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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国宝熊猫在全网引起极大关注。一只是在日本生活了近6年的大能
猫“香香”，在历经多次回国之行被推迟之后，终于在21日17时15分抵达成都双
流国际机场；另一只则是在美国孟菲斯的大熊猫“丫丫”，骨瘦如柴，健康状况令人
担忧，由此在国内引发“快把丫丫接回来！”的呼声，事情一度还冲上热搜第一。

熊猫是我们的国宝，所以我们关注熊猫的一举一动。今天，我们的故事主人翁，也是
和熊猫有关。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熊猫之父”的胡锦矗。

2023年2月16日，我国著名动物学家、大熊猫生态生物学奠基人、被誉
为“中国大熊猫之父”的西华师大教授胡锦矗因病去世，享年94岁。近半个
世纪前，正是他和众多专家参与了一场在全球范围引起关注的“抢救大熊猫
行动”，并破解了“竹子开花”难题，避免了大熊猫的断粮危机，让大熊猫在川
西等地继续“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守护国宝的国
宝”专家曾在重庆留下了难忘的青春足迹，读高中，上大学，遇到影响其终生
的良师……

胡锦矗2月16日辞世，享年94岁，曾在万州上高中，北碚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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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上大学
“熊猫教授”学术人生从此起步

胡锦矗于1929年3月24日生于四川省开江县。胡
锦矗并非从小就是听话的“乖娃娃”，他生性淘气，一听老
师讲课就犯困，逃学、留堂是家常便饭，上树掏鸟窝、下田
捉泥鳅却又精神十足。

正是由于过于顽皮，盛怒的父亲差点让他退学做生
意，好在堂兄胡锦万劝阻。就这样，胡锦矗被送到开江县
城读初中。在这里，他遇到平生第一位良师——这所学
校的校长、毕业于四川大学的曾孟九。曾校长极为严格，
每天让学生出操锻炼几小时。年少贪玩的胡锦
矗心生不服。一次，正当数九寒冬，胡锦矗
偶然发现曾校长居然在刺骨的河里游
泳，这让他大感惊讶，敬佩之情油然而
生。后来，曾校长晨练时，身边就多
了胡锦矗小小的身影。这让胡锦
矗为以后长年在高寒山区追踪研
究大熊猫打下了坚实的体能基
础。

胡锦矗初中快毕业时，曾孟
九校长来到万县担任万县中学训
导主任。追寻曾校长的脚步，胡锦
矗初中毕业后，也到了万县中学读
高中。

1938年秋天，武汉沦陷，大量
学校西迁，长江之滨的万县成了各
种思想荟萃之地。曾孟九对追随自己
步伐的胡锦矗颇为器重，认为他是可塑
之才。胡锦矗后来回忆说，不论酷暑还是寒
冬，每到课余，曾孟九常带着他和同学们
跳入长江搏风击水。晚年的胡锦矗还能
清晰地回忆起这段经历，感慨“经师易
遇，人师难求”，正是在万县，自己第
一次“睁开了双眼”，萌发教育报国
的理想，决心做一个曾老师那样胸
怀家国的好老师。

1950年，胡锦矗考入当时位
于北碚歇马街道的川东教育学
院。该校由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
初先生于1940年创办，原名私立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1952年并入西
南师范学院。晏阳初与卢作孚、梁
漱溟并称“乡建三杰”。胡锦矗说，晏
阳初的思想对自己影响颇深，所以报考
了该校教育行政系。然而，该校并入当时
的西南师院后，胡锦矗却转到了生物系，这又
是怎么回事呢？

胡锦矗生前回忆，因当时教育类专业学生人
数太多，学校考虑毕业生将来分配困难，便鼓
励他们转系，自己“懵懵懂懂”填报了一个和
自己已修两年的教育行政系相去甚远的
生物系。但正是这样的“偶然”，成就了
一个大熊猫专家一生的“必然”，因为
他在这里遇到人生中的第二位良师：
著名鱼类学家、时任西南师范学院生
物系主任的施白南教授。

施白南教授曾在卢作孚创办于
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工作，是动
物组领衔专家，是我国系统研究中
华鲟的第一人。施白南授课从不照
本宣科，而是大量引用自己野外考察
的案例解释专业知识，主张

“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课

堂”。施先生的课，让胡锦矗听
得如痴如醉，很快完成了学科
专业的转化，也由此开启了野生
动物研究的学术人生。后来做了
大学老师，胡锦矗也像施先生那
样注重实践教学，经常对学生说“学
好生物科学，最重要的是读好大自然
这本无字之书”。

结缘大熊猫
他见证中美“熊猫外交”

1955年，胡锦矗从西南师院毕业，考
入北京师范大学动物研究生班，系统

学习脊椎动物理论。1957年，胡
锦矗完成学业。当时的南充师
范专科学校（即后来的南充

师院，今天的西华师范大
学前身——作者注）新增
设了生物系，急需教师，
胡锦矗被分配到了南
充。从那时起，胡锦矗
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充。

胡锦矗成名后，常有
人感到不解：“这么大个专
家怎么一直待在这么个小
地方？”胡教授总是哈哈大

笑：“因为这里离大熊猫近一
点！”

鲜为人知的是，胡锦矗研究
大熊猫其实是“半路出家”，1973年

前，他一直从事脊椎动物学教学、
研究以及长江水产资源研究。
1972 年发生的另一件国家
外交大事，把胡锦矗的命
运与大熊猫紧紧联系在了
一起。

这年2月，美国总统
尼克松访华，这被历史
学家誉为中美关系的

“破冰之旅”。在北京动
物园看到中国独有的大
熊猫时，尼克松夫人十分
喜爱，试探性地提出想要

大熊猫。访华结束时，周恩
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夫妇表示

要赠送两件礼物——两只大熊
猫。当年4月26日，大熊猫“玲玲”和

“兴兴”抵达华盛顿动物园，华盛顿万人空
巷看熊猫。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
“熊猫外交”。

大熊猫在中国，但早期研
究探寻者却是西方科学家，
当时国内的研究几乎一片
空白，连中国到底有多少只
大熊猫，也没人能给出数
据。1973年，国务院召集
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大
熊猫主要区域代表召开座
谈会，决定弄清野生大熊
猫的真正数量。当时的胡
锦矗已是四川省内知名野
生动物专家，1974年，45岁

的他受命进入四川卧
龙，组建起一支 30

人左右的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
查队，组织和领导了全国第一次
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也由此开始
了后半生的大熊猫研究生涯。

大熊猫独来独往，分布分散，嗅
觉灵敏，能发现数公里外的异动，往往人

还没有靠近，它就一溜烟不见了，上哪儿去
调查呢？胡锦矗决定从粪便着手：不同大熊猫的

粪便，其竹节长短、粗细、咀嚼程度各不相同。通过比较，可
以了解大熊猫的大体年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及规律、成
长史、发情期等。胡锦矗发明的这套方法后来被学术界命
名为“胡氏方法”。历时4年，胡锦矗团队调查总行程9万
公里，终于拿出一份20多万字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
查报告》,确认了野生大熊猫约有2400只。这也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确认野生大熊猫数量。

基于胡锦矗团队的调查情况，国务院批准了将卧龙
自然保护区由原来的2万公顷扩建为20万公顷，同时批
准建立唐家河等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等多种濒
危野生动物得到拯救。

1980年，中国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在卧龙建立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胡锦矗担任首任中心主
任。由于胡锦矗和他的团队在熊猫研究领域的突出贡
献，不光他自己被人誉为“熊猫教授”“中国大熊猫之父”，
西华师范大学也被誉为“熊猫大学”。

竹子开花
他的调研让大熊猫避免断粮危机

1975年至1976年，四川西北林区出现了“竹子开花”
现象，以冷箭竹为主要食物、平均每天要吃20公斤竹子的

“国宝”大熊猫，遭遇断粮危机。不到一年时间里，川陕甘
等地就有138只大熊猫死亡。经专业人员解剖诊断，每只
死亡大熊猫都腹内空空，多为饥饿而死。1983年，又一场
范围更大、局势更严峻的“竹子开花”危机席卷而来：川甘陕
三省20余个县82%的冷箭竹出现“开花”现象，中国西南仅
存的大熊猫面临空前的生存威胁。国家林业部成立了“全
国抢救大熊猫领导小组”，全国各地群众都踊跃捐钱捐物
……当时，甚至有人建议，对四川等地的大熊猫进行搬家
移民，到没发生竹子开花的张家界等自然保护区。

在全世界注目下，中国开始了一场“抢救大熊猫”的行
动。作为熊猫研究第一人，胡锦矗教授当然不会置身事外。

1985至1988年，胡锦矗再次挂帅，奉命开展我国第
二次熊猫调查，并为破解大熊猫的生存危机寻找良策。
调查结果令胡锦矗心痛：1988年，我国野生大熊猫仅存
1100余只，与10年前相比，减少达一半以上。

那次调研后，胡锦矗发现，受曾经“以粮为纲”的政策
影响，在大熊猫栖息地，海拔2500米以下的林区很多都
已被开垦为农耕区，而海拔2500米以上林区，一般又仅
有一种箭竹可以生长。这种“垦荒”的结果，实际上把箭
竹类的多样性破坏了，破坏了大熊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中生物的多样性，由此导致了大熊猫食物来源的单一。

经过调研，胡锦矗等专家及时向国家有关部们献计
建言：在大熊猫分布的地区，推行天然林保护工程，实行

“退耕还林工程”，增设并扩大自然保护区建设，对四川大
熊猫采用“就地保护”而不能轻易推行“易地保护”……

胡锦矗等人的建议得到国家采纳，很快在川甘陕等
大熊猫分布区建立了10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退
耕还林。近年来，国家又启动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
大熊猫生存环境得到极大保护和改善。

资料显示，2021年，中国野生大熊猫数量已达1864
只。吸取当年教训，中国在培养大熊猫主食竹以及“种竹
造林”等领域也不断取得突破，“竹子开花”的威胁日益降
低。可以说，研究、保护、拯救中国国宝大熊猫，以胡锦矗
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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