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就走了

这场未知的长途旅行意味着
艰辛与挑战，但也不乏冒险与
刺激。

无论是母象自己，还是家族年
轻成员，甚至其中一头老象，都不
曾有过这样的远足。最初的日子
里，它们兴奋地踏进一片又一片新
鲜的林地，寻找着可能的食物，在
山林中酣睡，在水边戏耍。

母象不是一个鲁莽的领头人，
它选择先北上往普洱走，是因为20
多年前，就有一个5头象的家族迁
移过去，并留了下来，后来西双版
纳有100余头大象时常在普洱与版
纳之间往返，说明那边的生活环境
不错。

这些年，大象们的迁移明显比
以前多了，它们向北、向南、向西不
断尝试新的生活空间，和母象差不
多同期决定离开的，还有一个17头
的象群，它们选择了往南走。

迁移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
生存的压力，母象觉得，森林明显
没有小时候那样连绵不绝，越来越
多的村庄和农田出现，周围也没那
么安静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橡胶
林大片出现，后来又有了茶园，这
些地方它们都不喜欢。

好的是，差不多在30年前，人
类开始变得比以前友好，他们不再
使用猎枪射杀大象，这使它们得到
喘息的机会，种群在慢慢恢复、扩
大，那时候整个大家族只剩下170
多个成员，再下去就是濒临灭绝的
边缘，现在已经回增到300多头。

但就像人类最懂动物的导师
达尔文所说的那样，动物的繁殖一
定是过量的，而原有栖息地食物和
空间是有限的，能不能抢占足够的
地盘，获取足量的食物，决定了它
是否能存活，所以动物的生存空间
一定会扩张，去实现种群的进一步
扩大。

是出去看看再回来，还是另外
找一块栖息地生活？母象并没有
拿定主意，它对外面一无所知。如
果外面不错，也许就再也不回来
了，至少它想先离开这里。

母象的家族中，有一头小象鼻
子断了一截，它不知道，它的家族
因此被人类称为“断鼻”家族。

与人交往

“断鼻”家族熟悉的身影最后

出现在西双版纳州大渡岗乡片区
监测员彭金福的视野中，是2020
年3月它们缓缓地走向普洱市太阳
河森林公园。西双版纳、普洱和临
沧都有野生亚洲象分布，它们走向
普洱，彭金福并不奇怪。

2020年10月，当象群到达普
洱中部的景谷县时，西双版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
贤明有些紧张了，他意识到这个象
群已经创造了纪录，从前只有独象
到达到这么北的地方。

彭金福和大象是老朋友了，母
象知道人类一直在观察和记录它
们，这些人经常单独或三三两两地
出现在几百米开外的地方，最近几
年还经常放飞一个奇怪的家伙，从
空中看它们。最初，母象和家族成
员，尤其是脾气暴躁的年轻公象，
对令它们感到不安的东西很反感，
甚至曾用鼻子卷起树枝往空中抛，
试图把它打下来。有一次，它和象
群还追过正在返回的无人机，把正
在对着屏幕琢磨它们的郭贤明和
同事吓得夺路而逃。

这些人是好意，他们只是想
对它们增进了解，大象很聪明，它
们知道什么人有威胁，什么人没
有。它们还知道这些人救过不少
受伤的同类，它们最喜欢去泡硝
塘浴的野象谷有一个专门救助大
象的地方，曾经有个家族就把它
们患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留在了
村庄，人类发现之后就急忙把它
救走了。后来小象真的起死回
生，现在身体健康。

虽然它们早已形成了在森林
里休息，到山下玉米地和香蕉林觅
食的习惯，但村民们最多用火、鞭
炮或者敲锣打鼓把它们吓走，经历
过几次之后，大象们早就不怕了。

人类对它们不再有生命威
胁，这也是母象敢于出走的重要原
因，它估计未知世界里的人类，应
该也是一样友好。事实也是如此，
一路走来，人类从未有一丝一毫伤
害它们的意思，他们只是远远地观
望，或者用那个奇怪的东西跟着自
己，所以，“断鼻”一家也从未主动
伤害过一个生命，一个人或是一只
猫、一条狗，只是无意中撞上过一
个醉酒的人，酿成一次不幸。

其实它们也不想伤害人类，
但有时候追赶或伤害人类，也不
是它们自己能控制的，毕竟它们
是野兽，天生的野性使它们不能
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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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出走时，母象正带着家族在西双版纳勐养保护区的山下大嚼香甜的嫩玉米，这个念
头萌生很久了，它看看身边无忧无虑用餐的家人，它们使它既感到温暖，又不由得生出几分忧
虑——— 这片热带雨林里的大象越来越多，森林和周边的环境也越来越让它感到不适，想让家
族更好地生活、繁衍，它们必须走。

2020年3月15日，母象带着16名家族成员，缓缓迈开了步子，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西双
版纳，向北走去。

带象群回家

5月28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
境内拍摄的象群（无人机照片）。

6月
20日，象
群出现在
玉溪峨山
县迭所村
的一座山
脊上。

5月
26日，象
群 在 峨
山 县 农
田 里 觅
食。

寻芳草地

普洱的食物和生活环境没有家
乡西双版纳好，母象和家庭成员们
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老家西
双版纳，栖息地的质量要好得多，热
带季雨林、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
主的植被丰茂，林地里它们能选用
的粽叶竹、野芭蕉等自然食物有200
多种，而普洱林地以思茅松为主，能
吃的食物只有40多种。相对于象每
天240公斤食物的饭量，想吃饱是一
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越往北，状况越差。但是母象
并没有想着马上回转，事实上，它们
早就习惯了下山吃老百姓地里农作
物的饮食方式，所以这并没有太困扰
它们，最多是每天早点下山找吃的。

有人说它们可能是迷路了，才
走了这么远。其实动物和人一样，
逐水草而居，吃几乎是它们行走的
唯一目的，在西双版纳食物相对不
那么丰富的旱季，大象们每天要走
很远的路，可能要花上21个小时才
能吃饱。从事野生动物研究的上海
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何鑫就比较能
理解，他说，头象应该没迷路，迷路
不可能迷到没有吃的地方去，它一
定是有自己的想法。但它不知道前
面有什么。

从密切监控开始，云南西双版
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
工程师沈庆仲基本上就盯在前线
指挥部里，象群每一个重要的转向
节点，他都在场。他说，可以很明
显地感受到大象对方向的选择。

“这群象很固执，它想选择的路线，
人很难阻拦它们。”人工投喂只能
将它们引向一条相对好走的或人
烟更少的路，帮它们安静地通过。

6月3日前后，象群发生过一次
最关键的方向转移，在昆明市晋宁
区双河乡活动了数天之后，它们终
于不再向北，而是转向西南。沈庆
仲每天都要研判象群行进前方和周
边的线路，提前做好准备，给周边村
庄预警。他观察到，6月3日那天，大
象从所在的山上下来有两条路可
走，一条继续向北，一条向西。象群
非常明确，它们没有犹豫，径直就往
西走，遇到一些没有来得及撤走的
车辆，只能退回。之后，天空下起冷
雨，象群躲完雨后，仍然继续向西。
沈庆仲迅速打电话给指挥部，让车
辆赶紧撤离。象群就从撤空的公路
上穿过，一直向西去了。

下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