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故事

记录西部生态变迁 印开蒲从未停下脚步

国际森林日四川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座谈会召开
黄强为印开蒲颁发奖牌证书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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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迁》中，印开蒲（左二）和把他误认为“偷猪贼”的户主合照。受访者供图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李淼）3月21日，国际森林日四川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召开。省
委副书记、省长黄强出席会议并为中国
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原研究员、生态
学家印开蒲颁发奖牌和证书。

黄强在讲话中指出，印开蒲同志六
十余载全身心投入中国西部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环境保护，精神可贵、贡献可嘉，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是
四川人民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杰出典
范。我们每个人都是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受益者，同样也要当积极的
参与者、贡献者。要广泛宣传印开蒲同
志的先进事迹，激发全社会参与美丽四
川建设，写好生态文明全民共建共享大

文章。
黄强强调，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也是绚烂多彩的生物宝
库。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这块生态宝地
寄予厚爱，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
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
度重视四川独特生态地位，扛起生态大
省使命责任，坚定不移推动全面绿色转
型的高质量发展，交出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树更大、环境更优美的美丽四川
新答卷。要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全力
保护好巴山蜀水、一草一木，努力把大熊
猫国家公园建成中国“生态名片”，把若
尔盖国家公园创建为世界最美高海拔国
家湿地公园。要努力将绿水青山转化成
金山银山，充分认识原生态是最稀缺的

旅游资源，避免把“人参”当“萝卜”卖，真
正做到“保护保护再保护”，积极探索生
态价值转化的有效路径，与推动乡村振
兴、促进共同富裕紧密结合，带动当地群
众增收致富。

印开蒲同志生于1943年，曾参加四
川植被调查、贡嘎山植被考察等多项科
考工作。1978年，他起草的关于建立九
寨沟等一批自然保护区的建议被国家采
纳，同年12月九寨沟获批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1982年，他率先提出用亚丁命
名并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2002年，
他首先提出在茂县土地岭建设大熊猫走
廊带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措施；“5·12”汶
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他起草的高度重视
灾后大熊猫栖息地恢复和保护工作的建

议得到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批示，为大
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打下基础。他还主持
撰写《百年变迁——两位东西方植物学
家的影像重逢》等著作，展示了中国西部
地区百年来生态环境及人民生活的巨大
变化，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副省长段毅君出席会议并宣读《四
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表扬印开蒲同志的通
报》。印开蒲同志分享科学研究和生物
多样性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经历。生态
环境厅、省林草局、中科院成都分院负责
同志，稻城亚丁景区管理局、九寨沟风景
名胜区管理局有关工作人员，印开蒲同
志助手和学生代表分别作交流发言。省
直有关部门和甘孜州、阿坝州相关负责
同志参加会议。

印开蒲，一位耄耋之年的老者，省长
为他颁发奖牌证书，省政府专门对他通
报表扬。这位生态学家凭啥这么牛？

在九寨沟还鲜为人知时，印开蒲就
建议在该地建立自然保护区；他还是亚
丁自然保护区最初命名者之一；他提出
在茂县土地岭建设大熊猫生态走廊……
多年来，他跑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对四
川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考察作
出了很大贡献。

今年1月，印开蒲参与编著的《百年
变迁——两位东西方植物学家的影像重
逢》出版，再次将几代人在百余年间于中
国西部地区的同一地点所获得的影像进
行整理并研究对比，为后人留下了记录
中国西部生态环境和社会变化的又一份
珍贵资料。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见到
了印开蒲，听他讲述《百年变迁》的幕后
故事。

一次追寻
重走威尔逊之路

一切起源于1997年。当时，在成都
生物所做生态研究工作的印开蒲，接待
英国皇家园艺学会访问团时看到了《中
国的威尔逊》一书，书中收集了威尔逊当
年在中国西部拍摄的老照片，“这些照片
将四川拍得真美。”

印开蒲发现威尔逊书中拍摄的很多
地方他都去过，也许是一种缘分，他对威
尔逊百年前的行走路线产生了好奇。“追
寻威尔逊足迹”，他希望通过现在景象和
书中的照片对比，研究西部地区生态环
境、人文景观等在百年间的变化。

百年前，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来到
中国四川，多次深入四姑娘山、黄龙、贡
嘎山等地考察，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考
察野生植物资源，把采集到的全缘叶绿
绒蒿、岷江百合、黄花杓兰等数百种中国
野生花卉引种到了西方。1929年，威尔
逊的专著《中国——园林之母》出版，记
录了他长期在中国西部从事植物收集活
动的经历。

“追寻威尔逊足迹”真正付诸实施是
在2002年，一切准备就绪后，印开蒲便
踏上了漫长的追寻之路。当年威尔逊遭
遇到的暴雨、洪水、风雪、泥石流、崩塌等
自然灾害，他也同样经历，有时一个地点
不得不往返几次。从新老照片的对比
中，他也拍摄到了百年时空的微妙变化：
有的河流已经改道，有的山体明显下滑；
凸凹不平的茶马古道建成宽阔的公路，

装满货物的汽车代替负重如山的苦力；
坚固的石桥代替摇摇欲坠的竹索桥，破
烂不堪的小镇如今高楼林立……艰辛奔
走8年后，《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
环境变迁》终于编著出版了。

今年1月出版的《百年变迁》即是《百
年追寻》的续作，它以前作为基础，将百
余年前、十年前、当下这三个时期的照片
进行精巧排列、一一对比，通过跨越百年
的275组新老照片对比，反映了中国西
部地区生态环境的百年变迁。可以说，
这也是中西方生态研究学者对自然探索
的一次次重逢和延续。

与纯粹按照威尔逊在中国西部考察
的线路编排的《百年追寻》不同，在《百年

变迁》中，印开蒲特意将这些考察点位归
纳为了10条旅游路线——湖北2条，重庆
2条，四川6条，“希望能带动当地旅游业
的发展，帮助那里的老百姓增加收入。”

一段趣事
险些被当“偷猪贼”抓了

不管是《百年追寻》还是《百年变
迁》，都是由大量的实景照片组成，每一
张照片背后都是一段跋山涉水的旅程。

有的旅途经历温暖有趣。“在搜集资
料时，特别是遇到照片中生活在那些地
点的后人时，经常会发生有意思的事。”
印开蒲说，有一次在寻访“喇嘛寺”时，他
险些被当“偷猪贼”抓了。当时，他们在山
坡上拍照，突然听见附近有猪在叫，却又
看不到猪在哪。正在拍的时候狗又叫了
起来，引来了附近拿着家伙准备“抓贼”的
居民。印开蒲不得不把老照片拿出来才
解开了误会，原来他们一开始站着拍照的

“山坡”是居民的猪圈，“后来那户人家的
主人看到威尔逊的老照片后，心情特别激
动，因为看到了他家的祖屋。”

有的旅途却困难重重。据印开蒲回
忆，最困难的一次莫过于“大炮山之
行”。拍摄大炮山垭口处是威尔逊在中
国去过最高的地方，位于丹巴县和康定
市交界，海拔4550米。印开蒲曾在当地
牧民的牛棚子里住了一晚，却被牧民家
的藏獒吓得不轻，“它们会从墙缝‘监视’
我，因此我半夜都不敢出去上厕所。”

由于大炮山地处偏远，经历了长途
车程后还需要骑马前往。印开蒲恰好碰
上了一匹尚未被调教过的小马，“路上我

看它颈部、身上全是汗水，有点心痛，就
下来自己走，没想到在最后最艰苦的一
段路，小马硬是不让我骑了，我只好走上
去，到山顶时由于缺氧嘴唇都变乌青
了。”回程时，他从马上下来准备上车时，
直接跪在了地上，因为两天的马上旅途，
他的膝盖已经扭曲变形了……那一年，
他65岁。

一种传承
助手接替每隔十年的拍摄

印开蒲每次或长或短的旅途目标几
乎都是几张用于对比的照片，有时还会
因为世事变迁而找不到点位无功而返，
是什么让他坚定地追寻威尔逊的足迹，
并在完成《百年追寻》十年后又开始编写
《百年变迁》？

或许是一种责任感。在印开蒲看
来，中国近10年的变化已经超过了过去
100年，这种变化被系统地整理记录下
来，对后人来说将是宝贵的影像财富。
他也希望通过编写《百年追寻》《百年变
迁》，让更多人关注到中国西部环境的变
化，引起公众对自然环境的重视，思考如
何更好地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去利用自
然资源。

“如果我们能积累3至5本这样的图
书，将会是一系列相当珍贵的资料。”印
开蒲认为，这种记录工作如果能以十年
为尺度继续下去，可以帮助后人更加明
了地看到多年间社会环境的整体变化，
并从中学习领悟。比如在《百年变迁》
中，读者们可以看到中国天然林保护、退
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一系列生态保护工
程，四川的森林覆盖率每年以超过1%的
速度持续增长，从2008年的28%到2019
年的40%……

更让人欣慰的是，当下有更多人加
入到了印开蒲的行动中。编著《百年追
寻》时主创团队只有几人，书中的照片
几乎都是印开蒲一人拍摄的，到了《百
年变迁》，主创团队已经扩充到了上百
人，特约摄影师不仅有来自四川的，还
有湖北、重庆、广东、北京，甚至有来自
美国的。

印开蒲的助手——成都生物所生
态学博士朱单，更是对这项工作充满
热情，他表示将接替印开蒲每隔十年

“重走老路”的拍摄计划。本次《百年
变迁》中大炮山点位就是由朱单重走
并拍摄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谭羽清

2014年10月27日，印开蒲在茂县
松坪沟科考时骑马前往目的地。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