，“胡锦矗先生安息吧！”

学生哽咽
“胡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为学生，我无法用语言总结老
师辉煌人生，但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执着
于学术大道上的追逐与梦想，将大熊猫
生态学研究提升到崭新高度，为我国大
熊猫及野生动物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和保护事业作出了奠基性重大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代表胡老所有
弟子，几度哽咽，向恩师表示沉痛哀悼，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敬爱的胡老师，
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总
规划师王鸿加 1985 年就与胡老相
识。告别仪式上，他作为业界代表缅
怀胡老对大熊猫研究作出的卓越贡
献。他说，胡老是我国大熊猫保护生
物学研究的奠基人、大熊猫保护事业
的开拓者，“老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他最后念念不忘的还是大熊猫。我们
唯有化悲痛为力量，沿着先生的足迹
砥砺前行，继续为生态保护事业作出
应有贡献。”

在胡老生病期间和逝世后，省委教
育工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等上级主
管部门，南充市委市政府，中国科学院
有关院所，中国动物学会、中国生态学
会、中国林学会、国际动物学会等学术

团体，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
学等著名高校，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通
过多种形式表达慰问和哀悼。

送别仪式现场，竹厅外的道路，被

前来缅怀送别的人群挤满。
人群中，老中青不同年纪的面庞，

满目悲怆。听到胡老的视频声音，不少
人哭泣难掩。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大二
学生张园和同学提前返校，来到送别仪
式现场。他还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在
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买的大熊猫玩
偶，“这是来自卧龙的大熊猫，希望它永
远陪伴胡教授。”

连日来，西华师范大学师生自发前
往胡老生前在校住所及工作的生科楼
下，摆放胡老照片，送上鲜花、大熊猫文
创纪念品，悼念胡老。

在胡老的母校——达州开江中学
校园里，学子们翻阅学习胡老著作，深
深缅怀着……

青山垂首，江水呜咽。先生一路走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苏定

伟 谢杰赵紫君

他是我眼中的“老先生”
一生爱着大熊猫

“小时候，我舍不得父亲，老是用
绳子捆住他的脚，试图把他拴在床
上。这一次我用了无数仪器，却没能
留住他。”2月19日下午，在“中国大熊
猫之父”胡锦矗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
上，胡老女儿胡晓泣不成声。

在女儿的眼中，胡锦矗是父亲，更
是“老先生”。

2月14日，胡晓经过批准进入ICU
看望父亲，“在摸到他头的一瞬间，我知
道老先生是清醒的，他知道我来了。”

“我知道，老先生向往的是他热爱
的大自然、大熊猫。”2月16日晚上10
点 08分，老先生平静地离开了。“从
1974年开始研究大熊猫直到生命结
束，老先生一生爱着他的女儿，也爱着
他的大熊猫。”胡晓说，“老先生研究了
多少年的大熊猫，我就是多少岁。”

胡晓见证了父亲一辈子研究大熊
猫的历史。“我6岁到12岁的几乎每个
暑假，都是陪着父亲在‘五一棚’（四川
卧龙自然保护区东南核心地带）度过。”

“我见证了父亲和夏勒博士最初
的研究。每天晚上回到‘五一棚’，闻
着烤脚丫的味道和烤红薯的香气，我
听他们讨论问题，知道他们当天又是
收获满满的一天。”胡晓说。

告别仪式上，胡晓为大家播放了
她为父亲拍摄的最后一段视频。

胡老在视频中说，希望年轻人走
出家门，多在野外跑一跑，看一看，到
野外多做一些观察。视频最后，他心
心念念的依然是大熊猫：大熊猫栖息
地如何？大熊猫保护状态如何？希望
大家为大熊猫保护事业作贡献。

胡晓说，这段视频拍摄于2022年
夏天，断断续续拍了5次，“后来他病情
严重，很难再完整说话。”

“告别仪式上突然听到老师的声
音，那一刻仿佛老师在给我们上最后一
课。”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林学系
副主任黄燕博士，听到恩师的声音，止
不住泪水，止不住悲痛。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苏定伟谢杰赵紫君

女儿追忆▶

◀“中国大熊猫之
父”胡锦矗

西华师范大学师生自发悼念胡老。

胡锦矗
1929 年 3 月

24日出生，生于四
川开江，动物学家，
西华师范大学珍
稀动植物研究所
教授，国家有突出
贡献专家。他是
国际公认的大熊
猫生态生物学研
究的奠基人，被誉
为“中国大熊猫研
究第一人”“中国大
熊猫之父”，曾组织
领导了我国第一
次大熊猫调查，建
立世界第一个大熊
猫生态观察站，是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
究中心首任主任、
我国大熊猫研究
的标志性人物。

“中国大熊猫之父”胡锦矗遗体告别仪式在南充举行

他最后念念不忘的还是大熊猫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可欣）2月
18日，以“打造非遗年度名片，绽放非遗
绚丽色彩”为主题的首届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年会在陕西省榆林市开幕。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四川是
本次年会主宾省之一。本届年会中，来自
四川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成都漆艺、银花
丝、黑茶制作技艺（南路边茶制作技艺）、
伞制作技艺（油纸伞制作技艺）、制扇技艺
（龚扇）、成都糖画等31个非遗项目精彩
亮相，56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了四川
非遗的非凡技艺。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木偶戏（川北大木偶戏）
《绣长绸》在开幕式中亮相，艳惊四座。

本届年会将非遗展陈与非遗集市合
二为一，用展陈的方式呈现非遗项目，用
集市的场景增强群众体验，呈现一个具
备文化温度和质感、既好看又好玩的非
遗创新展览。同时，活动围绕非遗年轻
化、体验场景化、传播多元化的需求，打
造非遗与旅游融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

通过设立三秦街、河洛街、天府街、齐鲁
街四条特色非遗街市，与榆林老街现实
街景相辅相成，近200个非遗项目、400
多位非遗传承人相聚榆林，共襄盛举。

在非遗展陈和非遗集市的呈现上，
四川非遗着力塑造天府街，并以茶馆这
一独特文化空间开展非遗沉浸式体验。
成都漆艺、成都银花丝制作技艺、南路边

茶、龚扇制扇技艺、绵竹木版年画、泸州
油纸伞、蜀锦、蜀绣、彝族服饰等14个非
遗项目纷纷亮相，展现了四川丰富的非
遗资源和浓厚的文化氛围。羌族刺绣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陈云珍携作品参展，展
现了羌绣独树一帜的魅力。

17日晚，非遗大集开集。四川组团
展示展销众多非遗产品，如新繁棕编、立
江腊肉、龙玲剪纸、成都糖画、达县灯影
牛肉等15个非遗项目，深受当地游客喜
爱，当晚销售额达到5万元以上。成都
漆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尹利萍、银花
丝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道安、南路边茶
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甘玉祥等人先后
在活动线上直播中亮相，介绍各自传承
的非遗技艺。

18日下午，以“守正创新，弘扬非遗
时代价值”为主题的巅峰论坛，探讨了非
遗研究的前沿领域，相关领域专业、权
威、有影响力的嘉宾共议非遗保护、传
承、传播的重大课题。

川北大木偶戏《绣长绸》亮相开幕式。省文旅厅供图

四川非遗组团亮相首届中国非遗保护年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