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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满园芳菲，大地春归，花红柳

绿的各类公园成为人们迎接春意、远离

喧嚣、放松身心的佳选。如果说市内公

园能让人们第一时间“看见”春天，那么

国家公园则给了人们一个真正融入大

自然的机会。

放眼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拥有自己

的国家公园，其中法国更是欧洲乃至全

球创设国家公园最早的国家之一。

早在 1963年，法国就在位于东南部

的萨瓦省设立了第一个国家公园——

瓦娜色国家公园。截至目前，法国已有

11 个国家公园，每年接待游客近千万人

次，总面积约占其国土面积的 10%。

在法国众多国家公园中，塞文山脉

国家公园是唯一一个一年四季都有常

住人口的。它也是法国本土面积最大

的国家公园，仅次于法属圭亚那的亚马

逊国家公园。公园里动植物种类繁多、

景观非凡，加上厚重的人文气息，吸引

了无数游客。

它位于法国南部中央高原的塞文

山脉，毗邻普罗旺斯。1970 年，法国以

艾古阿勒国家森林为中心成立了塞文

山脉国家公园，前者面积约占后者总面

积的 86%。得益于此，塞文山脉国家公

园凭借 70%的森林覆盖率成了法国所

有国家公园中森林覆盖面最广的一座。

法国南部光照时间较长，很利于植

物生长。目前，植物学家已在塞文山脉

国家公园鉴定出超过 2250 种植物，占

法国植物体系的 40%。这也是联合国

1985 年赋予其“生物圈保护区”称号最

重要的原因。

因为植被繁茂，公园里清风习习、

溪流汩汩，沿路风景如画、树木成荫，令

人心旷神怡。

放眼高处，同样美轮美奂。位于塞

文山脉国家公园中的艾古阿勒山峰是

法国中央高原的一部分，也是加尔省的

最高峰。山峰上的“艾古阿勒气象站”

是法国如今仅存的山上气象观测站，存

在时间超过 120 年。

站在气象站南望阿尔卑斯山、东眺

勃朗峰，视野开阔，重峦叠嶂，雄伟无

比。待到夜间，四处幽雅清静，夜空繁

星点点，似乎能穿越星空看见未来，美

丽至极，让人陶醉。

除了迷人的自然景观，塞文山脉

国家公园还有浓厚的人文气息。2011

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喀斯和塞

文——地中海农牧文化景观”便是一

个典型代表。此外，法国人多爱徒步，

尤 其 偏 爱 大 名 鼎 鼎 的“ 史 蒂 文 森 之

路 ”。 该 徒 步 路 段

总 长 约 207 千 米 ，大 致

分为 4 段，其中最后一段便

位于塞文山脉国家公园内。

应 该 说 ，塞 文 山 脉 国 家

公园面积虽大，但作为生物多样

性保护这个宏伟时代主题的现实

投影，却只是沧海一粟。其意义不

仅 在 于 保 护 了 多 少 动 植 物 ，给 人 们

提供了多少休闲旅游的场所，更在于

它向大量习惯于城市生活、看惯了高

楼 大 厦 的 人 们 展 示 了 大 自 然 的 生 动

与 美 丽 ，触 动 了 人 们 心 中 最 深 沉 、真

挚的情感。

有爱才有发自内心的呵护。唤起

人们对大自然的爱，让人们自发地加入

生态保护的行动中，这或许就是国家公

园赋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

塞文山脉的生动与美丽
钱 通

在德国各大城市的街头走一走，会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极少会

见到流浪动物。凡在大街上看到的动

物，都有主人陪伴。而且，宠物们大多

装备齐全、自由自在，主人们则尽显温

柔体贴，很少有拉扯、呵斥等场面出现，

到处都是一副“小主吉祥”的模样。

动物们为何生活得如此幸福？

这就要从德国严格的法律法规和

配套的动物救助机构说起了。

和人一样，在德国，动物们的权利

也是有法律保障的。

德国现行的《动物福利法》经多次

修订、扩充而成。该法包括 13 章 22 个

大条款，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严格的动物

保护法。

德国《民法典》规定，动物的所有人

在行使其权限时，应遵从关于动物保护

的特别规定。动物的范围既包括野生

动物，也包括家养动物。

同时，在德国《联邦自然保护法》里

也有 13 条涉及动物保护的法条。

2002 年 5 月 17 日，德国联邦议会

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将动物保护纳入

《基本法》，即德国的宪法。这一修订

的重要改变之一是在“人”的后面加上

了“和动物”3 个字。由此，德国成为

欧盟第一个将动物权益保护写入宪法

的国家。联邦法院在此后的动物案件

判决中，也明显体现出更多的动物保

护意识。

2007 年，德国联邦议院再次修订

《动物福利法》，新增的规定包括禁止将

宠物出售给不满 16 周岁的人，养主必

须保证饲养的宠物在心理上不受外来

的扭曲和伤害等。

仅有法律还不够，还得有动物救助

机构兜底。

1881 年，德国多个动物保护组织

和 庇 护 所 合 并 成 立 德 国 动 物 保 护 协

会 。 该 协 会 致 力 于 有 效 阻 止 虐 待 动

物，总部位于波恩。如今，它已成长为

包含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 多个

组织的巨型机构，而且建立起 500 多

个动物庇护所和急诊室，每年救助约

30 万只动物。

在德国，弃养宠物是违法的。但在

现实生活中，仍有宠物因各种主观或客

观原因遭弃养。如果人们在街上看到

流浪动物，会报警或通知动物救援人

员。通常状况下，曾经当过宠物的动物

体内都被植入了芯片，工作人员可以根

据芯片信息找到主人，送返主人家中即

可。如果主人因为不可抗力，如被捕、

生病入院，甚至死亡等，无法继续照顾

宠物，则会由收容中心负责它们接下来

的生活。

德国的动物收容所由动物保护协

会运营，是非营利机构。在这里，走失

或被弃养的动物都能得到照顾。没有

植入芯片的动物会在这里接受专业的

健康检查，完成驱虫、接种疫苗及植入

芯片等程序，等待认养；已有芯片的动

物若等不来主人，将被公开认养。

作为非营利机构，动物收容所的收

入从哪里来呢？其中一条重要途径就

是认养费用。

德国宠物商店禁止出售宠物，只有

持资格认证的繁殖业主才可以出售。

不过，购买宠物价格昂贵，比如一只幼

年拉布拉多犬的售价高达 2000 欧元。

而认养宠物则非常便宜，通常只需约十

分之一的费用。这些费用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分担收容中心的运营开销。

据德国动物保护协会统计，德国的

宠 物 认 养 率 高 达 90% 。 收 容 中 心 里

80%的动物都能在 6 周内找到新主人。

即便是一直无人认养的“小可怜”，也能

在收容中心健康地生活。

在德国，认养宠物和领养小孩一样

严肃。想认养动物的人需要参加专门

的学习培训并通过考试，取得资格认

证。如果想要认养大型犬或特殊犬类，

认养人还需要进行额外学习并取得专

门资格。认养后，主人要与宠物一起参

加为期 3 个月的专业训练，如建立搭乘

公交车、地铁等行为规范。动物协会还

会对认养者的经济条件、认养动机、家

庭环境等各方面进行严格审查。认养

成功后，会有动物协会工作人员定期上

门回访，了解宠物的生活状态，评估认

养人的家庭条件是否能够继续满足宠

物成长的需要。

当然，对于“小主”们来说，这些问

题都是主人需要操心的，真正值得它们

自己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吃喝玩乐。

这也同样不用担心。在德国城市的公

共活动空间里，设有像儿童游乐场一样

的独立空间，供宠物活动。虽然德国的

超市分为综合、日化、食品等不同种类，

但在任何一家超市都能买到宠物食物

及用品。

也难怪，德国“小主”们的幸福感如

此爆棚！

动 物 权 益 同 样 需 要 保 护
谢 飞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是太平洋上的一

个岛国，由 607 个岛屿组成。这里至今

还保存着一处古老而神秘的遗迹。

纳马杜古城遗迹位于该国波纳佩州

东部的海边潟湖中，长约 1.5 公里，宽约

0.5 公里，由 100 多个人造小岛组成，小

岛之间是或宽或窄的天然水道。据考

证，该遗迹建于公元 1200 年至 1500 年

间，是绍德雷尔王朝的政治和祭祀中心，

约 17 世纪被废弃。

因建造规模大、技艺精湛、巨石建筑

密集，且集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繁复的岛

屿社会民间风俗和宗教仪式，纳马杜古

城祭祀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

世界文化遗产。

参观纳马杜古城遗迹的祭祀中心

是个体力活。到达这里先要乘坐汽车

进入茂密的热带雨林，行至林间小路的

尽头，便需下车步行。走过遮天蔽日的

红树林、涉过清凉透彻的海水、翻过布

满石头的坡谷，才能见到遗迹真容。所

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

险 远 ，而 人 之 所 罕 至 焉 ”，大 抵 便 是 如

此吧。

来到祭祀中心，最先映入眼帘的是

造型独特的祭祀高台。高台由巨大的玄

武岩石块和珊瑚块垒砌而成。据专家测

算，每块巨石轻则 5 吨，重则达 50 吨。

关于这些巨石的来历，众说纷纭。

有传说称，这个高台由一对双胞胎巫师

奥利西帕和奥洛索帕建造。兄弟俩借

助飞龙让巨石悬浮起来，运至这远离高

山的海边。

如此传说自然不能当真。但这个

古城遗址在整个南太岛国范围的地位

确是不容置疑的。众所周知，热带炎热

而潮湿的气候会极大消耗人们的精力

和体力。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岛国，资源

有限、交通不便，勤劳智慧的密克罗尼

西亚人竟然能够在不使用复杂机械的

情况下，将这些巨石运到这里，建造起

如此宏大的工程，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时间进入现代，密克罗尼西亚群岛

被欧洲探险家“发现”。16 世纪，葡萄牙

人和西班牙人先后到达这里。此后，西班牙人将该群岛并入东印

度群岛，并于 1887 年在今天的波纳佩岛上建立了现代城镇。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几经“易手”，先

被卖给德国，后被日本占领，再之后由美国托管。直至 1979 年 5 月

10 日，4 个托管领土地区批准了新宪法，共同成立了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

经此磨难，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原始的部落社会发展轨迹中断，

直接被“拖”入了现代社会。在政治上，当地设立了联邦议会制，通

过了宪法，成立了政府和议会。在经济上，绝大多数人仍以村落为

单位生活，主要生产椰子、胡椒、芋头、面包果等农产品，还有就是

打鱼。至于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则主要依赖进口。

已经废弃的纳马杜古城代表了曾经的辉煌与梦想，也见证着

这片土地正在经历的贫困与匮乏。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首都波纳佩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酒店价格畸

高且设施极为老旧；物资非常紧缺，一个皱巴巴的苹果在这里也是

奢侈品。当地人甚至要算准时间，待运送物资的船到港，立刻去杂

货店采购，否则就要再等上半个月或一个月才能得到补给。

出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情谊，中国向密克罗尼西亚派出

农业专家组，并在这里设立了试验田，通过教授、培训农业技术帮

助当地人发展农业。很多当地人通过学习成为稀缺的种菜能手，

并通过卖菜发家致富。

据说，农业专家组刚来的时候遇到过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

比如，很多蔬菜品种当地人没有见过，更不敢吃。后来，有些当地

人将不敢食用的蔬菜当作饲料，喂给家猪，直到看着家猪们越长越

壮，才壮着胆子开始尝试这些“新”的蔬菜品种。这样的轶事，在当

地多有流传。

地理条件和历史因素造成了当地的贫困，但其发展前景却依

然值得期待。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虽然陆地面积很小，仅有 702 平方

公里，但其海域面积却很大，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约 298 万平方公

里。其海域是世界著名的金枪鱼产地，尤其盛产“蓝鳍”“大目”“黄

鳍”等高端品种。

相信曾经建造了纳马杜古城的密克罗尼西

亚人，在今天也会用同样的智慧与努力，挣下一

份美好的生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纳马杜古城遗址的变迁

王

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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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面积虽大，但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宏伟主题看，却只是沧海一粟。其意义不仅在于

保护了多少动植物、给人们提供了多少休闲旅游的场所，更在于它向大量习惯于城市生活、看惯了高楼大

厦的人们展示了大自然的生动与美丽，触动了人们心中最深沉、真挚的情感，让人们自发地加入生态保护的行

动中。

在德国，动物们的权利是有法律保障的。德国现行的《动物福利法》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严格的动物保护法，动物权益保护甚至被写入了宪法。法律之外，还

有动物救助机构兜底，负责照顾那些“摊上事”的“小可怜”。总体来说，天塌下来有人和制度顶着，小家伙们唯一需要操心的就是如何更好地吃喝玩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