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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泼贪玩又充满好奇的啄羊鹦鹉

当心你的轮胎被鹦鹉吃掉
“当心你的轮胎被鹦

鹉吃掉。”这句话乍听似乎
是天方夜谭，鹦鹉向来以
身材娇小、活泼可爱的形
象示人，怎么可能有如此
巨大的破坏力？但在南太
平洋的新西兰威斯特兰国
家公园中，鹦鹉啄食轮胎
绝非玩笑———野外露营者
早上醒来时，经常发现他
们的汽车轮胎在一夜之间
变得破烂不堪，而这一切
都是一种鹦鹉的杰作。

" 荣楠楠

“高山上的小丑”
这种鹦鹉喜欢啄食羊群，因而

被称为啄羊鹦鹉。啄羊鹦鹉在野外
的分布非常集中———它们只在大洋
洲南部海拔 !""!#"""米的高山上
活动，栖息地包括新西兰南部岛屿、
澳大利亚墨尔本、塔斯马尼亚等地
的高山和峡湾地区。大约在 $%"万
年前的冰河时期，啄羊鹦鹉的栖息
地大多被冰川覆盖，为了适应恶劣
的自然环境&它们不断进化，形成与
其他同类迥异的习性。

成年啄羊鹦鹉身高 '!!(% 厘
米，雄鸟体重约 )%%克，雌鸟略轻。
与其他鹦鹉一样，啄羊鹦鹉有着漂
亮的羽毛：大多为橄榄绿，羽毛边缘
带有黑色滚边，这些橄榄绿的羽毛
能让啄羊鹦鹉与环境融为一体。它
们颈部和头部的羽毛为黄绿色，飞
羽和尾羽呈蓝绿色，幼年啄羊鹦鹉
的眼眶上还有黄色圈纹，鼻孔区域
和喙的基部为黄色，成年后逐渐转
为深灰色。相比飞行，它们更喜欢在
地面活动，常常支着短小的双腿，拖
着圆滚滚的身体蹦跳前进，动作滑
稽，又被称作“高山上的小丑”。

啄羊鹦鹉没有固定的食谱，吃
什么完全取决于能得到什么。春天，
它们会在高山尚未融化的雪堆四周
活动，寻找刚萌芽的雏菊类植物，或
是在岩石夹缝中寻找新生的植物嫩
芽果腹；它们最爱吃的是灌木浆果
或植物花朵，因此草木繁茂的夏季
是它们最无忧的时候；到了秋天，它
们会待在山毛榉林中，觅食嫩芽、树
叶和坚果。只有在酷寒冰封的冬天，
啄羊鹦鹉身上的猛禽血液才开始苏
醒———它们会在雪地中寻找动物遗
骸，或刨开雪堆寻找昆虫。一旦有机
会，它们还会偷袭各种小动物。
野外生活的啄羊鹦鹉寿命大多

不足 $%年，人工圈养的寿命可达
$'年。每逢南半球冬尽春来，食物

逐渐充沛之时，便到了啄羊鹦鹉的
繁殖季节。此时，啄羊鹦鹉开始成双
成对地出现，甚至组成 $%只左右的
小群体。交配后，一次会产下 *!'

枚卵，孵化 #)天后，雏鸟破壳而出，
约 +%周后羽毛长成。再过数周，雏
鸟就会开始独立生活。

最具好奇心的“坏鸟”
顾名思义，啄羊鹦鹉的名字源

于“啄羊”行为。当地牧民发现，这种
鹦鹉在冬季食物匮乏时，一旦遇到
羊群，就会主动出击。它们跳到绵羊
背上，把羊的后背啄得鲜血淋漓，任
凭羊如何挣扎也绝不松口。有科学
家猜测，这种“啄羊”行为应该源于
一次意外：它们最初只是喜欢啄食
羊背上的寄生虫，结果爪子和喙太
过锋利，不小心撕破了羊皮，啄食到
了羊肉。于是，它们的食谱发生了巨
大变化，开始了世世代代的“啄羊”

生涯，成为唯一的食肉型鹦鹉。
由于体态悬殊，在攻击羊群的

时候，啄羊鹦鹉相当讲究战略战术，
它们往往会提前制定好周密的计
划，行动严谨。它们在确定目标羊
后，就默契地分工合作，有的负责控
制羊的行动，有的负责袭击，有的负
责啄肉，直至成功猎食。

善于合作的啄羊鹦鹉精力旺
盛，好奇心也特别强，看到任何新鲜
事物都要研究一番，被誉为“最具好
奇心的鸟”。而它们的研究方法也十
分粗暴———直接用尖锐有力的爪子
抓一抓，或用锋利坚硬的喙啄一啄。

深受其害的首先是伐木工，每
当他们结束一天的工作，搭起帐篷
宿营时，啄羊鹦鹉就会飞来，兴致勃
勃地研究起突然出现的“怪物”———
帐篷，用喙和爪子不断拨弄、抓挠，
直到把帐篷撕得七零八落。而那些
栖息在人类居住地附近的啄羊鹦

鹉，更是给居民带来困扰。种植的庄
稼、晾晒的衣服、堆放的杂物、电视
天线，以及停放的汽车，都会被它们
弄得一团糟。由于啄羊鹦鹉经常捕
食人类饲养的牲畜，牧场主对它们
深恶痛绝。据统计，截至 $),%年，当
地居民捕杀了至少 +(万只啄羊鹦
鹉，啄羊鹦鹉的数量一度锐减，直到
+)-!年，政府立法保护啄羊鹦鹉，
这一状况才有所缓解。目前，它们的
野外种群数量约在 .%%%!(%%%只。

本性贪玩且热衷社交
啄羊鹦鹉因经常发出“喀喀”的

叫声，所以被毛利人叫做“/01”，实
际上，啄羊鹦鹉有许多用于同类间
交流的叫声，有的用于远距离召唤，
有的用于求偶交流，有的表示危险
临近，有的则描述“作战计划”。
除了普通鸣叫，它们还能发出

小调、悲鸣、吹口哨等多种声音。有

研究者发现，啄羊鹦鹉在玩乐时会
发出一种特殊叫声，同伴只要听到
这种叫声，就会被吸引。研究者用录
音机将这种叫声录制下来，拿到另
一处播放，周围的啄羊鹦鹉听到录
音就会自娱自乐，或跟同伴嬉闹。经
调查，啄羊鹦鹉是第一种已知的能
通过发声传染情绪的非哺乳动物。
值得一提的是啄羊鹦鹉非常喜

欢在溪流边玩耍，在水流平缓处，啄
羊鹦鹉会衔起小树枝扔进水里，再
飞到水面把树枝叼回来，周而复始，
乐此不疲。此外，啄羊鹦鹉的性格颇
像顽皮的小孩，或许刚刚还在斗殴
的一对啄羊鹦鹉，转瞬就开始互相
追逐，亲昵地相互踩背、翻滚和跳
舞，同时发出或婉转或尖厉的鸣叫
声，这种如孩子般瞬息变化的情绪，
让人摸不着头脑，却又忍俊不禁。
啄羊鹦鹉对人类社会的种种破

坏，招致当地人不断抱怨，但同时人
们也认为，它们是一种值得珍爱的
鸟类。人们对啄羊鹦鹉的喜爱，源于
它们对人类的主动亲近———这种鸟
十分信任人类，不仅会接受人类投
喂的食物，也不会拒绝拍照，甚至还
会主动凑上来，饶有兴致地研究摄
像头。这样的性情也让心怀不轨的
人有机会伤害它们。当地旅游从业
者捕捉啄羊鹦鹉，驯养它们表演猎
羊。每次演出，啄羊鹦鹉除了可以猎
食到羊肉，还能得到其他食物奖
励———面对如此嚣张却亲昵可人的
鸟，观众们当然不会吝啬手中食物。
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啄羊表

演不仅对羊群过于残忍，也是对啄
羊鹦鹉的伤害。#%++年 )月，当地
政府发出通告，对城市附近的啄羊
鹦鹉集中捕捉，送到专门开辟的保
护区放养。对散居在村落周边的啄
羊鹦鹉，政府也呼吁居民和游客不
要破坏它们的栖息环境。目前，啄羊
鹦鹉已被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选自!环球人文地理"

!"#金文才送马救人

大娘轻轻推了推娓其，这年轻妇人就灵
巧地赶往竹楼外边迎接客人。
金文才走进竹楼时，窝朗牛板着脸一声

不吭，魔巴闭着眼睛靠在柱子上，气氛很压
抑，只有大娘客气地招呼金文才往火塘边坐。
金文才盘腿坐下，大娘奉上热茶。金文才

喝了一口茶后说道：“窝朗，我们工作组就要
进你们部落来了。我来问问，你们还
要什么帮助？除了衣服、盐巴，还需
要什么？他们好一起带来。”
窝朗牛还在生气，摇头说：“不

要！我们什么都不要！”金文才惊讶
地问：“怎么不要？这两天我们在寨
子里转了转，好多人家都没盐巴吃，
也没衣衫穿，有的人家两三个人合
用一条毯子呢！”这是事实，窝朗牛
不能否认，但仍道：“我们部落人穷，
拿不出猪、鸡来换盐巴和衣衫。”
金文才在西盟时，团领导就告

诉他，将来工作组进驻蛮丙部落时，
带去的首批物资会有一千斤盐巴、
一千套衣裤和统裙，以后再陆续运
来。这些都是用救济专款购置的。
金文才说：“这些盐巴和衣衫是

人民政府送给你们的。每家每户都有。”
窝朗牛从前也接受过一些山外人的礼

物，但数量很少，只是送给他个人，从没有听
说过给全部落人送礼的事。这下把他也惊住
了，怀疑地问：“我们部落人多呢！你们有那样
多东西来送？”“有！我来之前，人民政府就把
那些盐巴、衣服运到西盟了。很多很多呢！”
“我不信！”窝朗牛怀疑地摇摇头，“那要

多少头牛羊来换？”“刚才我就说过了，不要你
们的东西，全都送给你们。”屋里的人都惊住
了，就连“昏睡”的魔巴也睁开了眼睛。
“唉呀！太好了！我要一条红筒裙！”娓其

兴奋地说。金文才笑了：“有的，有的。还有大
娘，还有叶妙，全寨子妇女都能得到一两条。”
窝朗牛又生气了，板着脸说：“不要给叶

妙那个烂婆娘！”金文才装作突然省悟的神
态，说：“哦，叶妙不在寨子里，被你绑往人头
桩了。我看她罪不该死。窝朗，放了她吧！”窝
朗牛冷冷地说：“不要你管！”“不是管。是劝。”
“也不要你劝！”窝朗牛显得很蛮横。“我们是

朋友。劝劝还是可以吧！”“我不想听！”
娓其怕吵起来，忙说：“她不会死，神已经

告诉魔巴，让窝朗饶了她。”话没说完，窝朗牛
就厉声喝斥：“多嘴！”娓其吓得不敢再做声。
金文才转而问魔巴，“是这样么？”魔巴又

微闭起眼睛，缓慢地点了点头。金文才又对窝
朗牛说：“神都开恩了，就放了她吧！”窝朗牛
恼怒地说：“神只要我饶她，没要我放她。”

金文才正对窝朗牛的话感到不
解，魔巴提醒金文才：“窝朗的意思
是，不能白白放了叶妙。要她赔还他
从前给的两头牛，才可以放了她。”
窝朗牛板着脸，不肯定也不否定。
“她赔得起么？如果她赔不出来，就
只有继续在人头桩下绑着？”金文才
问。竹楼里没人回答。金文才忍耐不
住了，几乎是喊了起来：“不行，不
行，不能这样！”窝朗牛不满地说：
“她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急哪
样？”金文才没想到窝朗牛会这样冷
酷，叹息着说：“窝朗，你再绑她两
天，她还有命么？”“我不管这些。你
是不是想要她做婆娘？好！送给你。”
这真是令金文才哭笑不得，“窝

朗，你把话扯到哪里去了？我们解放
军有纪律，一根针一条线都不能要，哪里会要
你们的女人。我们只是想救她一条命！”“你管
得好宽！”窝朗牛怒气冲冲地说，“你想要我放
了她？可以！叫她给我牵两条牛来！”金文才
也生气了，“我没有牛，我只有一匹马！”
窝朗牛听岩松他们说过，这几个解放军

带有一匹高头大马，他想如果自己能骑上肯
定很威风，就略带嘲讽地问：“你舍得？”
马是部队临时配备给金文才的，他无权

送人，但他急着救人，却脱口而出：“只要你放
掉叶妙，就给你！”“你们都听到了吧！牵来！”
窝朗牛大声吼着。竹楼里的人都愕然。
金文才这时感到自己冲动了，但他明白

在窝朗牛面前不能反悔，便对着竹楼外大喊：
“小康，去叫小杜把我们的那匹马牵来！”

大娘感动得淌下了眼泪，窝朗牛却在心
里暗想：“这个汉人很厉害，不能让他再带着
更多的人枪进部落来，得趁早把他们赶出
去。”魔巴这时睁开眼睛，对愣住的岩松说：
“你蹲在这干什么？还不去把你三娘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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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灭敌寇!"崇总#成立谱新篇

++月 ++日 +%时许，一队日伪军沿老滧
港西岸土公路缓缓北行。他们要到老滧港接
应一批海盗上岸，为冬季扫荡扩充伪军。行至
蚌壳镇北方 +里许，“呯”的一声枪响，骑着高
头大马的日军军官木森应声坠地。随后，河东
的高粱田、棉花田中响起密集枪声，几十个日
军中弹倒下。剩下的日伪军慌忙趴下，向着河
对岸开火，一时间枪声大作，日军的小炮也不
断开火，打得对岸棉花萁、高粱秆四处乱飞，
胡乱射击了一段时间，日伪军发现对岸似已
无枪声，才逐渐停止射击。伪军在前，日本兵
在后，战战兢兢，趟水过河。上岸只见田土烧
黑，秸秆烧焦……游击队却不见踪影。此战，
是瞿犊得到朱九洲送来的情报后，率两支直
属中队和汤如醒独立二中队联合设伏，消灭
日伪军 *%余人，游击队无一伤亡。

++月 +,日 +#时许，日军宣抚班的石桥
大吉率 *%%余名日伪军，突袭浜镇。浜镇是抗
日骁将沈鼎法、沈鼎立、沈鼎台三兄弟的家
乡。石桥大吉将民众赶到一处，威胁不说出游
击队就放火烧镇。千钧一发，虞老汉挺身而
出，对石桥大吉说：“游击队往上小竖河去了，
愿意为皇军带路。”石桥大吉高兴答应。

+!时许，虞老汉带着日伪军来到上小竖
河江滩边。虞老汉指指江边的牛棚鸭舍，对石
桥大吉说：“游击队就躲在那里。”石桥大吉立
即下令开火，牛棚鸭舍顷刻化为灰烬。这时，
跑到河边的虞老汉大喊：“快打东洋人！”接着
投河殉国。这时，日伪军身后的“2”形堤岸上
响起密集枪声，他们陷入了游击队的三面包
围，背后大河挡路，成了瓮中之鳖。石桥大吉
慌忙组织突围，多次冲锋都被游击队击退，石
桥大吉正绝望时，日本军舰出现在江面上，向
游击队阵地开炮。面对舰炮火力，瞿犊果断下
令撤退。游击队撤退途中，路过一所民房，发
现房中有七八个日军，原来这是日军的通讯
指挥组，军舰就是他们调来的。战士们一阵手
榴弹猛炸，日军通讯组全灭！

此战，日军被毙杀 ("余人，
伤者更多。石桥大吉想不通的是，
虞老汉怎么知道游击队会在那里
设伏？原来，虞老汉事前悄悄授意
两个晚辈给游击队报信，然后向
日军自荐带路，一路上尽量绕路，

为送情报和游击队设伏争取时间。抗日群众
的支持，是游击战争胜利的根本。战后，瞿犊
在虞老汉牺牲的河边树上刻下诗句：长江万
里，烟波浩渺。壮哉老爹，后人之表。

$$月 .$日黎明，日军纠合堡镇、县城、
庙镇等地的 .""余名日伪军，以“搜索抗日游
击队”为名，向上小竖河地区扫荡，一路烧杀，
崔宅、陆宅、姜宅、黄宅等 ,"余间民房化为灰
烬，又枪杀手无寸铁的乡民 $*人。*艘运送
稻柴的船只停泊在上小竖河外口，也被日军
烧毁，船主顾巧生逃上岸时，被日军枪杀。这
就是“$$·.$”上小竖河大烧杀惨案。

$,时许，日伪军返回，途经蛏壳滧，突然
从河东射来密集的子弹。日伪军慌忙还击，轻
重机枪小钢炮统统上阵，一时枪炮声震天。埋
伏在河东的游击队是瞿犊的王中洲直属中队
和黄凤鸣独立三中队、汤如醒独立二中队、汤
如苏锄奸团等，约 $*"余人。激战约半小时，
日伪军分兵过河包抄。瞿犊下令撤退。此战是
瞿犊部队与汤如醒独立二中队建立国共联防
合作关系后的第二次战斗，敌人死伤不详，我
方无伤亡，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月 *"日，瞿犊、王进创建了“崇明县
民众自卫队总队部”简称“崇总”。“崇总”既是
崇明县抗日武装统一的部队番号，又是抗日
游击队统一指挥机构的名称。根据抗日统一
战线政策，“崇总”总队长一职保留给在任的
国民党崇明县长陈赓尧，瞿犊任参谋（实际总
指挥），沈鼎法任政训主任，王进（中共地下党
代表）任政训员。“崇总”下辖 (""余人，分为
)个中队，分别为：直属王中洲中队（原手枪
队和青年队扩展组成），直属黄凤鸣独立三中
队（原敢死队扩展而成）；宋子贤独立五中队；
蒋煊洲四区常备中队；常备第二大队沈鼎立
第五中队，金有祥第六中队，黄乾亨第七中
队，徐方谷第八中队；抗日锄奸团。
“崇总”执行新四军的命令，同时秘密接

受中共江苏省委江北特委的指示。“崇总”的
成立是崇明抗战掀起高潮的重要标志。

崇明抗战纪实
黄振忠 秦志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