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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拍摄的麦哲伦企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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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熊跨州求偶成网红

美国

美国一头名为“布鲁诺”的黑熊近来

因为跨州“旅行”出了名。 它 6 月从威斯

康星州出发，先后到过伊利诺伊州、艾奥

瓦州和密苏里州，行程超过 600 公里，成

为新网红。野生动物专家说，它长途跋涉

是为了求偶。

“布鲁诺”的名字据信取自已故动物

演员黑熊“布鲁诺”，后者曾在美国多部

影视作品中出镜。 《今日美国报》4 日报

道，“布鲁诺”6 月 10 日从威斯康星州来

到伊利诺伊州，之后到达艾奥瓦州，6 月

18 日又返回伊利诺伊州，近日则多次被

目击出现在密苏里州。

它在伊利诺伊州亨德森县活动时，

一度吸引超过 300 人在不远处围观，还

有人跟随甚至骚扰它。 伊利诺伊州相关

部门为此发布声明说，“需确保人和动物

的安全”，如果有人再次做出可能危及动

物和公众安全的不当行为， 违规者将面

临罚单甚至拘捕。

伊利诺伊州自然资源局与地方部门

合作， 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等， 帮助

“布鲁诺” 穿越一些繁忙道路和州际公

路，以保证驾车人和熊的安全。州自然资

源局一名野生动植物学家说，“布鲁诺”

此次跨州之旅是为了求偶， 建议公众发

现它后至少保持 90 米距离。

美国网友 6 月 19 日为这头黑熊开

设名为“保证布鲁诺安全”的脸书群组，

追踪它的行程， 迄今已吸引超过 4.6 万

名成员加入。

“布鲁诺”目前仍未停下脚步。 伊利

诺伊州自然资源局与相关部门合作，利

用目击者报告的信息追踪它的行踪。

乔颖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企鹅逛博物馆看恐龙

美国

美国芝加哥谢德水族馆的一对麦哲

伦企鹅到一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串门，抬

头仰望恐龙化石。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2 日报道 ，

“伊齐”和“达尔文”这对企鹅 8 日到“邻

居”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在空荡

荡的展厅里拜访一些祖上远亲，包括 12

米长、近 4 米高的霸王龙化石。

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发言人于里

克说：“鸟类是兽脚亚目恐龙的后代，看

到这两个物种站在彼此旁边太疯狂了。”

谢德水族馆在推特配图发消息称， 这是

“酝酿了 6600 万年的一次家族团聚”。

谢德水族馆自 3 月中旬受新冠疫情

影响闭馆， 馆中饲养的企鹅却因此开启

串门之旅。 它们在水族馆内拜访邻居白

鲸、水獭的照片走红网络。随着谢德水族

馆和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重新开放的

日期临近，谢德水族馆主动询问，能否安

排企鹅参观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 于

里克说：“能接待它们让我们太兴奋了。”

她说，“伊齐”和“达尔文”在空荡荡

的博物馆四处探索时很兴奋。 她说：“新

到一个地方时，企鹅表现最积极。它们到

处溜达，非常可爱。 ”

袁原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36只濒危绿海龟被拯救

印尼

印度尼西亚警方 12 日说，7 人试图

走私 36 只濒危绿海龟，遭警方逮捕。

巴厘省警方在塞朗甘岛附近海域逮

捕 7人，截获 36只绿海龟。塞朗甘岛是巴

厘岛东南方向一座小岛，因海龟而闻名。

巴厘省水上和空中警察部门主管托

尼·埃芬迪说：“他们正要把绿海龟交给

塞朗甘岛上某个人。 ”

警方把缴获的绿海龟送往当地自然

保护中心， 作为调查并起诉走私嫌疑人

的证据，那之后将把它们放归自然。

绿海龟是世界上最大的龟之一。 一

只绿海龟体长大约 80 厘米至 150 厘米，

体重可以重大约 130公斤。全球 7种海龟

中，6种在印尼出没， 部分原因是印尼位

于那些海龟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迁徙路

线上。 一些偷盗者盗猎绿海龟，把它们制

成标本或装饰物，导致绿海龟数量减少。

刘秀玲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宠物，疫情中支撑着人类的“英雄”

宠物也许是疫情期间人们居家隔

离时的 “无名英雄”。 据最新研究显

示， 宠物的陪伴可以提高人们居家办

公的工作效率和幸福感， 而且在 “缓

解焦虑、 恐惧等方面， 它们确实在支

撑着人类世界”。

来自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精

神病学教授桑德拉·巴克近日对美国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表

示， 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时， 有宠物的

陪伴是件好事。

“当然这也取决于宠物的性格和

你对它的个人感觉。” 巴克说， “比

如你正在处理一些紧张的事务， 这时

躺在你腿上的猫轻轻地发出咕噜咕噜

的声音， 也许会使你冷静下来； 但也

有另外一种情况， 比如你正聚精会神

地打字， 突然猫咪跳到键盘上， 那就

非常悲剧了。”

美国班菲尔德宠物医院最近一

项调查也显示 ， 与宠物一起工作 ，

在疫情期间能营造出一种幸福感。宠

物创造了一种减压的环境，能让人感

到更加积极。甚至有 20%的受访者表

示 ， 与同事相比 ， 他们更喜欢与宠物

一起工作。

另有一些研究表明， 宠物可以帮助

主人保持身心健康。 尤其是宠物狗， 它

们能让人保持规律的作息和良好的心

情。 对于在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人们来

说， 身心健康显得格外重要。

华盛顿州立大学 6 月发布的调查报

告显示， 在 4105 位受访者中， 绝大多

数人认为宠物狗在帮助他们减轻沮丧、

焦虑和孤独感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这是关于希望的课题。” 华盛顿

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执行副院长爱德曼

说， “我现在每周 7 天、 每天 24 小时

和宠物待在一起， 我必须要照顾好它。

它是我每天早起的原因， 也是我孤独时

候的玩伴。” 爱德曼补充道： “你可能会

和伴侣生气一两天 ， 因为他们一直记

仇， 而你也可能和狗置气， 但它们一转

身就忘了。”

“就焦虑 、 恐惧和社会联系感而

言， 宠物确实在支撑着人类世界。” 科

罗拉多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詹妮弗·柯

林-麦库洛奇表示。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

近 70%的受访者认为 ， 宠物的确减轻

了他们的孤独感 ， 一半以上的受访者

说， 宠物缓解了焦虑和紧张情绪， 并在

隔离期间提示了生活的意义。 70%的受

访者在疫情期间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狗在

一起， 而 42.5%的人会更频繁地遛狗。

巴克表示， 养狗的人通常是那些每

天步数多、 运动多的人， 这有益健康，

也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另据美国心脏

协会的研究显示， 养狗的人通常心血管

状态更好， 尤其对于心脏病患者和中风

患者来说， 养狗可以延长寿命。 因此巴

克建议， 在家办公的人们可以把以前去

茶水间喝杯咖啡的时间， 用来遛遛狗或

者逗逗猫。

其实自疫情全球蔓延以来，越来越多

的家庭想要养只宠物，一些国家的上班族

也在为居家办公常态化作长远打算。

据英国 《电讯报》 报道， 现在有近

一半的英国家庭饲养了宠物。 养狗爱好

者俱乐部的饲养员称， 近期想要养只宠

物狗的电话咨询量猛增 180%。

在英国， 由于许多房东不允许饲养

宠物， 越来越多想养宠物的租客正在寻

找欢迎宠物的新房源。 据英国租房应用

“移动泡泡” 7 月 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从 3 月 24 日英国颁布封锁措施以来 ，

大约 70 万名房客一直在寻找新房源。

搜 索 宠 物 房 的 租 客 人 数 增 长 了

140%。 其中 ， 带花园 、 可供宠物乱

跑的房子很受欢迎 ， 搜索量增长近

200%。

由于允许养宠物的房源并不好

找， 今年年初， 英国住房、 社区与地

方政府事务大臣罗伯特·詹里克曾呼

吁房东们放宽出租条件。 数据显示，

政府的呼吁如今起到了一定效果 ，

“移动泡泡” 上欢迎宠物的房源比去

年多了 38%。

除了宠物的 “安家” 问题， 主人

们对宠物的食物和保健也颇为担心。

“人们就像关心自己的需求一样关心

宠物的日常需求，” 帕罗阿尔托大学

心理学教授温迪·帕克曼说， “就像

人类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最关心

的是如何囤积足够的食品、 药物和洗

手液那样。”

此外， 专业人士还指出， 随着解

禁政策的实施， 越来越多上班族必须

返工， 一些宠物可能会患上 “分离焦

虑症”。 温迪·帕克曼建议， 主人们应

该先尝试着短暂离家， 让宠物们提早

适应， 然后再开始正常的上班生活。

徜徉在京都的古旧书市日本各地都有旧书店， 这也让我好
生喜欢， 东京和京都尤甚。 虽然到了今
天， 纸质书的市场因电子书的兴起而渐
趋萎缩 ， 纸质书的阅读者似乎也在减
少 ， 但纸质书仍然具有无法替代的魅
力 。 20 世纪初 ， 日本诞生了旧书业 ，

在 1960-1980 年代达到了兴盛期， 如
今虽稍显衰色， 可依然拥有大量的爱好
者 ， 大一些的城市 （我所知晓的有东
京、 京都、 大阪和神户等）， 每年都有
定期或不定期的旧书市， 我在神户时，

曾去逛过两次， 收获甚丰。

对于京都爱书者而言， 每年有春夏
秋三次盛会， 被称为 “京都古书祭” 三
次大型旧书市。 春季的一次在京都劝业
馆内， 日期在五月上旬， 其最大的好处
就是在室内， 无风雨之虞。 我在神户参
加的两次也都是在室内， 但京都的空间
更大， 汇聚的旧书也更多。 可那一次或
许是信息不畅， 或者是我正忙于其他事
情， 竟然错失良机， 事后知晓， 为此懊
恼良久。

第二次是夏季， 举办地就在距京都
大学不远的下鸭神社内的纠森林区， 我
前后去了两次， 第一天开张的时候就急
着赶去了， 在入口处看到竖着一块标示
牌， 上面写着： “第 28 回下鸭纳凉 纠
森 古本祭 主办者京都古书研究会 ”，

时间是上午 10 点到下午 5 点半， 最后
一天下午 4 点关闭。

这真是一个让人欣喜的场景。 茂密
的树荫间， 在原是神社一条大道 （沙土
路 ） 的两边 ， 排满了各家旧书店的摊
位， 很多还支起了白色的帐篷。 爱书者
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 大家穿着夏日的
休闲衣服， 脸上都洋溢着欣悦的神情，

仿佛是来参加某一场盛会。 不是仿佛，

就是旧书的盛会。

来逛书市的人，多为 50-70 岁的男
性 （中年人大概要上班， 只能在周末来
了），背着松松的双肩包（过一会儿大概
就会满了）， 遮阳帽下露出了斑白的头

发； 也有不少 30-50 岁左右的女性，多
是妈妈，有的挎着好看的白色帆布包，有
的还带着孩子；还有几位美丽的少女，戴
着素雅的遮阳帽，清泠悦耳的语声，给书
市平添了几分青春的气息。

大约有来自京都本地以及大阪、 神
户、 奈良、 冈山等地的 50 多家旧书店
参加了夏季的书市， 读者的选择余地很
大。 这些旧书店是有个性的， 比如偏重
社会科学的， 政治经济书籍居多； 偏向
人文的， 历史哲学书不少。 有些荟萃了
电影音乐的， 有的偏美术和古董， 有的
则以老地图见长 ， 更多的则是通俗读
物， 文学作品最为普遍。

人们可以全凭自己的兴趣， 随意翻
阅， 随意浏览， 买一大堆也可以， 一本
不买也可以。 有些人一来， 就在各个摊
位间四处搜寻， 以期获得自己心仪的图
书； 有些人则在某个摊位前伫立良久，

埋首阅读， 这情景， 实在是让我感到欢

喜， 有点像稍后几天我去逛五条通那里
的陶瓷集市。 我想， 一个城市有了这样
约定俗成的文化集市， 这座城市养育的
人们其文化生活也会变得相当滋润， 文
化品位也会渐渐提升， 从而带来整个城
市的良性互动。

书市还提供了简单而暖心的服务，

在大道的中央， 零星设置几个宽宽的长
凳， 上面铺着绛红色的布，供人憩息，犹
如茶屋外面的风景。书买多了，带在身边
若觉得太沉，可免费寄放在一个地方。怕
带回去不便， 可以托工作人员寄到目的
地，只要是日本国内，无论远近，一包或
一箱均为 700 日元。书市还有简单的午
饭供应， 好像一份 400 日元。

我在那里恰好遇见一位熟人， 于是
就买来了饭食一起坐在红布凳上用餐，

吃完饭再各自淘书。 我在书市里差不多
盘桓了一天， 购买了 30 多本书， 由于
无法带回， 就请他们帮我寄到京大人文

所， 日后我总是要寄回上海的。

闭市的那天下午， 我又坐了叡山电
铁到终点站出町柳， 再去看一下书市，

或许闭市的下午能淘到更便宜的书。 和
第一天一样， 这里依然人头攒动， 淘书
人的热情丝毫不减。 那天下午天空不时
落下一阵阵雨点， 大家就在白色雨帐下
躲避一下， 雨点过后， 继续翻寻。

临近 4 点时 ， 有些店家已开始拆
除雨帐、 收书装箱了， 不过旧书价格好
像没跌。 日本人卖东西， 一般不还价。

他们一开始定出的价格， 就是良心价，

这让人觉得很放心。 那天我又买了 14

本书。 所购书的价格， 贵的大约 3000

多日元， 便宜的 300 日元左右 ， 平均
在 1000 日元左右。 当然廉价的小说 ，

100 日元即可入手 ， 不过这已不在我
的选择范围内了。 两次购书， 总共花费
了将近 5 万日元。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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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熊布鲁诺。 （资料图片）

7 月 6 日， 佩戴防护用品的游客在新加坡动物园内给长颈鹿喂食。 新华社发

“募捐+直播”，动物园疫情中“绝处求生”
因为新冠疫情的暴发， 那些平常

习惯被人群包围的动物明星们突然间

失去了 “团宠”， 心态会崩吗？ 出于

防疫要求， 全球许多动物园不得不闭

园谢客因而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

他们将如何渡过难关？

与此同时， 随着一些国家疫情出

现缓和， 动物园也在陆续重开之中，

它们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动物们也会感到孤独

近日，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

道的一则趣味新闻引起读者关注， 日

本东京墨田水族馆的饲养员在线呼吁

游客与水族馆里的花园鳗鱼视频聊

天，原因是该水族馆发现，自 3 月 1 日

关闭以来，由于长久见不到游客，平常

习惯与人类互动的花园鳗鱼变得越来

越“自闭”，连对饲养员都不亲近了，只

要听见人声，立马潜入沙中。

墨田水族馆很担心这群 “敏感宝

宝” 的心理健康， 认为他们正在 “忘

记人类”， 只能在线呼吁网友在家中

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露露面， 告诉鳗

鱼们人类很友好， 依旧记挂着它们。

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但类似

的例子其实还不少。 报道称， 法国的

一家动物园在关闭 6 个月后 ， 长颈

鹿 、 犀牛等诸位动物明星心态崩

了———以前他们对游客的热情 “爱答

不理”， 现在反而偷偷地跑到饲养员

身边偷听人类在说些什么。

“动物会感到孤独！” 埃及中央

动物园管理处负责人穆罕默德·拉加

伊说，“在疫情期间， 我们制作了防止

动物抑郁的计划， 努力使它们保持良

好的心情。 ”据拉加伊介绍，该计划首

先着眼于良好的营养， 为动物提供最

喜欢的食物，保证它们的身体健康；其

次再提供必要的医疗保健， 保持居所

清洁，增强动物免疫力。 此外，对那些

特别容易患抑郁症的动物， 还要经常

陪它们玩耍， 比如陪黑猩猩玩球或者

荡秋千， 让他们 “感到快乐”。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动物行为学

研究人员保罗·罗斯对 《卫报 》表示 ，

一些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确实会

感到“孤独”，因为它们长期以来在通

过与游客互动中获得了丰富的信息，

这个过程有利于提高动物的生活质

量，“没有游客，就缺乏刺激”。 一些喜

欢 “社交 ”的动物会去寻找人类 ，“特

殊时期，饲养员应给予更多陪伴。 ”罗

斯说。

动物园生存状况愈发艰难

“但是饲养员是有限的 ，甚至越

来越少 。 ”加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首

席开发官史蒂文·罗斯称 ，疫情期间

该动物园不得不让 60%的员工在家

待业 ， “由于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 ，

卡尔加里动物园尽量缩小了运营规

模 ，而这带来的将是 2700 万美元的

损失 。 ”

位于距离巴黎西南 190 公里处的

波瓦尔动物园的总监埃里克·鲁伊沃

也称， 自己所在的动物园每个月要损

失 1500 万欧元。 鲁伊沃表示， 在这

个占地 45 公顷的园区中， 饲养着 3.5

万只动物， 由于完全丧失了来自游客

的收入， 动物园不得不让大多数饲养

员休假 ， 只留很少一部分人照顾动

物 。 “每只动物都要吃饭 ， 开销很

大， 饲养员的压力也很大， 这简直是

噩梦。” 鲁伊沃说。

重压之下， 一些动物园甚至走向

极端 。 英国 《每日邮报 》 近日报道

称， 该国德文郡一家动物园迫于经济

压力不得不宣布永久关闭， 未来若动

物没有好去处， 则会将它们安乐死。

报道称， 目前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正在

积极与其他动物园沟通， 希望能有人

接收这些动物， 另外少数动物经兽医

检查后， 可在野外放生。

但该园也坦言， 园中大部分动物

不能放生， 因为它们是在海边出生， 栖

息地不在当地， 如果不经过长期培训，

无法适应野外生活。 另一方面， 其他动

物园也不景气 ， 不一定有能力接收 。

“如果实在找不到去处的话， 我们将不

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 将这些动物都安

乐死， 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 园方

表示。

为了应对资金短缺问题，各个动物

园都在绞尽脑汁找生财之路，最直接的

方式是发动线上捐款 。 美国史密森尼

国家动物园就在疫情期间设立“应急基

金项目 ”， 在线邀请慈善人士捐款 ，并

在官网上登出捐款超过 250 美元的人

员姓名。 从其官网可以看到，这次募捐

的收获还不少 。 正如该动物园所言 ：

“每一笔善款都将让动物平安地度过非

常时期。 ”

直播节目缓解人与动
物“相思”之情

除了解决生存问题， 很多动物园在

疫情期间还重新思考了发展方向。 在加

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看来， 在疫情的特

殊时刻，人和动物更加互相需要。

为此， 卡尔加里动物园每天录制一

种动物的视频，并将视频发布到脸书等社

交媒体上，向全世界的关注者普及这种动

物的基本信息、生活动态和保护知识。

在泰国， 当地动物园采用了一种更

加潮流的方式———网络直播， 来缓解人

与动物的“相思”之情。据当地媒体报道，

位于泰国春武里府的绿山动物园制作了

一个名为“动物园到你家”的直播节目。

据园长阿塔彭介绍， 该园有 300 多个物

种，8000 多只动物，从 4 月初开始，园方

每天会挑一种动物进行直播。 如果是个

性温和的小动物， 直播人员还会和动物

进行互动，让节目充满乐趣。 据报道，该

动物直播节目收到了很好的反馈效果，

每天有近万人收看。 有些“铁粉”即使错

过直播，也会事后看重播补回来。

日本东京的上野动物园虽然没有采

取固定直播的形式，却在大熊猫“香香”3

周岁的时候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线上

庆生会。庆生会上，园方播放了记录香香

成长过程的视频，以及近期的生活情景，

同时还在 6 月 12 日生日当天发布了香

香的周边公仔和纪念 T 恤。

随着社会活动逐步解封， 新加坡动

物园近日重新开放， 但是重开也给动物

园带来不小挑战。 《人类世界》近日的一

篇报道认为， 隔离和偶尔直播某种程度

上已经让动物习惯了相对安静的生活

状态，尽管这也是动物花了一段时间、

甚至要经受“自闭”后才适应的，如今

又要回到原先的喧哗中去， 对动物来

说，又将是一次考验。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动物行为学研

究人员保罗·罗斯认为， 动物对外界

的感知有一定的弹性， 并且会每天逐

渐意识到生活节奏的变化。 在罗斯看

来， 对动物园来说， 逐步放开或许是

一个不错的选项， 既能在疫情期间控

制参观人数， 更重要的是， 这也是一

个让动物再适应的过程。

目前很多动物园也是这么做的，

提前预约、 保持 “社交距离”、 佩戴

口罩 、 限制人数……动物园也在小

心翼翼地调节着疫情之后人与动物

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