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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佛坪山清水秀，大秦嶺的「靈秀之氣」，不僅
給這裡帶來世外桃源般的良好生態，也在這裡孕

育出讓全世界都為之傾倒的動物精靈「大熊貓」。
陝西秦嶺大熊貓第一次進入人類的視野，要從上世紀
60年代初說起。1961年，北師大教授甄光美教授帶領
學生到陝西佛坪實習，在一個農戶家裡發現了一副疑似
熊貓的皮張，經詢問得知是從山裡捕獲的野物。隨後，
甄光美教授又很快發現了熊貓的頭骨，於是便在1964
年的《動物學雜誌》上正式發表了秦嶺發現熊貓的消
息。與當初發現四川大熊貓不同的是，秦嶺大熊貓是由
中國科學家首先發現的，並被定義為秦嶺亞種熊貓。

特徵獨特堪稱「最好看」
秦嶺熊貓被很多人稱為中國最好看的熊貓，無論從外

部形態和行為比較，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特徵。記者在
佛坪熊貓谷近距離觀察熊貓「七仔」時發現，比起中國
其他地方的熊貓，秦嶺熊貓臉和頭更圓、鼻子更短，更
像是貓。其在啃食竹子時不經意間東張西望的樣子，就
活像一個被美食誘惑的孩童，身體語言和面部表情誇
張，甚是可愛。而其走起路來搖頭擺腦，一臉似笑非笑
的憨態，更是瞬間便會萌翻在場的所有人。
當地保護區工作人員表示，現在國內很多有關熊貓的

電影、電視，其中有關野外大熊貓的鏡頭，95%幾乎都
是在陝西的佛坪拍攝的。這一方面是因為秦嶺熊貓更好
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佛坪是中國大熊貓密度最大、野
外遇見率最高的地區，在野外很容易就能拍到。

村民路遇熊貓司空見慣
長期在佛坪國家自然保護區跟蹤研究熊貓的專家梁啟

慧告訴記者，在佛坪除了專業人員，當地的老百姓偶遇
熊貓也早已不是什麼稀罕事了。「在佛坪發生了無數動
物與人的生動故事，我們呵護着動物的生存，動物也讓
我們的世界充滿了奇跡，人和熊貓就像一家人一樣。」
採訪中，記者從當地人口中聽到不少熊貓和人離奇的

故事。2012年12月24日，當地村民何夷棟帶着家犬在
山路上閒逛，忽然一隻大熊貓大搖大擺的出現在何夷棟
的眼前。這隻大熊貓見到人後沒有絲毫的恐懼，而是一
路走到距離何夷棟六七米的地方，和小狗「溫情」地四
目相望，一段時間過後，人、狗、熊貓都若無其事地相
繼離開。當地村民表示，這裡很多人一年都會遇見熊貓
很多次，所以都司空見慣了，見了熊貓人不怕、馬不
驚、狗不咬，有時興致來了，狗還會陪着熊貓散會兒
步。

呆萌可愛的熊貓總會給人一種特
別親切的感覺，但對於長期從事熊
貓保護的專家來說，熊貓雖然平時
溫順，但畢竟是一種野生動物，也
有野性的一面。在野外遇見熊貓，
還是要盡量避免做出一些在熊貓看
來不友好的舉動。

遭熊貓攻擊急中生智
梁啟慧告訴記者一個故事，有

一年四月，他在山中一棵樹上發
現了一隻熊貓，激動之餘，便靠
近到距離熊貓僅一米的地方進行
拍攝。然而沒想到的是，這隻母
熊貓正處於交配期，樹下還蹲着
一隻公熊貓。顯然公熊貓誤會了梁
啟慧，於是瞬間便從一個不顯眼的
角度猛撲過來。梁啟慧心裡一沉：
完了，和熊貓打了一輩子交道，沒
想到最後可能命喪熊貓之手。就在
千鈞一發的時候，梁啟慧腦子一機
靈，繞過一棵樹後，朝着公熊貓撲

過來的反方向往山下跑去。正在發
怒的公熊貓好像一下子被梁啟慧的
這一舉動弄蒙了，竟然遲緩了一
下，也就是這一遲緩，梁啟慧已經
竄下山幾十米來到一片開闊地。雖
然幸運地逃脫熊貓的「貓爪」，但
這一嚇卻讓老梁心律不齊了兩個
月。

野外與熊貓「同吃睡」
梁啟慧現在還保持着一項紀錄，

那就是野外成功跟蹤一隻熊貓72小
時。而在第一天跟蹤的24小時內，
這只熊貓竟然連續吃下47公斤的竹
筍，佔其體重近一半。
時間回轉到1982年，那時正值20
多歲的梁啟慧為了掌握第一手資
料，對一隻偶遇的熊貓展開了長時
間野外跟蹤調查。第一天前半天，
這只熊貓還和調查團隊保持距離，
到了下午便開始接受調查人員遞來
的竹筍，隨後便和調查團隊形成一

種默契，幾乎是「同吃同睡」。有
一天晚上，在漆黑的夜裡，這只熊
貓覓食時突然一巴掌摸到梁啟慧的
大腿上，正當梁啟慧大為緊張之
時，熊貓卻平靜地挪開熊掌，去摸
旁邊的竹筍了。還有一天晚上，熊
貓和調查團隊同時宿營在一個絕壁
上，因為擔心熊貓睡着時遭遇危
險，調查隊員便將熊貓圍在中間，
不知過了多久，這隻熊貓醒了，但
並沒有打擾圍在旁邊的隊員，而是
輕巧地跨過大家的身體，去竹林覓
食了。
在這次跟蹤的三天三夜時間

裡，調查團隊不僅得到一組有關
熊貓活動軌跡、進食時間和規
律、進食量等很重要的數據，同
時，讓梁啟慧感歎的是，在這麼
短的時間內人與熊貓之間能建立
起一種信任，這在其他野生動物
都是無法實現的。他們也真切地
感受到了熊貓身上的靈性。

秦嶺熊貓除了傳統的黑
白兩色之外，還有一種獨
一無二的棕色大熊貓。迄
今為止，全世界已發現
的、有資料記載的棕色大
熊貓共有8隻，均是在秦嶺
發現的。而目前世界唯一
一隻能夠看到的活體棕色
大熊貓「七仔」，目前就
在佛坪保護基地。

雙方隱性基因產生
據介紹，1985年 3月，

佛坪縣岳壩鄉農民呂國友
在大古坪保護站轄區內發
現了一隻棕白相間的熊
貓，這便是世界上第一隻
被發現的棕色大熊貓「丹
丹」。隨後，重z病的「丹
丹」在專家的全力救助下

痊癒，並於1989年
和 佛 坪 同 鄉

「灣灣」成婚，產下黑白
相間的獨子「秦秦」，這
也是陝西人工繁殖的第一
隻大熊貓。2000年9月，28
歲（相當於人類近80歲）
的「丹丹」去世。
為何會有棕色熊貓，這

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
點。曾在佛坪發現另外一

隻野生棕色大熊貓的梁啟
慧認為，棕色毛色或許是
一種隱性基因的重合，因
為所有的生物都有兩個基
因，一段來自父親，一段
來自母親，隱性基因把顯
性基因蓋住了，這樣性狀
就會表現出來，所以就產
生了棕色的熊貓。

在秦嶺、在佛坪，熊貓和人建
立了一種難得的默契和信任。秦
嶺熊貓種群的不斷繁衍壯大，與
這裡眾多的動植物保護工作者、
村民、志願者長期的努力和付出
是分不開的。

為熊貓成長建綠色生態
當地人告訴記者，23年前，一

隻在哺乳期便被媽媽遺棄的熊貓
幼崽被抱到了當地村民何長林
家。雖然何家生活困苦，小孫子
也在嗷嗷待哺，但老兩口二話沒
說，拿出孫子僅有的奶粉，沖了
滿滿一瓶。何老漢像抱孫子一樣
把熊貓抱在懷裡，老太太幫牠餵

奶粉，最終這隻幼崽挺過生死
關。
在實地走訪中記者發現，當

地的居民已經把熊貓當成生活
的一部分，照顧他們相當周
到，就像對待家裡的孩子一
樣。如果遇到身體不好的熊貓
誤闖到家裡做客，大家都會把
家裡最好的食物給牠吃，如果
發現熊貓病了，更會悉心照
料。為了熊貓的成長，當地很
多村民亦付出了巨大犧牲。他
們生產堅持不用殺蟲劑、除草
劑等農藥，紅白喜事、逢年過
節不放鞭炮，使用潔淨能源，
發展綠色產業，終於為熊貓等
動物守護出一片純淨、和諧的
生態淨土。

放棄優越生活堅定信念
對於和熊貓打了一輩子交道

的梁啟慧來說，熊貓就是自己
的孩子。雖然曾經有很多次機
會可以離開這裡，但是他卻從
沒動過心。有一次，一群香港
學生到保護區參觀，當得知梁
啟慧能經常看到熊貓時，孩子
們都用近乎崇拜的目光看着
他。也就是那一刻，梁啟慧覺
得自己的選擇對了，北京的高
薪邀請、大城市的優越生活，
比起在大山深處守護熊貓，一
切都微不足道。
為了大秦嶺和熊貓的未來，當

地媒體亦在積極行動。從去年開
始，由陝西日報發起的「環越秦
嶺」大型系列採訪考察活動，邀
請專家、政府部門主管領導、媒
體記者等對秦嶺展開系統的考察
採訪，希望能進一步發現秦嶺之
美，呼籲大家保護大秦嶺，為秦
嶺中眾多的「國寶」守護住這個
永遠的樂園。

對於很多人來說，要想一睹國寶大熊貓的

真容，除了去動物園，更多的只能透過電視

和網絡來觀賞。然而，對於秦嶺腹地的陝西

佛坪老百姓而言，一次山林中的勞作，一次

山溪邊的小憩，或許都能和他們的好鄰居熊

貓發生一次美麗的邂逅。而對於個別喜歡

「進村入戶」做客的熊貓，當地人總會讓他

們「盡興」之後，再「禮送出門」。從上世

紀60年代第一次發現野生活體大熊貓起，佛

坪人便和熊貓形成一種罕見的「和諧友鄰」

關係。根據陝西省第四次大熊貓調查成果報

告顯示，整個秦嶺地區現有成年大熊貓345

隻，不僅種群密度全國最大，同時也成為全

中國熊貓野外遇見率最高的區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陝西佛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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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開花嘍喂，咪咪躺在媽媽
的懷裡數星星。」這首曾經在內地
風靡一時名叫《熊貓咪咪》的歌
曲，讓很多人記住了熊貓吃竹子的
習性。然而，或許你並不知道，熊
貓愛吃竹子，其實也愛吃肉。

餵燉雞竟大快朵頤
在佛坪自然保護區，工作人員向

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情。有一年
他們在救助一隻熊貓時，因為熊貓
身體太虛弱，便有年輕人出招說給

牠燉隻雞吧。這一建議立馬遭到眾
人反對，熊貓是吃竹子的，怎麼可
能吃雞？後來，看着熊貓一點點地
虛弱下去，不得已有人就真的試着
燉了隻雞，並放到了熊貓跟前，開
始熊貓並未理會，大家也都覺得牠
不會吃。但是過了許久，大家突然
發現，這只熊貓正在對着盛雞的盤
子大快朵頤，吃得滿嘴流油。
專家表示，熊貓其實也是肉食動

物，在某種情況下，捕捉不到能吃
的肉食，就轉吃竹子補充體力。而

且在佛坪保護區，工作人員和村民
亦多次在野外拍到熊貓啃食野牛骨
頭的照片。

可愛交織野性 專家死裡逃生

棕色熊貓 獨一無二

到家「做客」 悉心「招待」

愛吃竹子也愛吃肉

■■世界唯一一隻能夠世界唯一一隻能夠
看到的活體棕色大熊看到的活體棕色大熊
貓貓「「七仔七仔」。」。
本報記者李陽波本報記者李陽波 攝攝

■■曾經發現棕色大熊貓的專家曾經發現棕色大熊貓的專家
梁啟慧向記者介紹梁啟慧向記者介紹「「七仔七仔」。」。

本報記者李陽波本報記者李陽波 攝攝

■當地村民何長林老兩口
悉心照料被遺棄的熊貓幼
崽。 梁啟慧 攝

■■秦嶺熊貓被譽為中國最美熊秦嶺熊貓被譽為中國最美熊
貓貓。。 本報陝西傳真本報陝西傳真

■冬日雪地上行走的熊貓。
本報陝西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