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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护北京雨燕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研究”

战略落实于北京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成就，

然而生态环境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和破坏。在北京地

区与全球其他地区一样，生物多样性在急剧锐减，北京

雨燕自改革开放以来数量下降十分明显，雨燕逐渐消失

在大众视野的原因大多是因为传统建筑的减少，城楼、

庙宇、古塔等建筑被拆除，北京雨燕很难找到能筑巢栖

息的港湾。不光是古建筑破坏的问题，环境污染也是造

成雨燕数量锐减的原因之一，在城市的建设当中免不了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对环境的破坏，例如大气污染，水污

染等都会威胁到雨燕的生命健康安全，尤其是专家在进

行具体的研究后发现，在雨燕的食物链中发展通过富集

作用积累的大量污染物，这无疑会导致雨燕的生命安全

收到威胁，尤其是在城市水平告诉发展的近些年，雨燕

的生活状态已经逐渐呈下降趋势，因此发动群众力量保

护环境刻不容缓。经过朝代的更迭，历代宫殿都变换着

不同的样子，就统治者都变了好几轮，时光的流转，岁

月的变迁，都使北京城不同的变换着不同的面貌，有些

人或事都已经成为了泛黄的回忆，而在老一辈的回忆中

总会提到那只小小的雨燕，雨燕仍在那里，在那屋檐架

构之间，那人们的回忆里，在北京城里，雨燕还在，情

也在。

雨燕的羽色并不艳丽，为黑褐色，但却有完美的流

线型体型，飞翔肌肉也很发达。它们的翅膀细而长，向

后弯，像两把镰刀一样。北京雨燕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北

京命名的鸟类，是这座有着三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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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雨燕是一种经常生活在传统建筑屋檐下的鸟类，是北京历史文化一笔浓墨重彩的标志。近些年来

北京的现代化发展越来越迅猛，不可避免的对传统建筑带来了破坏，导致北京雨燕几乎消失在大众视野。本文主要

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研究”在北京落地生根对许多古建筑进行了再造和修复，来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环境对

雨燕回归的影响，以及如何应用于雨燕相关元素来设计家具灯具产品，将艺术与文化的融合继续延续，继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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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一抹特别，无可替代的记忆。同样北京雨燕也是一种

食虫鸟类，整个哺育期就可以为北京消灭近25万只害虫，

也可以被称为北京林业的“守护神”。1989 年，北京雨

燕入选《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16 年，一

份杂志评选北京市鸟，众多专家学者首推北京雨燕。所

以雨燕本身的存在也是维护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形象大

使。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

研究”，保护和修复北京传统建筑不光是保护北京雨燕

的重要途径，也是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达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新生态自然观的生态文明必要途径。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战略及北京传统建筑

修复下对雨燕回归的影响

1、积极践行环境治理以及生态保护，让“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理论指导在北京落地生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为环境治理以及生态保护互提

供了思想指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进行了系统完整的设计和部署，完善主体

功能区的制度。通过合理规划让不同的区域承担不同的

功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成果。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不光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

承载区，同时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是展示

国家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地区。强化北京的绿色发展制

度保障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

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创造形成的重大理

论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根据习近平在全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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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护大会上曾谈到的 " 绿水青山 " 以及坚持走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要求，维持生态平衡为第一要义，不光是政

府所提出的制度保障，反应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大家都应

做到低碳环保出行，垃圾勤分类，节约用水等日常环保

内容，都可以保护环境，实现绿色发展。通过不断提高

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之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建更加

美好的生活环境。

2、应用借鉴现代科技的前提下保证雨燕的生存环

境的恢复

国内专家首先提出搭建雨燕塔的想法，不用太过在

意外形，只需要选用合适的地点建造雨燕塔方便雨燕进

行休憩，在中国传统的古建筑里，雨燕可以很容易找到

合适的筑巢地，与建筑和人和谐相处，这里面渗透着古

人“天人合一”的智慧，因此专家经过多地考察，气象

研究，生态环境等等为了保障雨燕的生存环境付出了很

多，目前在国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有一座雨燕塔，但是

其效果不甚理想，基本上没有雨燕进行休憩，倒是吸引

了附近的麻雀，在专家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木头板材

太薄，太阳一晒就透了，还有洞口太低的原因，雨燕一

筑巢就把洞口堵上了，种种原因导致了这座“临时宾馆”

并不受雨燕们的欢迎，看来雨燕塔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持

续，希望不久的将来小小的雨燕们能够感受到人类的善

意与人类和谐共生，同样目前还在研究置人工巢箱帮助

雨燕安家这一方式，北京的专家团队进行了多项研究组

与合作，探索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改善雨燕的生活环

境，使“四九城的小精灵们”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同时

还进行了线上科普教育，网络百科等向大众普及像雨燕

这种城市濒危动物，了解其生活习性，通过大众传播手

段，改善雨燕生存环境。

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北京古建筑大量拆除，时至

今日，昔日的“四九城”只剩下了天安门、正阳门和半

个德胜门。古建筑的命运发生变化，同时也改变了雨燕

的生活轨迹，城楼“没了”，雨燕也走了。

虽然通过城市化的建设有些雨燕被迫学会了“随遇

而安”，我们偶尔会在立交桥桥下缝隙、现代建筑外侧

适合筑巢的犄角旮旯儿发展雨燕的身影，甚至会在破旧

水泥洞中寻得它们的踪迹，但是却是寥寥几只，经过几

十年挣扎，这些昔日皇家楼宇里的“堂前燕”终于接

受现实，飞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里。因此可见现在的工

业化城市并不真正适合雨燕居住，所以我们要打造现代

化宜居城市的同时需要进行生态恢复，北京地区最大的

北京雨燕族群栖息地是在位于天安门南侧的正阳门上。

正阳门城楼整体为砖木建筑，城台之上为木质城楼，雨

燕巢穴就在屋顶四周的檐下与顶楼的梁柱缝隙中，由于

京式传统屋檐的特殊结构，二重檐处能清晰地看到雨燕

栖息留下的痕迹，在方寸之间，人与自然仿佛离得更近

了。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可以助力环境保护，例如“碳中

和创新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等等，例如在环境方

面，总书记曾多次进行强调不管进行到什么层次的发展

水平，都不应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代价，必须要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使用绿色环保的方式进行可持续发展，例

如绿色新能源等，当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离不开现

代科技手段，尽快恢复雨燕居住环境，让雨燕这一地标

物种翱翔在新北京的蓝天。据最新观测数据显示，雨燕

物种数量已经与往年持平并且没有下降趋势，此外，在

北京大都市的一些现代建筑上通过现代技术的的辅助也

逐渐有了北京雨燕的影子。

3、北京传统建筑修复下对雨燕回归的影响

雨燕由于其身体构造的原因只能依附于山体裸岩的

缝隙和洞穴边缘，从高处向下俯冲的同时扇动翅膀才能

飞行，而北京古建筑中的梁、檩、椽交错，这样的结构

形成了一个接着一个的人造洞穴，雨燕居住在这里少去

了依附于裸岩的危险性，而且更温暖，更安全和更舒适，

更加适宜雨燕种群的繁殖，经过漫长岁月繁衍至今这种

雨燕见证北京城的发展。同时北京传统建筑的修复，不

仅在建筑艺术上有深远意义，同时对于这些“小小的原

住民”来讲，这是它们经过每年迁徙的长途跋涉后回到

的最为安稳的家，同时对于老北京人来说也有种“似是

故人来”的亲切感。

三、将雨燕相关元素来设计家居灯具产品，将艺术

与文化的融合继续延续，继续传承

在相关文创产品开发方面，我们设计了一款家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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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灯具，灯体的形象选用了庑殿顶这一传统屋檐形象，

并且进行了艺术变形，使整个形象既有传统元素又现代

风格，摆放在室内不会有违和感，同时我们模仿了雨燕

的生活痕迹将巢中和屋顶的雨燕作为发光体，给作品整

体增添了灵动性和趣味性，光效是柔和的发散光，不管

在什么时候观察都会呈现出温馨的画面效果，同时这个

温馨的效果与雨燕回巢的温暖意象相一致，让灯体与室

内环境融为一体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副美好图卷，

在现代家居中融入中国传统元素，从而达到一种时间和

视觉概念上的平衡。

将雨燕元素与现在家居产品进行碰撞，一是保证了

产品美观性，通过对雨燕形象进行简化只保留其特色部

分，简而言之雨燕的意义在产品中并不只是一种动物，

而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北京城的文化历史，以及引

起人们对于雨燕生存环境，城市生态平衡的思考。尤其

产品还选用了碳中和创新材料“麦子纤维塑料”以及太

阳能照明灯，太阳能灯有绿色环保、高效节能、高质量、

高亮度、高寿命、高智能化、高安全性、高方便性等优

点，起到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的作用。使用这些节约能源，

彰显保护生态环境的材料，更能体现出响应国家号召建

设生态宜居城市的初心理念。最后一点整体造型采用屋

檐形态进行简化，贯彻保护以及修复北京传统建筑的核

心理念，将鸟巢与家紧密联合在一起，雨燕回巢整体体

现出一个家的温暖概念，形象上更适宜作为家用灯具。

产品不仅想带给使用者视觉上美的概念，在其理念上也

希望大众能够提起对雨燕这一物种的重视，以及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更希望大众能够真正对雨燕这一物

种提起兴趣，不仅是北京，全国各地都有其代表性的

动植物，呼吁大家能够多关注于其生活环境，关注自然。

其实不光是动物人类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总书

记现在人类发展命运的基础上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我国工业化成绩位列世界前茅的如今，关注点应从眼

前看向更长远的目标，习近平曾发表演讲“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国家倡导大力扶植生态建设，植树造林，

恢复湿地，沙漠变绿洲，并利用尖端科技对环境进行

监测，立志创建人与动植物和谐相处，并且环境宜居

的效果。这个作品是我们一同完成的其承载着我们共

同的美好愿景。

除了呼吁大家保护生态环境之外，同时也希望能够

对古建筑的保护提起重视，传统建筑不管是从历史角度

还是美学角度都是值得借鉴与保护的，传统古建筑其形

式美都是古代工匠一代代的心血的结晶，其建筑结构的

合理性与外观上的美感都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其

中最著名的中国传统结构莫过于“榫卯结构”至今也会

应用于一些仿古家居，建筑，以及文创当中，之后的建

筑学家或者历史爱好者会将这些传统古建筑进行翻修，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日新月异，更具有现代感的

建筑拔地而起，耸入云霄，除了各大旅游景还有古香古

色的传统建筑，其他的地方基本都翻然一新，筒子楼，

四合院几乎都消失不见，其实作为旅游景点的传统建筑

也陷入了僵局，火热的同时带来的必然有生活垃圾的侵

扰，不光是地面，就连建筑屋檐也会有塑料袋，塑料水

瓶等垃圾，北京雨燕的生存空间也经由这样的行为一点

一点消失。因此保护城市生态文明，提高人民综合素质

也是重要一环，保护环境刻不容缓。古建筑是一个城市

的文化符号，它本身就具有文化承载性，历史性，如果

通过我们的设计创造能够将这些理念串联在一起，能够

影响到一些人，那所创作的就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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