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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表

演场的后台是禁止游客擅自
闯入的，因为动物对陌生人
非常敏感，很可能因此会引
发情绪失控，对陌生人造成
人身危险。

“吱呀”，随着一声清脆
的开锁声，工作人员为记者打
开了猛兽笼舍区大门。一股浓
烈的猛兽腥味扑面而来，记者
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几步之遥
处，一道凶狠的寒光穿过铁笼
栅栏，直逼而来。记者定睛一
看，一只约 1．5米长、1米高
的成年东北虎正警惕地站了
起来，用凌厉的眼神监视着记
者的一举一动，并发出了令人
不安的低吼声。

老虎的旁边，一只刚才还
在睡觉的黑熊也被记者的脚
步声惊醒，发出了凄厉的怪

叫。更远方的野猪、猴子也发
出了不友好的声音。正当记
者感觉到呼吸都有点困难的
时候，整个房间突然安静了
下来。所有野兽的目光从记
者的身上移向了别处，那只
不友善的东北虎，瞬间变得

温驯起来。
顺着野兽的目光，记者看

到一群身着统一白色服装、20
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虽然没
有经过介绍，但通过刚才对野

兽的那股震慑力，记者已猜到
他们就是今天要采访的驯兽

师们。
“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的

宝贝们吧！”驯兽师孙晓华伸
手抚摸刚才那只东北虎：“它
叫‘欢欢’，都说‘大块头有
大智慧’，它能钻火圈、爬楼
梯呢，可厉害了！”

孙晓华用手拍拍“欢欢”
的头，“欢欢”则用舌头舔他
的手，俨然就像一只温驯的大
猫。看到他和动物们和谐相
处，记者的恐惧感也减轻了不
少，也打算尝试着用这种方式
和它们打招呼，但“大猫”们

似乎不肯买账，仍使出了警惕
的眼神，让记者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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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兽师孙晓华成为驯兽

师已经有8个年头。刚刚接触
猛兽的时候，他也和普通人一
样，心里有种无法克服的恐惧

感。驯兽老师告诉他，驯兽不
是靠武力征服，食物和感情是

两个重要的手段。在一个表演
动作成功地完成后，奖励食物
能极大地提高动物表演的积极
性；同样，感情培养也是非常重
要的，不能无故打动物，要将它
们作为一个生命来尊重。
“无论是凶猛的老虎，还

是温驯的绵羊，它们刚生下
来、或者刚抱进园里来的时
候，都会感到不适应。它们就
像刚来到新环境的小朋友一
样，心情很郁闷，晚上会睡不
着觉。”孙晓华谈起自己的驯
兽心得时说，“我们就要像它

们的妈妈一样，在它们的笼子
旁搭一个地铺，和它们睡在一
起。只要它们在夜间发出哀
鸣，我们就得爬起来安抚它
们，直到它们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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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过驯化的猛兽能

按照人的意愿进行表演，但它
们的天性是很难改变的，因

此，无论多么优秀的驯兽师，
在训练和表演时都不敢掉以
轻心。

驯兽师高阳的手上有两
三处伤疤，身上还有，这些都
是猛兽给他留下的 “纪念”。
高阳说，与猛兽相处久了，它

们也会对自己表达亲近之情，
但它们毫不知“分寸”，训练
之余，老虎常会用爪子蹭他的
手，一不小心就会被蹭出血。
“疼在手上，乐在心里。”高阳
乐呵呵地告诉记者：“就算是
这样，我也会常常抚摸猛兽，

这能增强感情交流，也是有效
的驯兽方法。”

驯兽师赵飞告诉记者，人
和猛兽相处容易受伤，猛兽之
间的一些玩闹有时也有演化
成“流血事件”的可能，这时
驯兽师就得当机立断，否则将

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

“当时有两只东北虎特
别调皮，在训练完成后喜欢

抱在一起互相抓咬。这天可
能是一只老虎的心情不好，
它在玩闹时突然把耳朵竖了
起来，并把身子俯在地上不
动。从我的经验来判断，这是
发出攻击的前兆，我急忙对
它发出了呵斥，但此时两只

猛虎已经扭打成一团。”赵飞
回忆起 1年前那一幕有惊无
险的场景时，仍显得心有余
悸：“我和另一个驯兽师马上
冲过去，一人抱住一只老虎
的腰往笼子里拉。但老虎的
个头比我的个头还大，我怎

么拉得动？幸亏附近的驯兽
师也赶紧跑了过来，五六个
人才制服了两只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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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很多年轻人不愿

意干我们这一行。”孙晓华
告诉记者，在每天和动物接

触的 3小时里，危险无时不
在，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

理压力。入行之初的夜晚，
他常被别人的咳嗽声惊醒。
他也曾想过给自己买份保
险，但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为
他担保。

要成为一名动物园或马
戏团的驯兽师，从小就得接受

严格的培训。教动物学习一个
看似简单的动作，往往需重
复数千遍，没有耐性和吃苦
精神的人根本就不能胜任这
种工作。

社会上专业驯兽培训机
构的缺乏，也是造成驯兽职业

“后继无人”的重要原因。记
者从长沙市教育局了解到，
市内目前尚无一家备案的驯
兽培训机构。长沙市动物园
的驯兽师们告诉记者，他们
的驯兽技术大部分来源于家
族的言传身教，外人即使想

学，也难以掌握到驯兽的
“祖传秘方”。

尽管驯兽师的工作非常
辛苦和危险，但让他们感受得
更多的却是温情，他们希望更
多新鲜血液加入到驯兽的队
伍中来。在驯兽师们的眼中，

老虎、黑熊、野猪就像是自己
的“孩子”。孙晓华说：“我靠
近它们的时候，那种温柔的眼
神让我感到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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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
保护措施，对有意或无意的

干扰破坏熟视无睹的话，20
年以后，楼兰古城将会消
失。”11月 23日，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杨镰在接受记
者专访时，开门见山道出了
他的隐忧。

杨镰长年在新疆各地考

察和研究，对楼兰古国、小河
遗址等处曾做过出生入死的
艰辛考察，作为楼兰王室小河
墓地重要发现人，杨镰不仅为
认识西部的历史与现状作出

了卓越贡献，而且十分关注西
部文明的保护。

对于如何保护楼兰文明
遗迹，杨镰有着自己的见解：
“解决文物古迹遭破坏问题，
关键要使人们真正了解这些
文物古迹存在的意义，重点要
避免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成

为另一个楼兰。”
据杨镰介绍，汉朝时期，

罗布泊号称 “广袤三百里，
冬夏无增减”，而现在成为
“旱极”，人们通常认为是塔
里木地区日趋干旱的结果，
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教授作
了实地考察之后，在《亚洲
的脉搏》一书中提出了不同

的看法。
《亚洲的脉搏》是亨廷顿

于 1907年所著，是他的关于
“气候与文明”这一全新课题
的结项报告。亨廷顿认为，在
塔里木，丰水期与枯水期相互
交替出现是客观规律。早在

100年前，亨廷顿就预言，20
世纪和21世纪之交塔里木将
进入下一个丰水期。而现在的
种种迹象在一定程度上证实

了亨廷顿的预言。
2001年年初，杨镰带领

的考察队刚抵达罗布泊时，遇

到一场大雪，并将整个荒漠都
覆盖住，“那简直让人感到震
撼，这里年蒸发量曾达到

3000多毫米，是降水量好几
百倍的著名干旱地区，大雪封

门，难以想象。”
罗布泊地区降水量增

加，使塔里木河下游的本已
面临绝境的绿色走廊恢复了
生机，“这是人类改善塔里
木生态环境的最后机会，但
却可能使楼兰古城彻底‘土

崩瓦解’。加剧了保护遗址
的矛盾。”
“事实上，与发现楼兰

古城时相比现在的罗布泊地
貌改变很大。”杨镰忧心忡
忡地说，2000年，在太阳墓
地附近曾看到一个类似骆驼
的风化土垄，相当壮观。可
2003年再去时，已经完全消
失了。

杨镰还告诉记者，今年 7
月，他们曾发现了一个典型的
禅室(和尚的居室)，里面有佛
龛和两间侧室，连灯台都保存
完好。8月再去时，禅室所在
的古河岸彻底垮了，7月底一
场大雨，改变了整个区域的地

貌，根本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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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的严酷，使保护

遗迹的问题刻不容缓地被提
到议事日程上来。人为作用
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楼兰古
城长期挺立在荒原，风吹日
晒，已经日渐倾颓，几年前曾
做过一次修复，但不少人对
修复颇含非议。杨镰曾在《文

汇报》发表文章提到，“三间
房” 是楼兰城标志性建筑，
……但经过修复，“三间房”
仿佛成了另一个建筑，原来
古老的、直立了两千年的墙
壁前后各挖掉一大条，然后
用新打的土坯从两面紧贴着

砌起来，成了“支撑”，而且
比原来的墙壁宽了一截。这
种“保护”方式，1976年地震
过后北京曾用来加固简易
楼。那是在余震威胁下的不
得已的临时措施。这绝不是

维护饱经历史风霜的古遗址
的好办法。

杨镰说：“楼兰佛塔就更
绝了，这个残高近十米的印度
覆钵式古塔极具特色，但从
100年前发现楼兰，就有人为
找宝，企图掏挖佛塔的内部。
它是楼兰城的制高点，它的存
在对楼兰古城至关重要。修复

时，也许是考虑到佛塔危耸，
为了持久起见，在塔上立了一
个木支架，可支架不但改变了
佛塔的原貌，而且成了好事者
或盗宝人的一个‘惊喜’，等
于为他们冒险爬上塔顶搭了
一个‘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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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西部的古代遗

迹遭毁坏是由于有关机构保
护不力。事实上，保护一个位
于荒野之中的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除各级有关机构外，
也是对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
一种考验。”

杨镰举例说：“我们考察

队曾路经了太阳墓地。同行
者都为墓地的现状表示担
忧。但太阳墓地的问题除了
盗墓，还存在同样难堪的‘无
心’破坏。”

罗布泊地区孔雀河古河
道北岸的 “太阳墓地”，于

1979年冬被中国考古学家们
发现。古墓中间是由木桩围成
的墓穴，外围有若干木桩围成
的7个同心圆，这些木桩同时
形成以墓穴中心为端点的若
干条射线，呈太阳光芒放射
状。非常壮观，十分独特，“那

些看似普通的木桩子，实际上
具有一定特殊内涵的文化意
义，你把它拔了，就破坏了整
体的观感。见到地上扔着的木
桩，除了愤慨还会让人想到责
任感问题。”杨镰说。费力气
去拔出木桩，也许只是好奇，

想看看它到底有多长，埋得深
不深。可你一旦将其拔出来，
它所凝聚的历史感就不复存

在了。
罗布泊绝大部分是无人

定居区。盗墓是屡禁不止的问
题，杨镰认为除了加强监管，
让人们真正了解这些古迹文
物的意义也很重要，“只有保
持原貌，文物古迹才是无价之
宝，一旦被破坏，事实上就一
文不值了。”

对于新疆一些有几千年
历史的岩画上被刻 “到此一
游”等字样，更让杨镰感到痛
心疾首。“毁掉岩画，等于毁
掉历史，一个有文化的人绝对
不会将《史记》《汉书》随意
撕毁，我们有责任提醒，岩画

同《史记》一样，记载着中华
民族的悠久历史。不能自毁文
化形象。”同时，来古迹参观
的人多了，知名度提高了，当
然是好事，可随地扔垃圾，破
坏了原始面貌，也造成相当大
的问题。

1992年，杨镰参加了一
个由 8国成员组成的环塔里
木探险考察队，“出发前说了
许多注意事项之后，美国学
者提议每个人准备一个垃圾
袋，以便将沿途的垃圾带到
城里进行处理。特别是在一

个古遗址参观时，一位外国
年轻的学者婉言谢绝了拿一
片陶片留作纪念的建议，说：
“我已经有了足够的纪念
品。”他指的是拍摄了若干胶
卷。杨镰对此感慨颇深。从
此，每次去塔里木进行考察

必带垃圾袋，“‘留下的是身
影，带走的是照片。’是每个
人对遗址的责任，再强调也
不过分。丝绸之路的古代文
明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更是中华民族的丰富遗产。”

要解决人为的破坏，重在

提高人们的自身修养，要加强
对我们历史悠久的文化和文
明的认同感，“要像对待父母
一样，不能做任何伤害它们的
事。”杨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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