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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月季，你是不是傻傻分不清楚？天牛、草蛉，对你而言是不是都是陌生生物？
远离自然的城市中，开始有一群人将学习生态作为自己的生活姿态，他们致力于学

习，并在专业的“自然生态课程”后，以志愿者的身份，再将知识传播出去。
文 l 陈筠   张文馨    图 l 蔡妮提供

自然向导养成记

上课，不仅仅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
100张图片，40个植物30只鸟类30种昆虫，你能说出它们的名字吗？

在3月的一个周末，一群特殊的考生，齐聚华师大的某间教室，神情严肃地盯着图

片，快速在脑海中搜索答案。他们当中，有超过40多岁的企业管理者，也有20岁左右的大学

生，但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专业的志愿者——“自然导赏员”。

对于大多数的自然生态爱好者来说，想要通过这个考试，很不容易。“明明是认识的

植物，但考试时怎么也想不起它们的名字。”想要参加“自然导赏员培训班”的很多人，而资

源有限，录取比例低。不过即使接到了被拒的邮件，你在未来仍有机会参加课程。蔡妮，一

位软件公司的白领，现在已经是一名上海植物园的导赏员了。但她曾经在第一次的考试中

被刷了下来。

上海植物园与上海野鸟会联合开展的“自然导赏员培训班”，从2009年第一次开班

后，已经开展了四年。春天开的是一个基础班，而秋天的则是进阶班，每一次上课，几乎都

需要一整天的时间。“那可不是‘打酱油’，想上就去上，不想去就不去。实际上，很少有人

会缺席课程。上这个课，也不是去‘农家乐’，一群人嘻嘻哈哈，抱着休闲娱乐的心态。我们

的讲师都是专业的，授课的内容也是专业的，如果不认真学习，就会跟不上课程。”一位曾

经接受过课程的学员告诉记者，“课程基本上都安排在周六的全天，夏天的时候，老师还

会安排晚上授课，来认识自然界的那些‘暗夜精灵’。”

这个春天，新的春季班开课了。第一次上课，28名学员被分成四个小组，分别是彩虹

组、幸运6+1组、向日葵组、向日葵D组，主要学习做一名野外导游的必备技巧。在后面的

11次课程中，他们还将学习如何做好导赏员，辨识基本的植物、昆虫、鸟类、两栖爬行类动

物，观察土壤、气候、湿地的状况……

除了在上海植物园的主要学习场所外，学员们还将去往天马山、东滩以及崇明岛等

地，参加野外的实习。曾经的学员姜先生说，这是真正的“生态大课堂”，在各大野生动植物

栖息地中去辨识和观察各类生态，真正与自然的“零距离接触”。

让城市少一些“自然缺失症”
即使外面的春光无限好，大多数城市人的生活中，已经很难享受到自

然的乐趣。偶然的亲近自然，往往也只是跑去旅游景区，粗略逛一下，然后吃

一顿农家菜了事。

 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一种“自然缺失症”。虽然“自然缺失

症”，听起来像是一种很文艺的病，然而其实际含义却是与文艺一词背道而

驰。这是当今社会一种危险的现象，即在大自然中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导致

了一系列行为和心理上的问题。

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有一本畅销书译作《林间最后的小孩》。在这部具有

开创性意义的作品中，他对“自然缺失症”做出阐释，描述了电子产品环境下成长

的一代人在生活中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令人惊异的断裂。也许我们还会从儿时的

作文中读到夏令营的经历是多么的美好，然而我们却很难重新唤起躺在广袤的

星空下，伴着昆虫的低鸣和林间的微风真正安然睡去的那一种灵魂的荡涤。我们

离开自然太久，久到失去了与她亲近的本能。

已毕业的学员周小姐，就是为了能重新找到与自然接触的能力，而参加了这

个课程。在课上，她不仅收获了许多的知识，更收获了很多的快乐。“我们在林间

寻找老师布置的作业，看自己能否发现那些小鸟；我们在课上观察虫卵如何孵

化。”她说，特别是在夏夜，寻找天牛、草蛉、壁虎、金线蛙等植物园里的常客；植

物也在夜间也表现出不一样的姿态，如合欢等豆科植物的叶片到了晚上会闭

合，睡莲等花卉的花瓣到了夜晚也会关闭，而夜来香、紫茉莉等植物却只在夜

深人静的时候悄然开放。更美的则是那夏夜的萤火虫，映着漫天的星光，照

亮每一双眼。

古人，这一课程的讲师，也是上海野鸟会以及圈内的资深人士。他

希望更多的普通市民都能够渐渐脱离“自然缺失症”，因此培训班

招收学员时并不会对生物类专业知识的要求太高。“我们注

重的是对自然、对生命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尊重，同时

要具备将自然观察的知识传播给他人的能力，因此18-50岁之间，有热情和责任

感去担当志愿者的人，以及本身或多或少地接触到自然却又觉得欠缺的人都是

他们的学员选择对象。”古人表示，“大部分人，在考试中认知的生物，不可能超

过50种；而在面试部分，我们会判断报名者在工作生活中是否具备良好的传播特

质，比如教育工作者会被优先考虑。”

想要参与这个培训班的人们，几乎来自这个城市的各个领域，有想要参与环

保的大学生，有会计、软件师、电视导播、老师，等等。

“学习和传播自然教育和自然旅游，这已经是很多城市人的生活style，也慢

慢在变成一种潮流。”古人说。

在课程结束后，上海野鸟会会招募这些学员们回来担当志愿者，引领一些自

然观察和自然教育的活动。其中大部分的学员都会长期参与这些活动。有一位许

姓中学历史老师，在参加培训班之后，除了历史课程之外，更在课余时间，为学生们

讲解许多生态保护方面的知识，指导学生自然教育，甚至带领他们参加观鸟活动

和比赛。

也有很多人，成为了“导赏员”，他们志愿为普通的游客讲解自然生态的知

识。而对更多的学员来说，则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这样一种热爱自然

和生态的生活姿态：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做一些导赏，在外出游玩、旅游、甚至在

上下班的路上，在自家的小区里，去留意每一朵花、每一只鸟，将自然与自身真正

融为一体。

从培训班毕业的学员，永远不会从生态大课堂中毕业。有学员在毕业后，志

愿参加许多活动，甚至是在怀孕时，仍然坚持着。

“这是一种真正的传承，它也许可以让我们产生一种希望，有一天，在这座

充满迷雾般的城市丛林中出生并长大的每一个孩子，再也不会患上‘自然缺失

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