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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下行天下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在东洞庭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一群群麋鹿在
自由地奔跑。如今，随着人们的保护意
识日益增强，人与麋鹿和谐共处，洞庭
湖，已成为神鹿的天堂。

发现怪兽

生活在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野生麋
鹿，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故事呢？

1998年，我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
委宣传部工作，2月14日上午，我接到
县政府办的电话通知，要我随领导去终
南乡，因为那里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麇鹿。

我们赶到终南乡廖兰村 10 组，看
见一头被铁链锁住脖子的麋鹿。外表看
上去，面似马，角似鹿，蹄似牛，尾似
驴，俗称“四不像”。

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话语中，我得到
了当时发现、捕捉麋鹿的第一手资料：
2月11日上午10时许，终南乡廖兰村10
组村民李德尧在自家鱼池边突然发现一
群似牛非牛，似马非马的动物正在吃油
菜叶。他连忙上前驱赶，哪知这种前腿
短后腿长的动物奔跑起来速度非常快。
这群怪兽一齐跳入东湖中，头、尾朝
上，朝对岸游去。李德尧回过神来后，
数了数，大小一共有 11 头，其中，一
头还长有两只角。

随后，李德尧抓住一头，另有一村
民也抓住一头。一个邻居的小孩在读初
三，他拿出《生物》书对照一看，十分惊喜
地说：“这种动物书上介绍叫麋鹿，是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千万杀不得！”

经专家确认后，县政府、县林业局
迅速向上级报告了发现麋鹿的情况。

回归故里

麋鹿是世界珍稀动物，属鹿科，原
产于中国长江中下游沼泽地带，到 19
世纪时，只剩下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内
一群，约 200—300 头。1900 年秋天，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掠夺
皇家猎苑。从此，原产于中国长江流域
的麋鹿在中国大地绝迹。

也许是神兽命不该绝，当时英国有
个特别喜欢鹿科动物的人士十一世贝福
特公爵。他花重金将分散饲养在巴黎、
柏林、科林、安特卫普等动物园的麋鹿
共 18 头全部买下，放养在伦敦以北一

个叫乌邦寺的庄园内。
1956年，北京动物园从国外引进一

对麋鹿，1973年又引进2对麋鹿，但因
环境不适，一直没有复壮种群。1979
年，我国动物学家强烈呼吁，要求把流
落海外的麋鹿引回中国，为麋鹿重建家
园，恢复种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倡议得到了乌邦寺庄园主人塔维斯托克
侯爵的热烈响应，1984 年 11 月，他决
定将麋鹿无偿赠送给中国。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热烈欢迎麋鹿
回家。专家论证后，最终确定清皇家苑囿
南海子旧址为麋鹿生活地。1985 年 8 月
24日，首批麋鹿抵达北京南海子，国家建
立了麋鹿生态研究中心及麋鹿苑。1987
年 8 月，英国伦敦动物园又无偿提供 39
头麋鹿，放养在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

1993 年和 1994 年，湖北省石首天
鹅洲省级自然保护区分两批从北京南海
子麋鹿苑引进麋鹿放养。1998年，经国
务院批准，石首天鹅洲省级自然保护区
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建成
后，与北京麋鹿生态实验室中心合作，
开始实施麋鹿重新引进项目的第二阶
段，即“麋鹿回归自然”阶段。2003
年，天鹅洲保护区又再次放归了 30
头。麋鹿放归后，在保护区自由生活，
完全依靠野生植物为食，经过长江多次
洪水考验，麋鹿表现出对湿地环境的高
度适应。

从地理上来讲，石首保护区南面越
过长江就是石首，石首与华容山水相
连，唇齿相依，从石首长江段到达华容
万庾、胜峰等乡镇，只有区区 30 多公
里。麋鹿是游泳健将，逃出保护区，横
渡长江进入华容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自然野化

洞庭湖区既是麋鹿的祖居地，更是
它们幸福生活的天堂，洞庭湖区丰富的
植物资源为麋鹿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食
物来源。

麋鹿的理论寿命为25岁，雄性6岁
左右性成熟，每年 6 月到 8 月是发情
期。此期间雄鹿最具攻击性，为争夺交
配权，成年雄性公鹿都不惜一战，抢夺
鹿王宝座。它们往往把草顶在角上，让
自己的角显得更强大，同时脖子也会增
粗。雌性麋鹿的怀胎时间平均为 288
天，通常为9个半月，类似人类的“十
月怀胎，一朝分娩”，每胎只能生一头。

从 1998 年到 2008 年十年间，洞庭
湖麋鹿成为了真正的自然野化的种群。
以红旗湖种群和注滋口种群两个种群为
主体，数量已增加到60头左右。

东洞庭湖区野生种群“鹿丁兴旺”的
消息成为中国动物界的一件大事和喜
事。为改善洞庭湖麋鹿种群结构，促进种
群复壮和基因交流，2016年3月3日，从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进麋
鹿16头，5雄11雌，放归君山后湖，开始
了它们的野化生活。为便于实时追踪它
们的活动轨迹，科研人员给其中的 1 雄
10雌装了GPS定位装置。经过一年追踪，
发现 16 头麋鹿已完全适应了洞庭湖区
的生存条件，并分别融入了红旗湖和注
滋口栖息的两个麋鹿种群。

麋鹿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麋鹿在
哪里出现，哪里的政府就负有保护责
任。华容县林业局分管野生动物保护的
负责人介绍，只要洞庭湖出现大水，麋
鹿就会被水逼上岸，四处奔走，啃食、
踩踏庄稼和农户的蔬菜等。现在野生动
物保护法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麋鹿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准轰赶、捕捉，只
能眼睁睁地看着麋鹿“胡作非为”，由此
造成的损失由县政府负责赔偿。目前，为
了减轻财政负担，县政府已将这项费用
纳入农业保险。华容县林业局已建立长
效机制，只要洪水季节麋鹿上岸，就召开
专题会议，发宣传传单，在沿湖每一个村
民小组确定一名联系人，建立信息网络。
如果发现麋鹿，安排专人跟踪。

2016年夏季，在东洞庭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支持下，岳阳市成立了东洞
庭湖麋鹿保护协会，并投票选举爱心人
士李政为会长。李政介绍，协会成员由
麋鹿博士、专家、一线巡护人员、爱心
企业家和大学生志愿者组成，目前已有
会员 50 多人。会员入会自愿，参加活
动没有报酬，只有付出。政府提出，要
从根本上解决麋鹿救助的问题，于是，
保护区与麋鹿保护协会联合行动，报岳
阳市人民政府及湖南省林业厅批准，在
建新监狱靠南大堤区域租赁 300 多亩
地，建立了东洞庭湖麋鹿和鸟类救治避
难中心，由麋鹿保护协会管理。至今，
这里有救助的麋鹿18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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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安徽省休宁县横江国家湿地公园的栈道，
如同徜徉在一幅灵动的生态人文画卷里。

汶溪似带，青山如屏，白鹭翩飞。双桥研墨，群
塔拈笔，文章天地来。

休宁，坐落在安徽省最南端，是一座有着1200多
年灿烂历史的文化古城，古时隶属于誉满天下的徽
州，自古文风昌盛，境内多塔。在湿地公园内就聚集
了四座明代古塔，为公园增添了浓浓的古韵。

横江流经湿地公园的这一段称为汶溪。汶溪的上
游有一座明代古桥，此桥为休宁最大石拱桥，名为夹
溪桥。桥西北有凤山，西有凤湖，古有“夜柳有湖传
彩凤，夹溪如花卧长虹”的诗句称赞此地之美。汶溪
观塔，从夹溪桥出发是最好的选择，自此，山与水都
收敛了野性，静若处子，明媚动人。

顺溪而下，映入眼帘的是左手观景平台上的24只
金鳌，为首的一只体态巨大，昂首吞天，寓意古城休
宁昂扬奋进之势。右手是葱茏绵延的玉几山，与在清
澈翠绿的江水相映成画。抬头细看，在凹凸起伏的空
当，丁峰塔冒出了头。

丁峰塔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楼阁
式砖结构，八角七层，高30米，实心体，人不能入。
塔身斑驳，草木丛生，“蓬头垢面”的模样是时光的印
记，其中藏有多少故事和过往，人已不知。

水面愈加开阔，汶溪从汶溪桥下穿越而过，成了
一条绸带。再瞧，玉几山的东翼又现一塔，与西侧的
丁峰塔隔山相望。此塔称为巽峰塔，同是楼阁式砖结
构，八角七层，高35米。内置168级盘旋台阶，可达

顶层。塔内绘有壁画，线条至今清晰可辨。塔刹呈葫
芦状，因是飞鸟衔来种子播撒在旁，日久竟长成了一
株树，与葫芦相依相伴，风景颇为别致。

巽峰塔的高大俊朗赢得了白鹭的爱慕，它们成群
结队地依偎在塔下的树丛里，叽叽咕咕，时而展翅，
炫耀着傲人的身姿。从对岸远观，一朵朵“百合”在
深绿里绽放，无论秋冬，永不凋零。这不能不引发遐
想：鹭与塔爱的到底有多深，恋的有多久。

与巽峰塔隔溪相对的是富琅塔，也是砖石结构，
八角七层。现残存基部两层，约17米，但外形较为完
整，工艺精细。

汶溪摆脱了万安坝的束缚，一跃而下。远远地，
一座山和一座塔扑面而来。塔立山顶，以山为名，曰
万寿。万寿塔建于明嘉靖初，砖结构，六角七层，高
29.6 米。塔顶由生铁铸成，重约 2400 公斤，已坠落。
万寿塔宛若脱了帽子的老者，临风观水，沉思不语，
酝酿着千年的诗句。

关于四塔的由来，大都是些传说，难辨真假，我更倾
向于镇妖压邪和保全文运之说。休宁大地古塔林立，不
正是休宁人力振文风、势保文运的写照和折射吗？

古塔悠悠，见证人事代谢，俯瞰往来古今。汶溪
奔流，潮涌百里新安，心向浩瀚东海。在新时代光辉
的映照下，古塔又一次写下瑰丽诗篇，与汶溪共生共
长，随一江碧水东流去。

这是一座绵延千年的古寨，先
人按九宫八卦格局营建，中央直街
形似“龙脊”，湖池环绕，地称

“龙湖”，村名“龙湖寨”。直街两
侧，三街六巷横延，宗族祠堂、名
宦府第和商贾富绅豪宅 100 多座，
构成了一处格局形制与古代潮州府
城颇为相似的繁荣街市——人称

“小潮州”。
这就是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一

处著名的历史人文旅游景区，曾被
评为“广东省十大最美古村落”的
龙湖古寨。

整座古寨呈带状分布，东面韩
水滔滔，堤岸蜿蜒，碧道伸展；西面

十多个池塘珠联玉串，恰似一条项
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湖面小桥虹
跃，岸边花团锦簇，修竹翠柳，绿树
成荫，一派江南水乡的灵秀风光。

这些湖池曾被侵占，淤塞荒
芜。近年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疏
浚整治，修建石桥、亭榭并配套绿
化美化，使古村落焕发出前所未有
的灵动气息和青春活力。

龙湖历史上一直是潮州商业
贸易十分活跃的墟市。古寨北门
堤外韩江边，就曾是古代龙湖的
货运、客运码头，如今被辟为一
处水利公园，成为旅游景点。

繁荣的商业贸易创造了滚滚
财源，给当地人文昌盛提供了雄
厚的财力支撑。历史上，龙湖寨
科甲鼎盛，人才辈出。

高官富商纷纷择此风水宝地
营造府第豪宅，修筑祠堂，构建书
斋。三街六巷之中，宗祠庙宇、进士
第、方伯第、文翰第、儒林第……深
宅大院星罗棋布，不少深达五进、
七进，个别甚至十进，不仅有少量
线条洗炼的宋式构建，更有大量明

清及民国风格的建筑遗存及经修复
的整座古建筑。

兴学育才，尊师重道，在龙湖古
寨早已成共识。龙湖古寨有“五多”，
其中就有“书院、书斋多”，“学田
多”。明清全盛时期，全寨书斋不少
于30处，龙湖书院学田曾一度多达
736亩。重视教育程度由此可见。

作为尊师重教风尚明证的另一
典型事件就是兴建教师祠堂。在阿
婆祠对面，一座教师祠堂——侗初
师祠在历史的风雨中挺立几百年，
成为一座尊师重教的丰碑！

明万历年间，龙湖古寨七户子
弟为客家人王侗初老师养老送终，
并在老师过世后集资为他建造祠
堂，且世代祭拜。100多年后，七
位学生后裔又重修祠堂，同时请潮
州知府周硕勋撰写碑记，让老师流
芳千古。

一座乡间村寨，历史文化底蕴
如此深厚，实属罕见。尊师重教，
兴学育才，尊重女性，倡导男女平
等的观念和敢为人先的开创精神正
是龙湖古寨最美的风景！

汶溪观塔
叶荣荣

相约“最美中轴线”
本报记者 罗 兰

“小潮州”龙湖古寨
陈佾生文/图

龙湖古寨

洞庭湖湖中的麋鹿。 许雪炎摄

休宁的塔。 张建基摄

洞庭湖岸上的麋鹿。 王绮平摄洞庭湖岸上的麋鹿。 王绮平摄

雨后水波映照恍若天宫的紫禁
城、白雪覆盖下更显庄严肃穆的祈
年殿、欢愉热闹充满人间烟火气的
钟楼广场……北京中轴线上主要建
筑的最美瞬间都被定格在游人的镜
头里。

继2021年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
大讲堂成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
承与创新大赛热门活动之后，2022

年大讲堂系列活动日前再次开讲。
第一期知名学者以“择中而立，讲
好中轴线的故事”为主题，为公众
讲述古都北京的时空轴，构建择

“中”而立的生活方式。本期大讲堂
在线观看人数超过110万。

今年大讲堂还将在中轴线沿线
及辐射区，推动大讲堂进校园、进
社区、进园区、进书店，引领公众

“读中轴、学中轴、懂中轴、说中
轴”，鼓励大家成为一个个传播中轴
线文化、助力中轴线申遗的种子。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
向南经过万宁桥、景山、故宫、
天 安 门 广 场 、 正 阳 门 ， 至 永 定
门，贯穿北京老城南北，是中国
现存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传统
都城中轴线。

霞光下的午门。 赵 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