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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动物园为啥成为这家动物园为啥成为““顶流顶流””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转型调查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转型调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蒋 波波

你有多久没逛过动物园了？在印象中，城市动

物园是否还是那个承载童年回忆的游乐场抑或是

俯视、围观、挑逗动物的场所？走进南京红山森林

动物园，这里的参观内容或许会让你“失望”：想看

动物表演？不可能。能否确定看到某种动物？不一

定。想一眼找到某种动物？有难度！即使这样，暑期

里，红山森林动物园门口也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在很多年轻人眼中，红山森林动物园是一座

“宝藏”。来自南京大学的学生游客李卉说，“红

山森林动物园刷新了我对动物园的原有印象，这

次是‘头回客’，以后还要做‘回头客’”。

眼下，红山森林动物园已是南京文旅的一张

名片，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超过 600 万

人次。“2023 年客流量比 2019 年增加了 1 倍多，相

比 2008 年增长近 10 倍，70%以上的游客来自南

京以外地区，30 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全部游客的

70%以上。”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说。今

年“五一”和端午假期，动物园单日高峰客流量接

近 8 万限流量，又创下新高。

红山森林动物园里发生了什么？为何一座

城市动物园能让年轻人如此向往？背后藏着哪

些故事？

让小动物们再“野”一点

2008 年，当沈志军以园长的身份走进南京红

山森林动物园时，各种野生动物还生活在水泥

房、铁丝笼里，靠着动物表演和有偿投喂，动物园

的运转暂时没有困难。

但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 260 多种、总计超过

3000 只的珍稀野生动物，动物园该往哪走，沈志

军内心忐忑，甚至茫然。

“上班第一天，邀请自家孩子逛动物园，得到

的回应竟是，‘我都 10 岁了还逛啥动物园’。”沈志

军说，当时很受震动，连孩子都不爱逛动物园了，

说明动物园失去了吸引力，改变迫在眉睫。

“十几年前，城市动物园多是千篇一律的水

泥地、铁丝网、厚玻璃，飞禽走兽被关在狭小的空

间里。看着动物们无聊、无奈又无助的眼神，丰

容这个词就会立刻闪现。”沈志军说。“丰容”是动

物园术语，指在圈养条件下，为丰富动物生活情

趣、满足动物生理心理需求、促进动物展示更多

自然行为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称。

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动物丰容该从哪儿开头

呢？经过深入思考，沈志军的团队决定先从看得

见、摸得着的动物生活环境优化做起。“2009 年开

始，红山森林动物园陆续改造了中国猫科馆、猩

猩馆、虎区等 24 个场馆，把野生动物居所由‘标

准间’换成了‘别墅’。”

马可是红山森林动物园建设部部长，也是一

位设计师，他主导和参与了红山森林动物园大部

分场馆的设计和改造工作。

“场馆是评价动物园最直观的标准，也是动

物丰容的舞台，如何在逼仄空间里让动物们尽可

能地接近野生状态，提高它们的幸福指数并不简

单。”马可坦言，在改造老场馆的同时，需要不断

推翻旧认知，在不停尝试和迭代升级中，才摸索

出一条对动物有利的发展之路。

红山森林动物园狼馆是马可的得意之作。

在这里，丛林、山涧、溪水、原木、枯枝等混搭在一

起，还原出狼群野外“家”的模样，灰褐色的狼群

与周边环境几乎融为一体，仔细搜寻才能发现踪

迹，更添几分游园乐趣。

“设计时，团队成员把自己想象成动物，从动

物习性和生理需求出发去思考。”马可介绍，狼馆

种植了大量与野外环境相匹配的植物，通过增加

山地坡度，收集、组建各种平缓、错落的山石，营

造高、中、低三级活动区域，供狼群远眺、休息和

躲藏，呈现出一种自然雕琢的艺术感。

“因为环境的改造提升，狼群渐渐找回了在

野外那种机敏、鬼祟、狡黠的状态。”马可说。

狼馆参观通道里，不少年轻人趴在观察窗口，

盯着高低起伏的丛林仔细看着，不时惊呼：“在这，

在这，躲得可真好，看半天愣是没看出来。”马可告

诉记者，游客的参观路径也经过了精心设计，除了

能平视或仰视观察狼的生活场景，还依托山洞式

参观通道实现移步换景，在减少对狼群日常活动

影响的前提下，为游客带来沉浸式参观体验。

漫步红山森林动物园，红猩猩、长臂猿、松鼠

猴等灵长类动物在丛林间蹦来跳去，獐子在属于

它的湿地里嚼着草叶，野猪在自己垫的落叶窝里

拱来拱去⋯⋯李卉说，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很多场

馆都改造得非常好，因为真实自然、贴近原生态，

逛起来也颇有乐趣，“看着看着，冷不丁会发现一

只野生动物就在眼前；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头顶

上的老虎正盯着你看呢，十分刺激”。

饲养环节也是提升动物福利的重要部分。

从养熊猫、养猩猩到养金丝猴，再到掌管整个灵

长片区，东北姑娘孙艳霞来到红山动物园当饲养

员已经有 10 个年头，“过去以为饲养员的工作就

是铲屎、喂食而已，经过实践才发现，饲养员扮演

的是动物们的‘同事’‘朋友’‘老师’和‘父母’等

角色，从生理、环境、卫生、行为、心理等方面给予

它们爱与尊重”。

孙艳霞介绍，在红山森林动物园，整个亚洲灵

长区依靠并联式分配通道的连接，13 个卧室、8 个

外运动场、3个温室展厅以及 6个不展出运动场等

30个功能区之间实现互联互通，组成了一个“迷宫

乐园”，让动物们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透过玻璃幕墙，长臂猿和金丝猴在树枝间轻

快跳跃，时而为伴侣理毛，时而忙着调解“猴孩

子”的矛盾，不时发出阵阵鸣叫。

“为了更贴近长臂猿野外原生栖息地的面

貌，我们在墙壁上堆砌错落的崖壁、岩洞，设置了

近 10 米高的栖架以及水池、生态木屑池等，供动

物们攀爬、玩耍、探索。连攀爬绳的粗细都会根

据动物手掌大小进行调整，以确保它们攀爬跳跃

时手感最佳。”孙艳霞说。

记者还发现，在每个功能区里，饲养员会根

据动物物种原栖息地来挑选、栽培和布置绿植。

孙艳霞举例说，比如川金丝猴主要生活在四川、

陕西等山地丛林中，场馆内主要种植槐树、桃树、

竹子等亚热带、温带植物。“归根到底就是要让它

们的家更温馨，生活更惬意。”

为了保障这些灵长类动物的身体健康，饲养

员们在食物供给上绞尽脑汁。“确保小家伙们饮

食均衡健康，需要均衡水果、蔬菜、坚果、昆虫的

搭配。每天我们还会想各种办法把食物隐藏起

来，人为制造觅食难度，或者放在特制容器中，让

它们追着味道寻找，费一番气力才能吃到嘴里，

以此来延长觅食时间，保持健康状态，增加生活

趣味。”孙艳霞说。

穿行在 68 公顷的红山森林动物园，眼前、耳

边都是迸发的、喧嚣的生命力。这里看不到动物

表演，运气好的话，可以听长臂猿唱情歌，或者看

大熊猫蹭着栏杆挠痒痒。动物自在地展现天性，

每一种动物都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并与身边的

万物产生连接。

“现代动物园的职能不再是简单满足游客的

观赏需求，它更像保存野生动物基因的‘诺亚方

舟’，通过不断提高动物福利、激发其野性，实现

物种的延续。”沈志军说。

在城市中保护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

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增进人类福祉。对红

山森林动物园来说，第一要务就是物种保护，我们

不求大而全，追求的是各类珍稀物种在这里得以

延续、形成种群。”在沈志军看来，动物园的职责不

仅是让野生动物住得好、吃得香，也要不断提升物

种保护的技术水准以及养护人员的观念态度。

在红山森林动物园，物种保护工作的努力方

向不仅是提高动物们的生活“舒适指数”，更重要

的是实现物种繁育并促进每个个体健康成长。

2010 年，红山森林动物园引进了 3 只黑猩

猩，分别叫小童、小玉、小珊。小童的“大夫人”小

玉生下黑豆时，群体关系还很和谐。转折点在小

珊生下乌豆后，因为亲妈小珊在群体中地位不

高，小玉抢走乌豆却不带，小珊又不敢抱回乌豆

亲自带，饲养员不得已将乌豆进行人工育幼。

“人工育幼也能养得不错，但对黑猩猩来说，

回归群体才是个体福利和物种保护的目的。”孙

艳霞说，大家花了 5 年时间，不断进行尝试，就是

为了让乌豆早日回群。比如，为了帮助乌豆学习

抓握能力，饲养员穿起厚厚的黑毛衣，模仿母猩

猩的一举一动；为了创造更接近原生家庭的环

境 ，饲 养 员 甚 至 带 着 乌 豆 住 到 了 黑 猩 猩 寝 室

隔壁。

“为了更好了解黑猩猩幼崽回群状态，我们养

成了白天观察，晚上写日记、做表格的习惯。在进

行了十几次回群尝试后，虽然没有成功，但给大家

开展物种繁育工作积累下很多经验。”孙艳霞说。

2019 年，乌豆的弟弟憨豆出生，与乌豆同样

的遭遇再次上演，但在饲养员们的共同努力下，憨

豆成功回到族群，实现了“黑猩猩回群”研究零的

突破。目前，园中黑猩猩数量已增加到 7只。

金头狮面狨来自南美洲，体型

迷你、长相精致。因受到非法走

私和森林采伐等威胁，20

世纪 70 年代，金头狮面

狨一度濒临灭绝。

“相比一般灵长类

动物，体型迷你的狨猴

育幼难度更大，

对饲养工作的细致度、精准度、严谨性要求更高，

食物品种、饲喂量都必须精确控制，每周都要监

测每个个体的体重变化。多年来，红山森林动物

园累计繁育了 16 只金头狮面狨幼崽。”红山森林

动物园动物饲养繁育部副部长刘媛媛说，为了推

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园区还成立了科技业务部，

围绕动物保护性发展翻译了大量外文研究资料

和信息，为科学繁育提供指导。

“作为生态文明的观察窗口，动物园不应该

也不能成为濒危动物的最后家园。要通过科技

创新、技术创新、方法创新，让更多动物得到保护

和发展，同时引导更多游客加入保护动物队伍。”

沈志军说。

在位于红山森林动物园西南角的动物救护

中心，占地 1000 多平方米的区域内，诊疗室、化

验室、兽类饲养区、两爬类饲养区、鸟类饲养区等

依次排开，700 多只被救助的野生动物正在这里

“疗伤”。中心承担着江苏省以及南京市两级野

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记者见到救护中心主管陈

月龙时，他刚参加完一次外出救援任务，还带回

了几只受伤的斑头鸺鹠。

陈月龙告诉记者，斑头鸺鹠是一种小型猫头

鹰，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山森林动物

园每年救助的野生动物数量约有 1000 只（头），

其中斑头鸺鹠达 70 只左右。

“让人想不到的是，斑头鸺鹠的主要活动范

围就在南京新街口繁华的商圈区域内，就生活在

我们身边，和城市息息相关。”陈月龙说，斑头鸺

鹠通常在夜间活动，所以很难被观察到。“我们发

现，斑头鸺鹠受伤的原因多为被粘鼠板粘住、玻

璃反光误撞、城市排水渠拦网阻碍等，人为因素

对其影响大。可以通过优化改进，降低动物受伤

概率。”陈月龙说，救护中心正在总结和归纳动物

受伤的数据，下一步将形成建议、意见，呼吁城市

发展多给野生动物留空间。

城市边界不断扩大，野生动物需要保护，二

者如何平衡？红山森林动物园副园长白亚丽说，

生态文明、生物多样性应该成为城市规划的考量

因素，在生物调查的基础上，保留城市内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并在这些区域间保留生态廊

道供动物迁徙。“发展的目的不能只为了人类自

己，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写满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白亚丽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及公众教育工作

已有 23 年，在她看来，动物园的角色定位不仅是

动物园，更应该是一个教育平台。

“红山森林动物园通过提高动物福利，促使动

物们展示自然行为和野性，引导游客建立同理心，

并参与到对动物和自然的保护中来。”白亚丽说。

2011 年 ，红 山 森 林 动 物 园 取 消 动 物 表 演 。

2014 年，红山森林动物园取消付费投喂项目。“当

时很多人不理解，说这样可能会失去‘朋友’，但

我们要表达的观点很鲜明，好的动物园不应是猎

奇的娱乐场所，而是要努力成为寓教于乐的生态

文明实践基地。”沈志军说。

“别拍玻璃，拍了我也不理你，又吵又没用”

“别喂我，没结果，吃坏只会伤害我”⋯⋯漫步红

山森林动物园中，经常被五花八门的手绘告示

牌、科普牌惊喜并感动。它们贴心地指出动物们

经常出没的地方有什么生活规律，每一只动物的

外貌和性格又有何不同，等等。既充满动物关怀

和生态保护意识，又有各种玩“梗”、幽默诙谐。

“目前园内大大小小的告示牌接近 2000 块，这种

鲜活有趣、个性十足的告示牌已成为一道独特风

景，比刻板科普说教效果好很多。”白亚丽说。

来自北京的饲养员彭培拉是红山森林动物

园手绘科普牌的推行者。前几年，彭培拉为动物

园离世的獐子“紫金”写下讣告，在网络上被广泛

传播。彭培拉说，“每一只动物都是人类的伙伴，

都值得记录。我们照护动物，它们也在告诉我们

保护大自然的意义以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

来自宿迁的网友杜政在看了几篇红山森林

动物园动物讣告后深受感动：“一只獐子、一只熊

的寿终正寝或许只是一件小事，但有人愿意为它

们认认真真写一篇讣告，为‘獐生’‘熊生’做一个

总结，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真诚。”

因为红山森林动物园，杜政喜欢上了野生动物，

并且愿意为野生动物保护贡献自己的热情和

力量。

这两年，细心的沈志军在“巡山”时欣喜地发

现，没有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

客，也在改变着他们。

“以前小朋友看动物时经常会拍玻璃，现在

很多家长会主动告诉孩子，不要打扰这些动物。”

沈志军说，为了扩大影响力，动物园每年开展包

括春节生肖文化节、4 月爱鸟周等公益主题活动

200 余场次，影响线上线下人数超过 500 万。

“圈粉”的还有文创产品。走在红山森林动

物园，随处可见戴着动物图案头巾或抱着小熊猫

毛绒玩具的青年男女；园内分布着流动的“文创

小推车”，一出摊就被热情的游客团团围住；在红

山动物园北门的文创门店里，包括冰箱贴、毛绒

玩偶、盲盒手办等在内的 800 多个 SKU（最小存

货单位）将货架摆得满满当当，游客常常排队

购买。

“红山森林动物园的文创产品在细节设计上

很走心，展现了动物特性，寓意也很深刻，既有‘颜

值’更有‘情怀’，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李卉说。

“红山森林动物园设计、开发、销售文创产品，

通过一个个小物件传达动物保护、生态保护的理

念，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红山

森林动物园经营资产管理部副部长孙涛说，红山

森林动物园文创产品在设计时充分参考了饲养

员、志愿者和“铁杆”粉丝的意见，在产品中融入故

事、情感和流行话题，走在了消费前沿。目前，文

创销售收入占红山森林动物园的收入比重逐渐增

加，文创产品的所有收入，都将投入园区动物生活

环境改善和场馆建设中，反哺动物园的发展。

红山森林动物园经营资产管理部部长袁厉

说，“粉丝们用买买买来‘点赞’动物园的人文情

怀，大家用实际行动，表达对我们保护和关爱动

物、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这一理念的支持”。

李卉感慨，红山森林动物园是一座很特别的

动物园，没有雷同的展馆，没有动物表演，隔着玻

璃幕墙寻找心心念念的动物明星，一时间竟分不

清谁才是被观赏的那一方。

“如果您对动物园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南京

红山森林动物园可以作为您重启动物园之旅的第

一站，无论是理念还是设施，您在这里看到的，或

许能刷新以往对动物园的印象。”沈志军说。

听说过听说过““CityWalkCityWalk”，”，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听说过““ZooWalkZooWalk”？”？如今如今，，这股风潮在年轻人中刮这股风潮在年轻人中刮

得正旺得正旺。。而在而在““ZooWalkZooWalk””兴起前兴起前，，江苏的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就已经江苏的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就已经““出圈出圈””了了。。

在这里在这里，，没有雷同的展馆没有雷同的展馆，，也没有动物表演也没有动物表演，，一切以动物为中心一切以动物为中心，，拥有独特拥有独特““人设人设””的的

动物明星大量动物明星大量““圈粉圈粉”。”。近两年近两年，，红山森林动物园网络热度不断增加红山森林动物园网络热度不断增加，，接待量屡创新接待量屡创新

高高，，成为持续火爆的成为持续火爆的““网红网红””打卡地打卡地。。

最近一段时间，一股“ZooWalk”的热潮正

悄然兴起，越来越多年轻人盯上了动物园。与

长相出众、习性独特的动物明星亲密接触，成

了当代年轻人的解压方式之一；通过深度游

览、参与互动，深入了解动物习性和生活状态，

满足了年轻人亲近自然的需求，吸引着他们不

断涌入动物园“打卡”。

不过，目前国内一些动物园还停留在娱乐

和展陈两大功能上，不少地方面临动物生存条

件和园区经营的双重困境。如今，游客对保护

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不断加深，也呼唤着城市

动物园作出相应改变。

城市动物园应将公益性、物种保护、动物

福利放在首要位置，加强基础设施投入，改善

动物生存条件，引进和推广动物环境丰容与行

为训练新技术，提升管理服务水准，确保动物

健康、舒适、营养充足、安全、自由表达天性。

从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案例来看，在场

馆升级改造过程中，除了创新服务内容，策划

特色活动，持续提升动物的幸福感与游客的体

验感之外，还努力在野生动物科学研究、野生

动物救护以及公众自然教育上发挥作用。

城市动物园不仅是展示和保护野生动物

的 场 所 ，也 是 进 行 公 众 科 普 教 育 的 重 要 平

台。通过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展示与趣味活

动，让公众能更直观地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态

价值，增强保护意识，并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

行动中来。

如今，动物园已成为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

和城市品位的象征。在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动

物园应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破题，集野生动物综

合保护、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休闲娱乐等功能

于一体，努力成为精神文明和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ZooWalk 呼唤更多改变

游客隔着玻璃幕墙观察游客隔着玻璃幕墙观察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里的白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里的白

面僧面猴面僧面猴。。

段仁虎段仁虎摄摄

游客近距离观察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里的长颈鹿游客近距离观察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里的长颈鹿。。 段仁虎段仁虎摄摄

右 图右 图 南 京 红南 京 红

山 森 林 动 物 园 里 憨 态山 森 林 动 物 园 里 憨 态

可掬的小熊猫可掬的小熊猫。。（（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上图上图 南京红山森南京红山森

林动物园林动物园一只被饲养员一只被饲养员

精心照料的幼年猩猩精心照料的幼年猩猩。。

段仁虎段仁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