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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草海大壩的偏僻一隅，一條數十米長的
小路延伸至湖中，三條小船與一條報廢的

快艇連接在一起，四五十隻海鷗或立於船頂、
或棲息陸上，牠們大都折了翅膀瘸了腿，看上
去有些虛弱。記者試圖走近，卻招來聲聲呵
斥，唯恐受傷的海鷗再次受到驚嚇，楊水蘭不
讓陌生人靠近。
停泊於水中的小船，是楊水蘭的家，為了陪
伴受傷的海鷗，楊水蘭用撿來的塑膠布、廣告
招貼畫搭成棚子，悉心照料這些受傷的「小精
靈」。生活並不富裕的楊水蘭，靠拾荒換來藥
品為海鷗療傷、換來食物餵飼海鷗，有時拾荒
所得寬裕些，還會到市場上買一些小魚小蝦和
香腸，給海鷗改善生活、加強營養。楊水蘭告
訴記者，每當她出去拾荒，這些海鷗大多會飛
走，只要她一回來，海鷗們也陸續飛回來，與
自己相伴。
每天為這些老弱病殘的海鷗療傷、餵食，楊
水蘭對自己的生活卻近乎苛刻。這天，李小姐
慕名來到草海大壩看望楊水蘭，為其帶來了年
糕和香腸，楊水蘭不好意思地指着年糕問：這
是什麼、要怎麼吃？李小姐驚訝地問楊水蘭平
時吃什麼，她從船上拿出一瓶辣醬說，拌飯就
吃了，令李小姐十分感慨。

為阻傷鷗客曾遭踢
8年前，一隻受傷的海鷗撲騰着翅膀跌落在楊

水蘭面前。在她的悉心照料下，那隻海鷗很快
恢復了健康，而且再也沒有離開過她。
楊水蘭漸漸發現，紅霉素軟膏對海鷗療傷有

很好的效果，不但可以消炎，海鷗的傷口癒合
也快一些；遇上傷重的海鷗，楊水蘭還會在藥
裡添加些止痛粉。
「海鷗其實很容易受傷。」楊水蘭說，飛翔

的海鷗只要被空中的風箏線或釣魚者的魚線纏
上，很容易折斷翅膀或傷了腿。
為此，楊水蘭每當見到偷釣者，
都要上前干涉、驅趕。久而久
之，偷釣者遠遠見到楊水蘭，便

會立刻收拾魚竿避開；為了避免流浪狗和野貓
傷害海鷗，楊水蘭在自己的領地用漁網和鐵絲
建了一道柵欄；而當發現有人抓住海鷗拍照，
楊水蘭也不依不饒，為此還被人踢過。
令人欣慰的是，傷害海鷗的人和事已越來越

少。大壩上的保潔員、65歲的李光明告訴記
者，今年以來並沒有聽說過有人為傷害海鷗的
事件發生。「如果看到有人傷害海鷗，我們一
定會上前干涉和制止。」說完，李光明還特意
向記者展示了自己左臂上的「春城治安志願
者」袖章。

熱心市民送食贈船
楊水蘭八年護鷗的事跡口口相傳後，不時有

人會來看望她，並帶來一些為海鷗療傷的藥品
或食物，還有人贈送了一條鐵皮小船，這成了
她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熱心人多了，海鷗的生活條件也比以前好

了。」楊水蘭說，現在餵飼受傷海鷗的食物，
多是用麵粉製作的餅或饅頭，不時還會夾雜一
些小魚小蝦。而她一天天撿拾回來、已堆積了
不少的塑膠水樽，則打算明年3、4月份再變賣
買鷗糧。因為那時大批海鷗將離開昆明，只留
下這些已無力長途飛行的海鷗。
「其實我現在什麼都不缺。」楊水蘭認為自

己目前的生活很不錯，有海鷗相伴，自己的生
活很有生氣。楊水蘭最大的願望是，大家都愛
護海鷗，不要去抓牠們，折斷牠們的翅膀，
「海鷗會很痛！」

春節前的突然降溫，讓昆明春寒料
峭、寒氣逼人，草海大壩上的遊人明顯
較平日少了許多。忽然，大壩中段本來
棲息於水中的海鷗成群起飛，在空中做
出一個個優美的動作，爭先恐後俯衝撲
食。一位女士用手拉車購來了兩大袋饅
頭和花卷，細心地掰成小塊投餵海鷗。
不願具名並不願面對記者鏡頭的這位

女士告訴記者，天氣寒冷，估計大壩上
餵鷗的人少，所以特意購買了食物，趕
到大壩上餵鷗，「平時大家都餵一些，
海鷗就吃飽了」。她已堅持了5、6年，
說自己並不圖什麼，只是認為，海鷗不
遠數千里來到昆明，就像是家中來了
「客人」，我們應該熱情招待。

「我不忍讓牠們挨餓！」
大壩上售賣鷗糧的謝大媽也是一位愛

鷗人。68歲的謝大媽除雨雪天外，每天
都到大壩售賣一些鷗糧貼補零花，清晨
7點便到大壩的謝大娘，常常忍不住將
用來售賣的鷗糧餵飼海鷗，所以賣出的
鷗糧遠遠不及她自己餵飼的多，「我不
忍讓牠們挨餓！」

昆明翠湖公園的熱鬧處，立有一座「海鷗
老人」的雕像，鮮花叢中，一位老人與海鷗
深情對望、用心交流的畫面，令人印象極為
深刻。這是昆明市民自發捐款塑成的雕像，
以紀念「海鷗老人」吳慶恆，激勵後輩愛鷗
護鷗。

花逾半工資餵飼海鷗
孤身一人的吳慶恆生前幾乎天天步行十幾

里路趕來餵海鷗，風雨無阻，直到1995年病
逝。彼時，吳慶恆老人的退休工資不過308元
（人民幣，下同），卻花費一半以上用來餵
飼和親近海鷗。據說，現在昆明人把餅乾、

麵包掰成碎片，擺放在翠湖畔的欄杆上餵食
海鷗的方法，是吳慶恆自創的，老人認為，
把食物扔到湖水裡餵鷗，會致湖水污染，可
能導致海鷗生病。
據說，海鷗到昆明覓食的日子裡，吳慶恆每

晚在工廠食堂只吃一份簡單飯菜，再撿拾別人
剩下的饅頭，配上自己買來的雞蛋、麵粉，製
作成「雞蛋餅乾」，次日餵飼海鷗。吳慶恆病
逝後，人們清點他的遺物，最值錢的家當居然
只有6個雞蛋，而那正是他準備給海鷗製作
「雞蛋餅乾」的。這尊微笑中若有所思的「海
鷗老人」雕像，表達了市民對老人的告慰和敬
仰。

記者採訪期間，網曝兩名外籍人士在昆明
翠湖以氣槍射擊海鷗，多名市民制止未果，
警方介入查明，其所持為塑料製玩具槍，並
無扳機、也無法填充彈藥，實為拍照道具。
儘管如此，兩名外籍人士所為仍然招來網友
口誅筆伐，聲討之聲不絕於耳。
此外，「跨越大半個中國」追查虐鷗者
的新聞，也成為「經典」並轟動一時。
2014年12月16日中午時分，一名男性
遊客在草海大壩捕捉一隻海鷗，致海鷗翅
膀折斷，還聲稱「要帶回去烤了吃」。掙
扎的海鷗掉落在地，被大壩上的其他遊
客、環衛工及保安發現並制止。雖經雲南
省瀕危動物救助中心工作人員及時救治，

但受傷的海鷗仍因傷勢過重死亡。
昆明警方接獲多名市民舉報後，很快查
清虐鷗者，並專程趕赴哈爾濱調查，嫌疑
人扈某對虐鷗事實供認不諱，並根據《雲
南省陸生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等相關法律
法規，對扈某處以罰款5,000元的行政處
罰。
雖然對於罰款金額，有部分網友質疑罰

得太少；但昆明網友一致認為：此舉的警
示意義大於經濟意義！不少網友認為，對
於虐鷗者的處罰，並不能僅以經濟成本來
評判，此舉的意義在於，懲戒虐待動物的
不人性行為，警示世人愛護動物、促進和
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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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1月至次年3月，由西伯利亞遠道而來的紅嘴

鷗都會飛臨雲南昆明越冬，滇池草海大壩素來是海鷗越

冬的棲息地之一，自然也成了昆明人和遊客賞鷗的首選

地。成群的海鷗在水面與大壩間盤旋嬉戲，從餵食者手

中爭搶啄食，清脆的鷗鳴聲與人們的歡笑聲久久迴蕩，

人鷗同樂、鷗戲春城，成為昆明最為生動的美景。昆明

人與紅嘴鷗之間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緣，善待紅嘴鷗的

事例也俯拾皆是。而八年來對海鷗不離不棄的悉心照

料，讓67歲的楊水蘭贏得了眾人的尊敬。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昆明報道

昆明愛鷗人
熱情待「遠客」

「海鷗老人」勵後輩 民間塑像紀念

市民籲嚴懲虐待者 採訪楊水蘭，尋訪愛鷗人
士，多少讓記者有些挫敗
感：因為怕驚嚇到受傷的海
鷗，楊水蘭怎麼也不讓記者

靠近；而張女士也不願透露自己的姓名，更
不願面對記者的鏡頭，說自己只是眾多愛鷗
人中的一員，不足掛齒。

然而，採訪楊水蘭、尋訪愛鷗人士，卻
讓記者收穫不小。海鷗之所以每年不惜長
途飛行數千公里選定昆明越冬，有人認為
是因為昆明冬無嚴寒、氣候宜人；還有人
認為是因為昆明環境優美、空氣質量好；
更有人認為是因為滇池治理成效顯現、水
質向好。而我卻認為，在眾多的因素中，
昆明人的友好善良，為海鷗提供了難得的
人性關懷，這也許是海鷗更為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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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衛工李光明展示「春城治安志願者」袖章。

■謝大媽每天餵食的鷗糧，比賣出得還多。

■昆明市民自發捐款，為「海鷗老人」吳慶恆塑像。

■■簡陋的小船簡陋的小船、、幾隻相伴的幾隻相伴的
海鷗海鷗，，這就是楊水蘭的家這就是楊水蘭的家。。

■■楊水蘭靠拾荒所得楊水蘭靠拾荒所得，，為海為海
鷗買食換藥鷗買食換藥。。

■當記者為楊
水蘭拍照時，
她的目光仍不
離海鷗。

■■小童將麵包撕碎飼餵海鷗小童將麵包撕碎飼餵海鷗，，
人鷗同樂的畫面十分和諧人鷗同樂的畫面十分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