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象驮着科考队员在湿地中穿行

、， ．

I为
了考察动植物情况，我们于10月

28日前往距加德满都约100千米

的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这是尼

泊尔著名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只有

150米左右。

途中，我们看到大片的龙脑香原始森林。

龙脑香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我国云南西双

版纳和西藏墨脱都有生长，但面积如此巨大、

生长如此茂密的龙脑香森林却十分少见。龙脑

香是L种十分高大的乔木，分15属580种，

主要分布在非洲和贬洲的热带、亚热带地区，

仅中国就生长有5属12种。龙脑香是热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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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的重要树种，对土壤要求不高，是一种材

质十分坚硬、耐腐抗蚀的优质树木，其比重很

大，置入水中如石头一般沉到底。龙脑香做的

家具不变形，能长期使用并不易被损毁。其树

干生产的古芸香脂可用于制漆。除用于家具

外，还是船舶、桥梁和宫殿建筑的上等建材。

奇特旺国家公园还有大面积的准热带丛林

和湿地。由于尼泊尔人口相对比较密集，历史

上曾对林地、丛林、湿地进行过大规模的垦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成立之后，为了

让保护区内的各种动物尤其是老虎、犀牛和大

象等大型野生动物能够自由活动和迁徙，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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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面制定了保护措施，保留和重建了各林地

之间的森林“走廊”，在人类活动区和野生动

植物保护区之间还设置了缓冲区。仅在奇特旺

国家公园，缓冲区面积就达750平方千米，区

内有3条河流、40个湖泊。

奇特旺国家公园有7种类型的森林和6种

类型的草场，公园内的湿地在世界上也享有盛

誉，是世界湿地公约组织发起地之一。

在缓冲区内目前还居住有一些农户。居民

们积极参与保护区的各项事务，利用政府提供

的土地从事农、牧、林业生产。政府将旅游收

入的30％返还给保护区以增加区内基础设施的

投入。居民们采取联防的形式，一旦发现保护

动物受到意外攻击或干扰，就会进行干预或向

有关部门报告。由于这些都是和一定的经济利

益挂钩的，因此居民们的积极性很高。令我们

惊讶的是，不论是在居民住宅、道路两侧或森

林农地，都未见有明显的“白色污染”。据同行

科考队员在雨林中考察犀牛

的人说，在尼泊尔，人们很少使用塑料包装袋，

而且没有乱扔垃圾的坏习惯，即使是穷人也很

少乱扔垃圾和随地吐痰。

在奇特旺国家公园里生活着56种哺乳动

物、49种两柄爬行动物、120种鱼类、526种

鸟类。目前保护区内有100多只孟加拉虎，300

多只尼泊尔独角犀牛，另外还生活着一定数量

的马来熊、梅花鹿和豹等中小型动物。我们将

骑着大象进入公园的核心区纳拉亚尼，近距离

地考察保护区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这让我们兴

奋不已。

在出发前，我们看到赶象工将加工好的精

饲料包成直径约20厘米的球形食团，喂给大

象吃，每头大象可以分到3～5个食团。喂食

之后，赶象工在大象背上架设背架，把大象牵

到一个木制的高平台旁，让我们四人一组地依

次从木梯爬到平台，上到大象的背架上，然后

背靠背地骑坐在背架上．赶象员则骑在背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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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别筮型

植物茂盛的奇特旺国家公园

方的大象脖颈处。

大象对自己所要完成的任务和行进路线十

分熟悉，在我们坐好后，还没等赶象工发出命

令，它们就温驯地迈着稳健的四方步，载着我

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出发了。

我们穿过一条森林“走廊”进入核心区。

小路两旁生长着高大蔽日的雨林乔木，其中不

少是珍贵的龙脑香树。林间还生长着茂密的小

乔木和灌木。树干上青藤缠绕，长着许多寄生

和附生植物，在一些树枝上还有鸟窝和蜂巢。

小道上也长满荆棘。好在大象身高体大，再加

上长而有劲的象鼻、粗壮的象腿，那些横陈挡

道的树木枝干被它们风卷残云般地踩在脚下，

或用鼻子卷起来甩到两旁的树林中。

我们骑着大象越过森林“走廊”带后，前

面出现一条宽约30米、深约1．5米的河流。

大象泰然自若地踏水而过，坐在象背上的我们

感到既平稳又舒适。

过了河，便是一片深可没屋的湿地芦苇。

这些草本植物显然是大象喜爱的食物，它们一

边信马由缰地朝湿地深处走去，一边用长长的

象鼻卷起鲜嫩的茅草喂入自己的口中。赶象工

不时地发出吆喝声，还用手中的赶象棍象征性

地戳打大象的头部。大象似乎总能明白主人的

意图。虽然边走边吃，但步幅跨度很大，倒不

会太耽误我们的行程。不过，原本是鱼贯而行

的象群，现在大象们为了寻找新鲜的嫩草各自

夯出一条新路。转眼间，相邻的“象友”就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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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在高深的芦苇丛里，只能偶尔听见他们对原

始生态丛林环境发出的由衷的赞叹声和大象卷

食茅草发出的撕裂声。

大约40分钟后，湿地尽头兀然出现了一片

原始森林，就像一座山脉横亘在我们的前方。

我猜想，在很多年前，我们先前经过的芦苇丛

应该是原始森林的一部分，或者是经历了森林

大火，或者是被人为地垦殖，要不怎么会呈现

出如此泾渭分明、对比强烈的两种植被景观呢?

快要进入森林的时候，除了我们的“象

友”像约好似的几乎同时汇聚在森林、草地

的交汇处，别的一些象队(多是一些欧美游

客)也魔术般地从茅草丛中钻了出来。赶象

工发出不要高声说话的警示手势，然后就驱

赶着象群钻进了几乎密不见天日的准热带原

始森林⋯⋯

尽管奇特旺国家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27

度左右，比北回归线要高三个半纬度，但由于

喜马拉雅山脉的屏障作用，这里聚集了丰富的

热量和雨水，使尼泊尔南部的森林湿地显现出

近似于热带的气候和植被景观特点。

进入原始森林后，我们便拼命地睁大眼睛，

生怕错过了看到老虎、大象和犀牛等森林主宰

者踪影的机会。不久，在我们的右前方就出现

了几头梅花鹿。它们动也不动地站在次生小乔

木中间，我们赶忙举起照相机和摄像机拍个不

停。等拍摄完后，梅花鹿钻进树林不见了，而

我们则骑着大象向更浓更密的森林深处走去。

原始森林看似密不透风，其实也有呈斑点

状分布的空地，这就是所谓的“林窗”。在这

些面积只有几平方米到几百平方米的“林窗”

空地中，生长着很深的杂草，其间还散布着一

些小水塘，太阳光直接穿过“林窗”射向林中

的草地和水塘。这样的生态环境正是野生犀牛

和大象的出没之地。因为在这里不仅有美味的

草食，还有可供它们洗浴和饮用的水塘。经验

丰富的赶象工将大象赶到这些“林窗”附近，

让我们见到了心仪已久的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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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犀牛属独角犀牛，是目前南亚独有

的一种珍稀独角犀。犀牛比大象略小一些，属

于食草性动物。犀牛的皮十分厚，一般步枪子

弹也难射穿它，据说古时人们用犀牛皮制作战

士穿的铠甲。在近现代，犀牛数量急剧下降，

主要原因是犀牛角是一种十分珍贵的药材。按

中医药理论，犀牛角磨成的粉是天然镇静药

物，对小儿惊风一类的疾病有药到病除的功

效。尼泊尔目前尚存300余头独角犀牛，主要

生活在奇特旺湿地、尼泊尔两部的巴尔迪亚皇

家植物保护区和卡普达德国家公园的丛林中。

为了保证犀牛种群的优生优育，尼泊尔政府出

资将种群较多的奇特旺国家公园中的犀牛捕运

到西部保护区，以便进行天然远亲杂交。

森林里还栖息着野生大象。虽说这些大象

时常出没于附近的村庄，损毁庄稼，但从不进

入人类生活区滋事捣乱。大象和犀牛一样，拥

有厚厚的皮，即便是老虎也无从下口伤害它

们，因此大约只有这两种草食性动物能够与老

虎、狮子和猎豹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在奇特旺国家公同的森林里还生活着大约

100只孟加拉虎。这些老虎分若干个种群，种群

多以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为．擀元，也就是说，
雌、雄虎配对后和生出的幼虎生活在一起，成为

—个基本群落。每个虎群都有自己一定的势力范

围，势力范围的界定以虎尿的气味作为标记，要

是—个虎群不小心越过界限侵犯了别的虎群的势

力范围，就有可能引起虎群之间的争斗。

有大象这种庞然大物作我们的骑行工具，

老虎是奈何不了我们的。我们急切地想与孟加

拉虎“见面”。这时，突然有人看见离我们约

十米远的草丛中横卧着一团金毛斑斓的动物。

那不正是一只老虎吗?可是，如果是老虎，它

怎么会在看到人后仍然毫无动静呢?莫非是一

只受伤的老虎?当我们骑着大象走近时，才发

现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原来，这是一

只已经死去的小孟加拉虎!

两个尼泊尔赶象人跳下象背，将死去的小

老虎装入麻袋，然后放到象背上。

这是一只约两岁的幼虎，从还有余温的身

体可以知道，它的死亡时间就在一两个小时之

前。大概是因为不谙世事，不小心误入别的虎

族领地而被同类咬杀。我们不禁四下张望：那

犯下弥天大罪的老虎会不会就在附近正虎视眈

眈地看着我们呢?

现在，无论是老虎、大象还是犀牛，它们

的种群数量都十分稀少，而国际旅游业的兴起

无疑会给它们的生存带来更大的压力。

刚刚被同类咬杀的小孟加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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