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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第二届“天府好家规”征
集活动正式启动。此次活动由中共四川
省纪委、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主办，封面
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面向全省公开征
集好家规及背后的故事。近日，记者约
访了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杨华珍，听她讲述对家风家教的认识。

比起口传心授以身作则更重要

“我们手艺人有个德艺双馨的要
求。‘德’在‘艺’之前，不光是技艺要好，
做人也要好。例如孝顺老人、关爱和帮
助弱势群体，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
的事，而是我们身上的责任。”杨华珍认
为，所谓的“德”之中就包含了善良、诚信
等为人基本的品质。在工作和学习中，
杨华珍都曾反复对儿子冯旸、学艺的徒

弟们强调“德”的重要性。同时，杨华珍
告诉记者，比起口传心授，以身作则更为
重要。

2008年“5·12”汶川地震之后，杨华
珍带着由18名年过六旬的妇女组成的

“奶奶团”走出大山，拿着绣花针一起到
成都闯荡。后来，在杨华珍的推动下，多
个国际大牌与工作室联名、合作，不仅解
决了工作室成员的生存问题，更让藏族
编织、挑花刺绣工艺在更大的舞台上绽
放光彩。凡事开始都是不容易的，杨华
珍和团队也是如此。但她知道，诚信是
一块很好的敲门砖。

“我们做手艺，一心一意讲究的就是

诚信。我们原本做的刺绣，都是当作手
信，家里人送给客人的。”刚开始，杨华珍
和团队甚至不清楚该如何为商品定价。
那时候，还是顾客帮忙计算，用了多少线
和布，用了多少人力和时间。后来杨华
珍慢慢懂得了经营，但依旧坚持诚信经
营。“我们要把东西做好，不能把好坏搞
混了。虽然人家不懂我们的刺绣，但是
我们自己懂，所以要凭良心来做事。”杨
华珍说。

强调“德”重要鼓励式教育也重要

在杨华珍对孩子和青年手艺人的
教育中，她也一直在强调“德”的重要

性。在她看来，鼓励孩子同样是重要的
一点。

杨华珍的手艺生涯始于8岁。“我8
岁的时候，自己做了个布娃娃。那个年
纪做得能有多好？但是身边的大人都夸
我做得好，我就觉得自己真不错，有了信
心，也爱上了这门手艺。”也正是这个布
娃娃让她意识到，在孩子的成长中，鼓励
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杨华珍不仅从小
就鼓励儿子冯旸创作，更有意识地锻炼、
培养儿子。

如今，冯旸是藏族编织、挑花刺绣第
五代传承人，羌族刺绣最新一批的市级
非遗传承人之一，也是一名在读博士。
他将自己所学的东西，活用在非遗传承
中，为羌绣建立起了上万种纹样数据库，
拾起那些快要消失在高龄手艺人记忆中
的纹样和含义，是一位担得起“非二代”
名称的手艺人。

在采访的过程中，杨华珍直言：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不会说什么华
丽的语言，但我知道，做人，就是要做
好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受访者供图

听取一片蛙声，能分辨出是哪些蛙
在叫吗？对普通人来说这可能是天方夜
谭，但对长期从事蛙类鸣叫行为与机制
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来说，不仅能分辨蛙
的种类，还知道它们鸣叫的含义。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
访了一位“听力超群”的青年科研工作者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动物行
为与仿生项目组助理研究员朱弼成博
士。34岁的他专注蛙类鸣声通讯与机制
研究已有 10 多年，在动物生态学杂志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行为生态学
（Behavioral Ecology）等领域权威期刊发
表SCI论文21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和四川省科技厅等多项科研基金资助。

在兴趣指引下
成长为蛙类声学专家

朱弼成初次接触动物声学是在
2013年，当时生物技术专业本科毕业的
他出于对动物学，尤其是动物行为学的
热爱，选择了进入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
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所”）深造，“我从
小就喜欢看动物世界、看与动物有关的
书籍，因此对动物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进入生物所后，朱弼成就一直跟着
导师崔建国研究员和唐业忠研究员学
习，从硕士到博士再到现在的助理研究
员，专注于蛙类鸣声与机制研究。

近几年，在崔建国研究员的指导下，
朱弼成围绕视听多模通讯对蛙类性选择
的影响以及噪音对蛙类视听多模通讯的
干扰开展研究，取得多项优秀成果，包括
发现雌蛙对视听多模求偶信号具有更久
的工作记忆；证明视听多模信号整合可
以帮助雌蛙识别部分音节缺失的鸣叫；
揭示了环境噪音可通过跨感官干扰影响

蛙类对视觉求偶信号的辨别，进而影响
其配偶选择等。

这样的成绩不仅仅源于朱弼成对科研
工作的热忱，还源于他扎实而丰富的专
业知识。采访中他自信地告诉记者：“通过
蛙类的鸣声我们可以获取很多信息。你把
我丢到海南吊罗山上，我闭着眼睛在路上
走一下，听一下声音，就能分辨出周围有多
少蛙，有些什么蛙，在10米、20米开外的
蛙，用手电筒照一下，就能猜到是什么物
种。即便只看到一闪而过的‘蛙影’，我也
能根据它的运动姿态，分辨出是哪种蛙。”

科研不易
但能收获求知欲的满足

作为蛙类鸣声通讯的研究者，在这
10多年“与蛙共事”的时光里，朱弼成的
工作地点时常在野外和生物所切换。在
每年的3-8月蛙类繁殖期，他会和其他
研究人员前往野外开展实验；当回到生
物所，则会进行电生理等室内实验和撰
写论文等工作。

在野外研究蛙类鸣声通讯，完全可
以用“艰苦”“危险”等词来形容。

据朱弼成回忆，2017年，因为修路，山
上的科研人员和保护区的职工都撤离了，
当时上山的路没有完全修好，有些地方是
悬空的，走在上面一边是悬崖。为了考察
能否开展研究，他只身一人徒步前往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上面的研究基
地，“虽然已经有很多年夜间出野外的经
验，但上去后看到那么大的林子，没有一个
人，没有一盏灯，内心着实有点害怕。”

虽然野外工作经常伴随着危险和困
难，但朱弼成表示很享受，还曾创下连续
在“与世隔绝”的雨林基地待上183天的
纪录，“当你身处野外，去感受、窥探大自
然的奥秘，在受到启发并迸发出‘研究灵
感’时，你会觉得做科研是一件非常开心
的事，而那份喜悦会让你忘却途中的艰
辛和疲惫。”

曾用科普创作
拯救了峨眉髭蟾蝌蚪

在科研之余，朱弼成也一直在坚持
科普创作，积极宣扬野生动物保护。他
告诉记者，写科普文章一方面能传播科
学知识，让公众了解到科学家的工作，另
一方面能唤起公众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意
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从事科普
工作多年来，令他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
就是利用自己手中的笔切实地保护了珍
稀濒危物种峨眉髭蟾。

当时朱弼成留意到微博网友透露峨
眉山有餐馆在售卖一种奇怪的“蛙鱼”，这
种鱼浑身滑溜溜的没有鳞片，很像蝌蚪，有
接近10厘米长。通过网友拍摄的照片他
发现“蛙鱼”其实是我国特有珍稀濒危物种

峨眉髭蟾的蝌蚪，它们一般生活在很冷的
水里，生长缓慢，需要2-3年才能成年。

朱弼成立即结合动物学和保护生物
学的相关知识，撰写了一篇关于峨眉髭
蟾保护的科普博文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同时联系了当地的森林公安。文章发布
后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引起了
森林公安的重视。很快，一缸一缸的大
蝌蚪被森林公安从餐馆没收并随即放
归，而餐馆老板也深刻认识到了售卖“蛙
鱼”的严重后果。

多年后他再去峨眉山考察，问及是
否有“蛙鱼”售卖时，餐馆老板连连摇头：

“这个是国家保护动物，千万不能抓。”听
到这样的答案，朱弼成十分欣喜，也让他
再次坚定了科普创作的决心。

蛙类听觉毛细胞再生研究
将为听觉损伤治疗提供重要思路

提到研究蛙类鸣声行为与机制的意
义，朱弼成说：“虽然‘冷门’，但它属于基
础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动物的通讯方式和配偶选择规律。只有
耐得住坐‘冷板凳’，把这些基础研究做
扎实，才能促进未来在生态保护和应用
开发方面的研究。”

多年来对蛙类听觉的研究让朱弼成
和他所在的研究团队发现，蛙类的听觉
关键基因虽然和哺乳动物存在“高度保
守性”，但它们的听觉毛细胞具有与众不
同的再生能力。

对于人类和哺乳动物来说，听觉毛
细胞是不可再生的，如果人类能像蛙类
一样终生再生毛细胞，那么人类将不再
受“耳聋”困扰。

“我们接下来想探究噪音对动物听
力的损伤，以及损伤后的恢复过程。”朱
弼成表示，揭示蛙类听觉毛细胞再生的
关键调控因子或信号通路，将为探索如
何借鉴蛙类听觉可塑性和毛细胞再生能
力，解决哺乳动物（包含人类）毛细胞再
生障碍和噪音性听力损伤防治提供理论
依据，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谭羽清

朱弼成在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实验室。

◀
杨华珍（中）
教大家织绣。

雨林里的“听蛙博士”朱弼成：

兴趣指引我成为蛙类声学专家

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华珍：

“德”在“艺”之前 以身作则更重要

“大家”说家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