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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世界之巅》

内容概要

《活在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颠覆珠峰“极寒寂静、荒芜一片”的旧
日认知，181种珍稀鲜活的高原精灵首次曝光；跟随科考队伍探秘“地球第三极”生机盎然的另一面，
走进超乎想象的珠峰动物王国吧！
◆ 拨开冰雪，400幅精彩照片还原“世界之巅”的绚丽色彩
◆ 颠覆人们对珠峰“极寒寂静、荒芜一片”旧日认知，181种珍稀鲜活的高原生灵随书首次曝光
◆ 跟随科考队伍走进世界最高的野生动物园——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揭秘令人怦然心动的野性之美，鹪鹩 、火尾绿鹛 、喜山长尾叶猴、棕尾虹雉、黑鹇、雪豹等181种
高原精灵活现眼前
◆ 一手科考日记再现700余天光怪陆离、惊险万分、感人至深的珠峰历险记，令人眼界大开
◆ 走进超乎想象的珠峰动物王国，零距离感受怦然心动的野性之美！制作精美，值得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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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慧建
博士生导师，研究员。长期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恢复的工作，自1997 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
区域动物资源科考，足迹几乎涵盖中国所有省份，是目前我国开展大区域动物资源调查最多的专家之
一。2006 年率先提出城市野生动物恢复理念和构想，并于2009 年被纳入广州市七大生态建设工程，至
今和广州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办合作开展并建立了多个“动物进城”示范地，并在全国得到认可和推广
。
陈邵峰
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毕业于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期从事博物馆学研究与科普宣传推广的工作
，曾策划主持近百个不同类型的展览，并获得3 个国家级奖项与若干个省级奖项。
田园
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主要从事动物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曾参与西藏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喜马拉雅山南翼山地野生动物资源科考等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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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世界之巅》

精彩短评

1、是一本承载着队员在西藏工作的点滴记忆的作品。
2、第一次知道此书是在“千里送好书”的微博上，觉得封面和内里动物好可爱！展现的部分内容颠
覆了我对珠穆朗玛峰的旧日认知～400幅精彩照片初次揭开世界之巅的绚丽色彩，181种珍稀鲜活的野
生动物首次曝光。
3、看这本书终于弄清楚了，我在西藏的草原上看到过的当地人叫“雪猪儿”的一种小动物，原来就
是旱獭，也叫土拨鼠！
4、这本书我看了，很对我看书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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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西藏一直是我神往的一个地方，雪山、草地、喇嘛庙，转动的经幡，藏民面对着雪山一步一匍匐
做着朝圣，一脸的虔诚。千百万年以来，对于外界而言，这雄踞高亢的雪域高原一直充满着神秘的悬
想。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对珠穆朗玛峰的认知，我原来只知道这里有茫茫的雪峰冰川，却不知这里风
光神秘旖旎，有河流，有湖泊，还有生命和绿色。喜马拉雅山脉被南北走向的众多河流所切割，形成
了深浅不一的峡谷。保护区南坡为高山峡谷湿润森林区，这里沟谷幽深，陈塘沟、绒辖沟、樟木沟和
吉隆沟4 条纵切的大峡谷孕育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北坡的藏南山原、宽谷湖盆区海拔多
在4000米以上，地势广阔平坦，但气候寒冷干燥，植被稀少。沿318国道一路向南，过岗嘎镇72千米处
，214县道在此向西延伸直通吉隆。一望无际的波绒草原呈现出保护区北坡典型的高山草甸荒漠生态环
境，为藏野驴、藏原羚等许多高原性珍稀物种提供了生存之所。而藏野驴、藏原羚集结的壮观景象吸
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和野生动物爱好者。每年夏冬两季的藏原羚大迁徙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佩
枯错是西藏有名的圣湖之一，除了来湖边放羊的牧民和偶尔停歇的路人，唯一与它做伴的只有生活在
这里的野生动物。佩枯错由北部的新错、东南侧的拉木错以及西南侧的小佩枯错组成，湖水的咸度自
北向南逐渐减弱。此湖还有一种奇特现象：北面的咸水区既不生水草也没有水鸟光顾，被称为“鬼湖
”，而南面的淡水区则水草丰美，常常吸引赤麻鸭等野生动物前来嬉戏。在珠峰北麓的绒布冰川末端
，海拔5100 多米，距珠峰峰顶约20 千米，是观赏拍摄珠峰的绝佳地点—— 绒布寺。绒布寺始建于1899
年，全称“拉堆查绒布冬阿曲林寺”，属西藏宁玛派寺庙，是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僧尼混居寺。藏传
佛教中有关众生平等和护生的理念，使得藏族僧众有着很好的动物保护意识。在绒布寺周围时常可以
看到觅食的岩羊。最喜欢头点朱砂的黑颈鹤，她在西藏又被称为黑鹤或仙鹤，是鹤类中唯一生活在高
原的种类。藏族人自古以来就将这种体态优雅的鸟类，视作高原吉祥之物，日常生活中基本不会去干
扰它。但由于高原环境恶劣，黑颈鹤自身繁殖能力较弱，长着蓬松长尾的黑鹤种群数量一直不大，因
此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名录。据观测统计，整个繁殖季节，青藏高原能见到的黑颈鹤才1000只左
右。最萌最可爱的是封面的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这只旱獭每天吃饱了就站在海拔5700千米的世界之巅
看天、看云，顺便俯视一下地球上愚蠢的人类。他人笑我太呆萌，我笑地球人太疯癫。书中的照片超
级震撼，每一张图片都可以拿来做桌面，书的装帧和设计也非常精美。值得一提的是，收录的科考日
记和动物故事非常好看，有一种误入桃花源的赶脚。有一篇是这样写的：“今天我们去佩枯错附近调
查，到达一个叫罗布村的村子，准备在此吃午饭。我们下来后，一下子引来好多人在我们的车周围围
观，主要以妇女、儿童为主，说句不好听的，她们倒像进了动物园一般，哈哈。村子里的路是一走一
个脚印，一走一层尘土，就像炸弹落下后一般。摄影记者方谦华如进了宝库般，拍得不亦乐乎。就在
对着屋顶干活的几个人拍完照片，打招呼“扎西德勒”时，突然，旁边一条狗扭过头来在他小腿处咬
了一口，而后夹着尾巴跑开了，经过检察，没有破皮，紫了一块，虽不甚严重，谨慎为上，调查就此
终止，马上送医院，聂拉木县还没有疫苗，又连夜赶往日喀则市，真是辛苦向导兼司机扎西了。扎西
，樟木镇人，四十岁上下，开朗喜笑，而且特别爱照相，经常会摆个Pose，叫你给他拍一个。“桃花
源的狗也会咬人。呜呼哀哉~珠峰保护区的独特地理位置和气候造就了其独一无二的生态环境，青苔
遍布的原始森林中孕育着生生不息的生命。 然而，生活在保护区中的众多生物，包括依赖湿地生存的
黑颈鹤、仅在雪线附近活动的雪豹、栖息于高山草原的藏原羚等珍稀濒危物种，与周围环境正处在一
种脆弱的平衡状态之中。这些脆弱的生态系统一旦受到破坏，基本无法恢复。高原的神秘和生灵，不
是非长期居住于此的人们能够真正了解和领悟的。借用科考队员李晶晶的寄语：希望这里勤劳朴实的
人们生活好起来，期望高原的生灵依旧繁茂，一如晋代陶渊明《归去来辞》中所描述的一种景象——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2、这本书让我第一次读到科考日记，日记透露，人们和野生动物之间并非只是一个找，一个逃。猕
猴时常闯进民居找食物，被僧人抓住了就在猕猴脖子上挂上个铃铛，铃铛再响起提醒僧人们早作准备
；雪布岗庙中的青蛇与尼姑们相安无事，每天在门口晒太阳，一点也不怕生⋯⋯时刻保持着距离却又
相处融洽，在世界之巅上，各有各天涯。

Page 6



《活在世界之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