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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鹿情缘深 呦呦马鹿鸣

◆本报记者原二军

上世纪70年代，国际上曾一度认为野生西藏马鹿

已经灭绝。但在位于藏东的昌都市类乌齐县，在当地

群众的大力保护下，这里的马鹿从最初的数百只增加

到目前的8000余只，类乌齐也成为我国拥有最大马鹿

群体的县份

10 月末的那登通草原已经是一
片苍黄，只能没过脚跟的牧草一直延
伸到遥远的山脚下，给大地铺上了一
层深黄色的毯子。年近六旬的藏族老
阿妈向秋拉姆手里拿着盐巴，站在草
地中间，向着远方发出“啧儿、啧儿”的
呼叫声，不一会儿，数十只马鹿从远方
飞奔而来，围住了向秋拉姆。

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类乌齐县
的那登通草原海拔高达 4000 米，目前
我国最大的马鹿自然保护区——类乌
齐长毛岭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坐
落在这里。经过多年的严格保护，生
活在保护区里的野生西藏马鹿总数已

达 8000 余头。
作为西藏自治区的特有物种，让许

多人想不到的是，西藏马鹿曾一度消失
在人们视线之外，而国际上甚至认为这
一物种已经灭绝。因其濒危性，在《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西藏马
鹿曾一度排在我国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白
唇鹿之前。即使在类乌齐长毛岭马鹿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的 1993 年，这里的
野生马鹿数量也仅有 1000 余头。

从濒临灭绝到种群大规模恢复、摆
脱濒危状态，这巨大的变化背后，当地野
生动物保护部门和牧民们究竟付出了多
大的努力？隐藏了哪些动人的故事？10
月末的一天，记者走进了类乌齐，一探变
化背后的秘密。

西藏马鹿曾一度濒临灭绝

由于过度猎杀，加上环境变迁、战争等原因，野生西藏马鹿
一度从人们视线中消失

从类乌齐县城 出 发 ，沿 着 弯 弯
曲 曲 的 格 曲 向 西 北 方 向 进 发 ，很 快
就 进 入 了 类 乌 齐 马 鹿 国 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

这里属于青藏高原亚高山森林与
高山草甸的过渡地带，和藏西地区草
木不生的荒山不同，保护区内高山上
长满了高大的杉树和柏树，低矮的灌
木丛覆盖住了整个山坡，放眼望去满
山绿色。车行过程中，还时不时能看
到盘羊、岩羊和藏猕猴等野生动物在
山坡上出没。

“由于自然环境优越，类乌齐自然
保护区里分布着许多珍稀濒危物种，
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和科研价值，其
中以西藏马鹿的数量最多。”类乌齐县
林业局副局长拉巴次仁告诉记者。

据了解，西藏马鹿作为马鹿的一
个亚种，历史上曾广泛分布在我国西
藏自治区东南部地区和尼泊尔、不丹、
印度锡金等地。因最初在锡金被发
现，又被人们称为“锡金红鹿”，藏语称
之为“夏瓦”，是西藏自治区的特有物
种，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西
藏马鹿的体型较大，成年马鹿体重约
100 公斤左右，主要生活在海拔 3500
米~5000 米的高山草原地带，夏季一
般在高山林地一带活动，冬天则下迁
至避风的山谷地带。

让许多人想不到的是，现在拥有
众多数量的西藏马鹿，由于其鹿茸经
济价值远高于其他鹿种，曾经遭到人
们的过度猎杀，再加上环境变迁、战争
等原因，一度从人们视线中消失。

拉巴次仁说，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

召开的一次国际濒危动物保护会议上，
西藏马鹿被认为已经绝种。在《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西藏马鹿
因其极度濒危性，甚至排在了中国一级
重点保护动物白唇鹿之前。但在上世纪
70 年代，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专家们
对类乌齐县进行了考察，发现这里还分
布着少量的马鹿。

关于西藏马鹿“灭绝”的相关情况，
西藏野生动物专家刘务林在他所著《极
度濒危的珍贵动物种群──西藏马鹿》
一文中曾有过详细描述：

“在我们 1995 年 10 月新发现西藏野
生马鹿之前，最后关于它的可靠出版记
录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当时西藏野
生马鹿已被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列
为‘可能灭绝’的对象。经过几十年的调
查，西方学者在锡金、不丹、尼泊尔等地
再没有见到西藏马鹿的足迹。自那以后
极少听到有关西藏马鹿的消息，国外许
多学者认为它‘很可能已绝种’。国际自
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于 1977 年 9 月在
华盛顿召开的一次世界鹿类专家讨论
会上，因西藏马鹿已有多年不闻消息，认
为野生马鹿可能已经灭绝。”

关于西藏马鹿到底是哪一年被重新
发现，目前有多种说法。在拉巴次仁看
来，专家发现在类乌齐县仍生活着少量
马鹿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而为了更好
地保护这些马鹿，同时让马鹿更好地生
活和繁衍，1993 年，经过西藏自治区相
关部门的批准，类乌齐长毛岭自然保护
区正式成立；2005 年 7 月，保护区升级为
国家级，并更名为类乌齐长毛岭马鹿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曾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的野生西藏
马 鹿 ，为 什 么 会 出 现 在 类 乌 齐 县 呢 ？
在 拉 巴 次 仁 看 来 ，这 与 类 乌 齐 县 拥 有
着 丰 富 的 森 林 资 源 和 生 态 资 源 有 很
大关系。

拉巴次仁介绍说，西藏马鹿属于群
居动物，他们对生 存 环 境 要 求 比 较 高 ，
主 要 栖 息 于 海 拔 较 高 地 区 的 高 山 灌

木 丛 之 间。每年夏季，它们会在高山上
的丛林间活动，有时 还 会 出 现 在 森 林
的 边 缘 地 带 ，在 较 为 空 旷 的 林 地 里
觅 食 。 而 类 乌 齐 县 地 处藏东高原，这
里森林密布，同时大 部 分 的 林 区 还 保
持 着 原 始 状 态 ，因 此 这 里 成 了 很 多
野 生 动 物 的 栖 息 地 ，也 适 合 西 藏 马 鹿
的生存。

“人鹿情深”让马鹿种群得以恢复

在向秋拉姆的影响下，保护马鹿、尊重马鹿、爱护马鹿，已成
为附近牧民约定俗成的习俗和行为

沿着与格曲伴行的公路，经过 1 个
多小时的行驶，记者一行来到了长毛岭
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长毛
岭乡那登通草原。

已是深秋季节，青青牧草已经变成
了 深 黄 色 ，延 伸 至 远 处 的 高 山 草 甸 之
下。远处的山峦一改陡峭峻拔的气势，
变得舒缓起来。远远望去，平缓的山丘
上有数十个深褐色的斑点在移动。

“那就是西藏马鹿，到了 11 月就全
都到山下来了。”拉巴次仁说，要想把马
鹿唤下山来，只有保护区野保员向秋拉
姆能做到，只要她呼唤马鹿，马鹿就会来
到她的身边。

当年近六旬的藏族老阿妈向秋拉姆
出现在记者面前时，很难想象，由于高原
严寒环境的缘故，这位脸上布满深深皱
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大的老人，和西
藏马鹿结缘已经有 40多年了。

为了把马鹿吸引到草地上，向秋拉
姆手里拿了一些盐巴和元根（西藏马鹿
喜欢吃的一种类似萝卜的植物根茎），走
到了围墙围起来的一大片草地的中央，
然后面对马鹿所在的方向，发出了一连
串的“啧儿、啧儿”的呼唤声。

随着呼唤声的延续，远处山丘上的
马鹿开始向山下的草场移动，马鹿的身
影也渐渐变大，逐渐清晰起来。很快，约
有 20 多只马鹿穿过草场围墙的缺口，直
奔向秋拉姆而来。越来越近，终于可以
看清马鹿的样子：全身呈黄褐色，臀部有
鲜明的白色大斑，奔跑跳跃时，显得特别
矫健有力。

一大群马鹿来到向秋拉姆身边，吃
着她撒在地上的盐巴和元根，如同常年
生活在一起的亲人，显得非常亲切。拉
巴次仁说，马鹿群和向秋拉姆非常亲近，

“这个自然保护区之所以能建立起来，和
她有很大的关系。”

向秋拉姆和野生西藏马鹿结缘，缘
于 40 多年前她救助过的一头受伤的小
马鹿。由于向秋拉姆不会讲汉语，借助
于拉巴次仁的翻译，记者了解到了整个
故事发生的经过：

在上世纪 70 年代，家住类乌齐县长
毛岭乡谢通村、年仅 16 岁的向秋拉姆是
当地一名普通的护林员。在一次巡山过
程中，她在一堆石头中间发现了一只小
马鹿幼仔。刚开始，她以为是母马鹿外出
觅食，把小马鹿留在了这里，于是她抱着小
马鹿在原地等待，但等了一个下午，也没看
见母鹿的身影。眼看天就要黑了，她只好
把小马鹿抱回自己家中喂养。

把小马鹿带回家后，开始小马鹿很
怕人，向秋拉姆也没什么饲养经验，但她

认为，动物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自
然也会亲近你。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
样，给小马鹿喂牦牛奶，一天喂3次。晚上，
就和小马鹿同睡一张床。等小马鹿长大一
些，能够吃青草的时候，她就带着小马鹿到
山上去吃草，有时也喂一些糌粑。

经过向秋拉姆的悉心照料，小马鹿
慢慢长大了，向秋拉姆决定把小马鹿放
归回大自然。尽管小马鹿回归了山林，但
它仍然能记得向秋拉姆家的位置，还经常
下山来到她家，看望它的救命恩人，并且还
会在向秋拉姆家生活一段时间。

冬天的类乌齐天气非常寒冷，对于
野生西藏马鹿来说，这个时候是食物最
匮乏的时候。被救助的小马鹿每年一到
这个时候，就会来到向秋拉姆家，在这里
度过寒冬。同时，小马鹿还会带着其他
马鹿一起到来。时间久了，越来越多的
马鹿认识了向秋拉姆家的位置。而向秋
拉姆也开始为马鹿准备过冬的饲草，并
对受伤的马鹿进行医治。

每年藏历的 6 月~7 月，是母马鹿生
育的高峰期。在这期间，有些刚出生的小
马鹿还跟不上母鹿，或者走散，向秋拉姆就
会把这些小马鹿带回家进行照顾。这些
年，她救助的小马鹿越来越多。

上世纪 70 年代，当地政府部门在这
里建立了西藏第一处野生马鹿自然驯化
场地。

随着马鹿数量的增多，经相关部门
批准，1993年，这里成立了类乌齐长毛岭
自然保护区，向秋拉姆成了一名野保员。
1995年，野生动物保护站成立，她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

“我们不仅要对这里的森林进行巡
护，还要查看有没 有 受 伤 的 马 鹿 需 要
救 助 ，有 没 有 盗 猎 者 潜 入 保 护 区 。”向
秋 拉 姆 比 画 着 说 ，这 里 还没有出现过
盗猎行为。

记者了解到，这个保护站最初仅有
4 个人，现在增加到了 8 个人，而向秋拉
姆和她的丈夫、儿子都是保护区的工作
人员。

“保护马鹿很辛苦，但国家也会给我
们一些补贴。”向秋拉姆说。拉巴次仁告
诉记者，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西藏马鹿，
现在政府每月给予这些保护人员 1000
元的补贴。

40 多年来，向秋拉姆的生活已经和
保护马鹿分不开了。 她 说 ，这 么 多 年
来 ，虽 然 保 护 马 鹿 很 艰 辛 ，但 在 她 看
来，这是一种责任，自己也已经把马鹿
保护站当成了 自 己 的 家 ，把马鹿当成了
自己的孩子，“即使我死了，也会让儿子继
续照顾马鹿。”

在向秋拉姆的影响下，保 护 马 鹿 、
尊 重 马 鹿 、爱 护 马 鹿 ，已 成 为 附 近 的
牧 民 约 定 俗 成 的 习 俗 和 行 为 ，他 们 不
但 配 合 动 物 保 护 部 门 严 防 偷 猎 盗 猎
行 为 ，在 冬 季 草 料 匮 乏 时 ，还 会 把 自

家 储 藏 的 草 料 投 放 到 保 护 区 里 ，
使 马 鹿 能 够 安 全 过 冬 。 拉 巴 次 仁
告 诉 记 者 ，西 藏 马 鹿 数 量 能 够 快
速 增 长 ，与 当 地 民 众 自 发 的 保 护 行
为是分不开的。

管护力度加大马鹿得到更好保护

随着保护力度加大，野生马鹿得到更好的保护，目前已经
增长到 8000 余头

随着野生西藏马鹿数量的日益增
多，类乌齐自然保护区也于 2005 年 7 月
23 日正式升级为类乌齐长毛岭马鹿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也扩大到 1200 余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近 500 平方公里，
涉及类乌齐县长毛岭、卡玛多、类乌齐、
岗色共 4个乡镇。

拉巴次仁告诉记者，保护区自建立
以来，当地政府部门不断完善保护区的
管理机构，成立了类乌齐马鹿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与类乌齐县林业局合
署办公，下设保护管理科、科研宣教科、
综合办公室、公安派出所等科室，其中保
护管理科管辖长毛岭、北同、类乌齐、卡
玛多、岗色共 5 个管理站；科研宣教科主
管马鹿驯养繁殖场。

“目前来看，整个保护区的建设已初
具规模。”拉巴次仁说，自然保护区一成
立，他们便编制了《西藏类乌齐马鹿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06~2015）》。此
外，国家还投资建设完成了两期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第一期投资840万元，第二期投
资560万元，所建项目都已投入使用。”

通过前两期投资，长毛岭马鹿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不但设置了界桩、界碑、标
牌，完成了保护区管理局、标本陈列室、
管理站、野生动物救护站和动物笼舍等
基础设施建设，还修建了围墙、巡护步
道，并购置了部分科研、监测、宣教设备
以及防火设备。

在长毛岭野生动物保护站，记者看
到 施 工 队 正 在 紧 张 施 工 。 拉 巴 次 仁
说，这是保护区 正 在 建 设 的 第 三 期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 第 三 期 投 资 ，国 家 共 投
入 2900 余万元，主要是建设自然保护区
的 科 研 楼 及 相 关 的 野 生 动 物 监 测 设
施 。 第 三 期 投 资 完 成 后 ，还 将 进行第

四期项目投资。”
拉巴次仁表示，通过这些工程项

目的实施，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为
长毛岭自然保护区进行科学合理的
保护和管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野
生西藏马鹿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
繁育。

由于长毛岭自然保护区所在区域
为青藏高原亚高山森林与高山草甸过渡
地带，生态极其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将很
难恢复。为保护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
植被，为野生马鹿的生存提供一个优
良的自然环境，当地政府还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来保护森林。

“例如我们鼓励居民用烧牛粪来
取代木材取暖，能极大减少对森林木
材的依赖；我们还在全县广泛发展护
林员，目前全县护林员已经从2004年的
60余名增加到了现在的 900多名，他们
不仅在守林护林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也在当地村民中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
果。”拉巴次仁说。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长毛岭马鹿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管护取得了显著
效果。随着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观念
深入人心，不但偷猎盗猎的行为得到
了有效遏制，通过实施沼气项目，当
地群众 上 山 砍 柴 的 少 了 ，有 效 保 护
了当地的亚高山森林与高山草甸过
渡区自然生态系统。

“随着我们科研、救助和保护力
度的加大，野生马鹿可以得到更好的
保护。目前自然保 护 区 的 规模还在
不 断 增 大 ，马 鹿 的 数 量 也 在 不 断 增
加，目前已经增加到了8000余头。这里
已经成为我国拥有野生西藏马鹿最多的
县份。”拉巴次仁说。

一个人，一头鹿。人是生长
于草原之上与大自然时刻亲近的
牧民，鹿是离失走散濒临死亡的
幼鹿。当牧民和幼鹿相遇，用自
己的全部努力把幼鹿救活过来，
并当成了自己家庭的一员，由此
诞生了一个自然保护区，挽救了
一个曾濒临灭绝的珍贵物种。这
背后，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对
于很多人来说，是多么的久违，又
是多么的珍贵。

向秋拉姆个子不高，面貌黑
瘦，极其普通的一个牧民，很难想
象，她能持之以恒 40 年如一日，
保护救助生活在这里的野生西藏
马鹿。因为在最初的时候，不仅
没有任何的政府补助，自己还要
往里面搭许多财物。40 多年来，
她为保护和救助野生马鹿花费了
多少心血，没有人清楚。唯一清
楚的是，只要当她站在草场，呼唤
马鹿，马鹿就会来到她的身边，如

同自己的孩子一般。这人与野生动
物之间的信任，要经过多少时光的
磨炼，才会这样。

因为信仰藏传佛教的缘故，无
论生活在城市、农村或草原，这里的
每个人对动物都有着一种特别的爱
护情缘，他 们 不 会 去 猎 杀 野 生 动
物 。 尤 其 是 在 偏 远 的 牧 场 或 农
村，野生动物在人们眼里，不是野
味 ，不 是 可 以 换 来 钱 财 的 珍 贵 毛
皮 等 资 源 ，它 们 只 是 大 自 然 中 的
一员，和人类一样，生活在这自由
的天地中，一起维系着整个自然生
态的平衡。

在西藏很多地方，碰见藏野驴、
黑颈鹤、白唇鹿 等 野 生 动 物 的 概
率 是 很 大 的 ，这 与 这 块 土 地 上 的
人们保持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
信念是分不开的。向秋拉姆只是
他们中的普通一员，但在她身上，
我们却看到了这种信念体现出来的
巨大力量。

当人与自然和谐成为一种信念
原二军

记者手记

经 过 多
年严格保护，
生 活 在 西 藏
类 乌 齐 长 毛
岭 马 鹿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里 的 野 生
马 鹿 总 数 已
达 8000 余
头 。 图 为 被
向 秋 拉 姆 召
唤 过 来 进 食
的野生马鹿。

原二军摄

图为向秋拉姆在草场上放了一些盐巴和元根，呼唤野生马鹿前来进食。
原二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