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人人都爱“萌总”

“被发现”时名字都读错

“萌总”居然被“降级”了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萌总”IP

全球科学家关注“萌总”

2月16日晚，一位94岁的老人

在四川南充去世，终止了与大熊猫的

“一世情缘”。

他就是被称为“中国大熊猫之

父”的胡锦矗教授。胡锦矗教授是我

国大熊猫研究的标志性人物。他是

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被誉为“中国

大熊猫研究第一人”，是国际公认的

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的奠基人。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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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过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

心第一任主任，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

全面探索大熊猫生态环境和生活习

性的著作⋯⋯

胡锦矗与大熊猫的情缘始于

1974年，其时45岁的他受命组建四

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队，进入四川

卧龙开展了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

调查研究；2000年，他以78岁的年纪

“退休”后，依然每天在办公室工作，

也依然会到实验室给学生讲授知识。

就在他去世不久之前，2022 年

12月5日，成都市成华区集中签约中

国大熊猫国际科技合作中心、国家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质基因保护中心总

部基地等项目；今年2月19日，成都

熊猫国际旅游度假区全球投资发布

会举行⋯⋯

我们有理由相信，老人是带着欣

慰和对大熊猫的深深眷恋离开这个

世界的。

如果要说出一种在我们这个世

界上“最独特”的动物物种，大熊猫绝

对当仁不让。作为著名的孑遗物种，

它具有科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作为一

种文化符号，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

无数的拥趸。

自从在100多年前“被发现”以

来，大熊猫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从而有资格享有“萌总”的称号。它

确实又“萌”又“总”：因为可爱，所以

“萌”，因为“萌”，所以气场强大。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东山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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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并不是数量最为稀少的物种，“萌
总”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濒危物种。经过
长期以来人们对大熊猫的保护，“萌总”的
种群数量和栖息地面积持续增长，其中，四
川大熊猫尤其是野生大熊猫数量，从上世
纪 80 年代的 909 只增加到 1387 只，增长超
过 50%，大熊猫栖息地面积目前达到 202.7
万公顷。

据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截至 2022 年
5月1日，大熊猫全球圈养总数达673只，野
生大熊猫达1864只。

2021 年 10 月，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成
立，标志着大熊猫保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表示，
保护大熊猫的同时也意味着保护大熊猫
所 处 区 域 中 的 其 他 动 植 物 以 及 生 态 环

境，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有助于完
善野外保护和自然教育体系，从而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22 年 5 月 7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随着生态环境
的改善，部分珍稀濒危物种种群在中国逐
步恢复，其中，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已达
1800 多只，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

“易危”。
历经800万年的岁月，“萌总”经受了冰

川期的考验和食性的艰难转变而存活至
今，展现了坚韧的生命力，这一点，可以从

“萌总”的“第六根手指”得到见证——为了
生存的需要，大熊猫的爪子在五根手（脚）
指之外还发育出一根“伪拇指”，帮助它们
抓住竹子，在进食前除去竹子的枝叶。

我们这个星球上生活着万千生物，其
中有一些动物，比如猫狗，也成为人们喜欢
的宠物，但论及受宠程度，恐怕无一能够
与大熊猫相比——国外的动物园以能够
从中国租借大熊猫为荣，动物园里的熊猫
馆也是园内最高档豪华的建筑，人们常常
排起长队去看大熊猫；大熊猫成为众多活
动的吉祥物；以大熊猫为标志的小商品、
玩具在景区热卖；网络上只要发大熊猫的
视频，点击率就会爆棚；成都的街头跑着
熊猫公交车；就连联合国世界自然基金会
的徽标也是大熊猫⋯⋯

“人人都是熊猫粉”，真的是一点都不

夸张。“萌总”能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自然
有它被爱的理由。

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人类对于动物
品种的好感度需要几个基本要素：身材大
小、智力水平、行为方式、稀缺程度，以及本
身与人类在形态上的相似度，而“萌总”恰
恰在这些方面几乎都能得满分。

不错，有些动物由于人们的个人偏好
也能当宠物，比如蜥蜴，但不可能人人都会
喜欢上蜥蜴。

“某种动物能不能受宠，主要是它本身
是不是可爱。”美国西卡罗来纳大学心理学
系名誉教授哈尔·赫佐格（Hal Herzog）说，

“大熊猫的大眼睛和胖乎乎、毛茸茸的样
子，会让人们想到婴儿的样子，从而激发他
们的保护欲。”

按照他的看法，大熊猫两只眼睛周围
的黑色斑纹，让它看起来有一种受委屈的
样子，更容易引起人们对它的怜爱。

“萌总”的科学研究价值也是独一无
二的。作为一种古老的孑遗物种，它对
于 研 究 生 物 多 样 性 和 地 球 的 环 境 变 化
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它的消
化 系 统 还 有 能 够 消 化 竹 子 这 个 强 大 的
功 能 ，竹 子 的 主 要 成 分 是 纤 维 素 ，而 大
多数动物是不能消化纤维素的，唯独大
熊猫可以。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随着大熊猫走向
世界，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大熊猫文化也开
始兴起。

“大熊猫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一
个‘和’字道破天机。”

在 2022 年 11 月举行的一场关于大熊猫文
学艺术的专题交流会上，与会专家这样说。大
熊猫文化研究学者孙前认为，大熊猫文化的核
心内涵是“物竞天择、和谐共荣、友善包容”。

“2008 年奥运会前后，我们开始有了‘IP’意
识。”熊猫基地专家说。在与全球多个顶级机构
合作后，以大熊猫为主角的纪录片与出版物开
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我们从三十年
的熊猫科研和保护教育经验出发，希望能从技
术里提炼出‘底蕴’，用品牌聚合的力量，反哺到

大熊猫保护工作中来。”现在，熊猫基地从在线
直播、文创周边、展览等各个方面，探索文化传
播之路，而下一个尝试，将是“大熊猫国际音乐
节”。

其实，早在1993年，为了纪念我国发起拯救
大熊猫活动 10 周年，在成都举行了“国际熊猫
节”活动，此后每年的 9 月 22 日就被定为“国际
熊猫节”。

作为“萌总”，大熊猫以“文化大使”的形象
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内和国际的重大活动
中，比如1990 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盼盼”、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的福娃“晶晶”、2022
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2018 年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吉祥物“进宝”⋯⋯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和
民说：“有关大熊猫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使大
熊猫文化的影响力在海外广泛传播，为更好地
向世界解读中国文化，持续推动中国与世界各
国友好往来起到积极作用。”

大熊猫文化在全球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
件，是 2008 年上映的《功夫熊猫》，这部充满中
国元素的影片，不但让观众感受到了影视技

术的魅力，也让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对中国风
格的景观、布景、服装乃至食物等产生好奇
和憧憬。

专家认为，作为中国名片代表之一的
大熊猫文化，也需要在全球语境下，具备
更丰富、更多元的文化内容和表达方式。

例如，以年轻视角诠释熊猫文化，更
多产生在与当代年轻人有共鸣的话题领
域，例如友情、忠诚、梦想、探索、奋斗等。

大 英 博 物 馆 亚 洲 部 门 展 策 负 责 人
Mary Sue Ginsberg 认 为 ，大 熊 猫 是 人 类

的朋友，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层面，大熊
猫对于中国的国际外交作用很大，熊猫是
友谊的完美代言人。她还建议，大熊猫保
护 的 研 究 成 果 也 可 以 延 伸 到 很 多 其 他 领
域，以大熊猫为主题创作出更多面向年轻
人的优秀作品。

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中
国签订协议，在卧龙自然保护区“五一棚”大熊猫
野外观察站，进行大熊猫的生态行为学研究，这
是首次正式开展的关于大熊猫的中外合作研
究。此次调查研究，揭开了野外大熊猫的神秘面
纱，摸清了大熊猫在野外的生活习性以及生存状
态等，也为后来的野外调查研究打下了基础，其
研究成果汇集于《卧龙的大熊猫》一书中。

1994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两只大
熊猫首次以“科研交流大使”的身份，旅居日本白
浜山野生动物园，这是大熊猫出国合作研究的开
端。随后，中国陆续与数十个国家开展了大熊猫
合作研究。

随着人工繁育技术的发展，大熊猫对外科研
合作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除了与知名的动物
园合作外，中国的各大熊猫基地也纷纷与国外著
名的研究机构、保护组织、大学建立了广泛的国
际科研合作关系。

2001 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以下简
称“熊猫基地”）与国外国家病症研究所基因组
多样性实验室合作成立了“大熊猫亲子鉴定中
心”，应用微卫星技术来鉴定新生幼崽的亲子关
系；从 2002 年起，熊猫基地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
作，开发新的微卫星标记，建立大熊猫微卫星数
据库，开展种群遗传研究；2007 年，世界自然基
金会成都办公室和熊猫基地科普教育部建立了
项目合作。

近年来，大熊猫对外科研保护合作在疾病
防控、营养学、遗传管理、行为训练、野化放归、
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丰
硕成果。

目前，科学家通过基因组特征分析、比较基
因组学、群体规模变化等相关的新技术寻找影响
大熊猫特殊生活习性的特殊基因组成分，期待从
生理学层面更多地了解大熊猫的生理适应性，帮
助“萌总”们渡过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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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总”的世界
和世界的“萌总”

马上见“萌总”，充满期待

编辑手记
通 过 大 熊 猫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是 传 递

中国文化一种很好的方式，同时，作为中国文
化一个重要的文化 IP，大熊猫文化如何在新时代

的全球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全方位的
共同思考和努力。

一方面，大熊猫文化需要更加贴近当今社会人们
所关心的话题，如绿色环保、和平友爱、和谐发展等，另
一方面，它也需要不断寻找对青少年更有亲和力的传
播方式，并且利用新技术切入他们的生活，如动漫、游
戏等。

“ 大 熊 猫 科 学 保 护 工 作 的 成 果 有 目 共 睹 ，但
围绕大熊猫的文创产业做得还远远不够。”著

名大熊猫文化研究学者孙前说，“我们不
仅 要 重 视 大 熊 猫 的 科 学 价 值 ，也 要

重视大熊猫的经济价值和文
化价值。”

“萌总”已经在地球上生活很久
了，但在早先的时候它其实更像是一
位不为人知的“隐士”，直到后来有一
个法国传教士在四川宝兴县偶然看见
了这种奇怪的动物。

大熊猫主要生活在四川西部以及
陕西和甘肃南部的高山丛林中。在当
地生活的人其实早就知道这种动物，
一直也没有怎么重视它。根据史料记
载，早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当地就有对
大熊猫的记述，并且用“不食五谷，食
竹连茎”“性最痴”（意思就是傻乎乎
的）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它。那个时候
的人们缺乏科学常识，也没有什么动物保
护意识，按照他们的观点，这种在当地被叫
做“竹熊”的家伙，肉不好吃、皮毛也不能做
成大衣，不具备经济价值，只不过是个没什
么用的“怪物”。

1869 年春天的时候，在宝兴的法国传
教士阿尔芒·戴维（Armand David，中文名
谭卫道）在当地一户人家中发现了一张奇
特动物的皮毛，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后来
他得知这种动物被当地人称为“花熊”或

“竹熊”。
后来，一张大熊猫皮的标本被送回法

国巴黎的国家博物馆展出，立刻引起了巨
大的轰动，博物馆专家在研究后认为这种

新发现的物种与在中国西藏发现的小猫熊
相似，所以给它取名为“大猫熊”。再到后
来，1939 年重庆的动物园举办了一次动物
标本展览，展览中“猫熊”的标牌是按照从
左到右的国际书写格式书写的，而当时的
人们习惯读字从右往左开始，于是误把“猫
熊”读成“熊猫”，此后“大熊猫”这个名称就
这样开始流行起来。

和虎、豹、狼等野生动物不同，大熊猫
为 世 人 熟 知 的 历 史 其 实 只 有 100 多 年 。
这样看来，关于它是“食铁兽”或者“蚩尤
的坐骑”的说法，多半是后人的附会，但
是，这些说法确实为“萌总”平添了几分
神秘色彩。

大大熊熊猫猫::

成都大运会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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