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過去浪遊各國時，看到感人的人與動

物互動的故事為數不少，以下特就記憶所

及，選撰較為特別的事例數則，與同道共

享：

壹、鮭魚集體回鄉

有一年在美國西雅圖訪問大學時，有人帶

我去參觀附近巴拉德水閘（Ballard Locks），

看鮭魚奮勇回鄉的難得場面。但見一隻隻自

海上回歸的鮭魚，不顧水流強大，奮勇逆流

而上，力爭上游，一格一格在水階梯往上

跳，目的在回到上游產卵交配，生出下一

代，毅力十分驚人與感人。

原來當小鮭魚在淡水環境出生後，便會到

海水環境慢慢長大；等到長大具有交配能力

後，便會回到原來出生的故鄉進行交配繁

殖，並生出下一代小鮭魚，生下小鮭魚不

久，鮭魚父母便會身心衰竭而死。

事實上鮭魚奮鬥的回游歷程絕對不止是我

們在觀賞區所見到的，因為觀賞區只是迴遊

的最終站，通常它們首先自太平洋的河口遊

入，穿過人類房屋密集的住宅區、暗流密佈

的森林水域、以及老鷹大熊水獺…虎視眈眈

的淺灘區，三個月不吃不喝歷經800公里的水

路，途中可能許多同類早已被不同天敵殺死

吃掉，而且所看到成功抵達當年孵育地的，

只是僥倖的少數鮭魚。而且此時早已遍體麟

傷，奄奄一息，等到將僅有的氣力擠出，鮭

魚父母在產卵受精後會力竭而死，此生最重

要的使命就此完成。而為了完成這趟旅程，

便出現了鮭魚們力爭上游如此感人且激勵人

心的場景。後來我在加拿大溫哥華附近也看

到類似場景，令人十分慨嘆自然界的奧妙以

及動物為培育下一代所作的努力與犧牲。

貳、企鵝集體回家

澳洲菲利普島企鵝從海上歸巢

澳洲東南沿海墨爾本附近菲力浦島企鵝集

體回家，是有名的自然景觀。在看企鵝遊行

之前，遊客可沿著遊覽中心（Nobbies Center）

外面的木板路（boardwalk）走到海邊，或看

看居住在這裡一個個小山洞的企鵝。

在這個島上所看到的企鵝都是藍色的企

人與動物相處的感人故事
楊崇森＊

＊本文作者係紐約大學法理學博士，銘傳大學講座教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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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體型偏小，身高大約30公分，體重約1公

斤，連小孩都可以舉起。他們爸爸媽媽每天

出海捕魚，天黑時成群結隊上岸，回到地底

下的洞穴，住在洞穴裡，不但比較陰涼，也

可以躲過其他動物的攻擊。企鵝爸爸媽媽回

家時，小企鵝們就會被餵食爸爸媽媽反芻後

的魚湯。企鵝之家對外和對內都是分工的，

平時爸爸媽媽輪流出海捕魚，也輪流孵蛋和

餵寶寶，當其中一個出海，另一個就會留在

家裡照顧企鵝寶寶，一直等到小企鵝們三週

大，有能力自己留守在家時，爸爸媽媽就會

一起出海。

那天大概晚上9點，這小島海邊擠滿遊客，

大家耐心等著，好不容易看到它們成群結隊

魚貫抹黑上岸，觀眾不准出聲或照相，靜悄

悄地觀看，以免它們受到驚嚇，打斷它們的

行程，看到它們上岸後，首先抖去身上的海

水，更令人感動的是它們上岸時都會回頭

看，等候同伴一起上岸，像老人般東倒西歪

地走路，模樣可愛極了，也感人極了。

參、獵鷹

二十多年前我到中亞各國旅行，在敘利亞

古城大馬士革市場上看到有人販售老鷹標

本，索價便宜。後來去內蒙古旅遊，又看到

有人手上站立著雄糾糾的老鷹，向遊客展示

如何收放老鷹，更引起我的好奇心。

原來鷹獵（以鷹獵取獵物）在世界各地歷

史悠久。馴鷹是西域維吾爾、哈薩克與柯爾

克孜人及阿拉伯世界（卡達，沙烏地阿拉伯

和阿聯酋，尤其遊牧民族貝都因人）的習

俗。維吾爾人與阿拉伯人馴養獵隼，而哈薩

克與柯爾克孜人馴養更加兇猛的金雕。不過

如今獵鷹習俗漸趨式微，而常以賽會招攬觀

光方式出現。

原來鷹是高等肉食動物，嘴彎曲銳利，方

便撕開和進食肉塊，趾有銳利的爪，腳強健

有力，兩翼發達，善於飛翔，性情兇猛，是

最兇悍的猛禽，雌鳥體型比雄鳥大。以小

鳥、鼠，蛇，野兔及其他小型動物為食。牠

們白天活動，視力極為銳利，從很遠的地

方，看到可能的獵物，就俯衝下來啄食，以

致成為狩獵的高手。由於草原或荒漠地方遼

闊，為了狩獵野生動物作為謀生或休閒工

具，需要鷹犬的協助，所以獵鷹風氣很盛。

如何馴鷹，分捉鷹、熬鷹、馴鷹三步。捉

鷹自捕幼鷹開始。先要到鷹巢剩母鷹不在，

將雛鷹取下，回家套上特殊的皮眼罩，連續

多日不讓鷹睡覺，也不給食物，使它睏乏

（不用鞭打與震懾）稱為“熬鷹”，目的在

消磨它野性，使它屈服服從主人。馴化過程

需由一人完成，在這期間主人無微不至的照

顧它，朝夕相處，使它對主人產生依賴，彼

此間產生感情，不輕易飛走。再經漫長時間

上山訓練，經過無數遍獨特的呼喊聲，及一

再重覆出擊與飛回主人手上的動作，主人需

要耐心與毅力，培養與鷹相互配合與默契，

訓練3至4年，然後可獵抓狐狸。它們展翅時

有兩米長翅膀，俯衝而下，以大約305公里時

速獵殺獵物。獵鷹馴養約7年後，將鷹放歸山

林繁衍，度過餘生。

依左傳所載，我國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盛行

在秋季舉辦圍獵活動。清朝滿人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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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皇帝為了保持八旗兵的騎馬射箭技能，

不忘祖傳的「尚武好勇」精神，也為了籠絡

蒙古等原因，保留了狩獵的習俗，圍獵活動

十分常見。順治帝每年都率領王公大臣到南

苑行圍。且很早便設立了盛京、吉林及黑龍

江等圍場。康熙帝更開設「木蘭圍場」舉辦

射獵活動，以後幾乎每年舉辦，視為「祖

制」或「家法」。乾隆亦然，命兵卒將圍場

方圓數十里一圈一圈圍起來，然後逐漸縮

小。皇帝行圍時，有虎槍營槍兵300人隨行，

並且以鷹狗作輔助。打獵時，由獵手與獵犬

幫助驚動獵物，再由獵鷹以高速追上獵物，

伸出利爪猛擊。這時主人要及時趕到，奪下

獵物，給獵鷹餵食以表獎勵。由於北京到圍

場較遠，於是在途中修建了不少行轅，包括

基於多重政治軍事作用的承德避暑山莊。

我國歷史上獵鷹有關的故事不少。鷹隼最

貴重的就是海東青，諺云：十萬雄鷹才出一

隻海東青，它在空中飛行發現獵物後，急速

俯衝而下，宛如投射出去的飛鏢。原來北宋

末年，皇家與貴族愛買契丹在東北出產的

“北珠”，但珠蚌每年十月才成熟，人已無

法在海邊鑿冰取珠。剛好當地有一種天鵝，

專食珠蚌，食蚌後將珠藏於嗉囊內。女真人

便訓練海東青捕捉天鵝，將其殺死取出北

珠。

當時女真人受契丹統治，契丹逼迫女真人

捕獲海東青上貢，加上苛捐雜稅，導致女真

人反抗。終於由完顏阿骨打推翻遼國建立了

金國，後來還滅掉了北宋。這是獵鷹引發的

戰爭故事。

肆、貓城與貓博

古晉貓廣場

古晉貓博物館大門

把莫納里莎化粧成貓臉(莫斯科貓咪博物館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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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豪夏目漱石以〈我是貓〉這本獨特

的小說，嶄露頭角。對於現代人來說愈來愈

多人喜歡養貓作為寵物。貓與犬不同，是相

當神秘的動物。

我有一次有機會去婆羅洲的沙羅越首府古

晉訪問。古晉一向以充滿南洋風情與美食聞

名，附近國家公園內有瀕臨絕種的長鼻猴和

飛蜥……等。入境後在當地地標一一個大廣

場中心，數隻神態活潑可愛的大貓雕像，赫

然映入眼簾，告知我們已經到了貓城！

古晉號稱貓城，因為昔日英國航海家詹姆

士布魯克的船隊初到這裡時，用英語詢問一

位抱著白貓的馬來人，這裡是什麼地方？當

地 人 以 為 他 問 白 貓 的 馬 來 語 ， 便 答 說

Kuching，從此古晉便有了貓城的別名。後來

這裡隨處可以見到貓的蹤影。幾只色彩斑斕

的大貓立於噴水池頂部，我們走過它們的身

邊，海濱旁還有一些用青銅鑄造的俏皮的

貓，長相極為別緻。貓為此地馬來、印尼、

華人及印度人等各族群所重視：對中國人來

說，貓是好運的象徵。在伊斯蘭教文化中，

貓享有很高的地位，因為先知穆罕默德擁有

一隻名叫米埃紮（Muezza）的貓，對它倍加

關愛。在20世紀50年代，沙邏越當局曾試圖

用化學品來消滅攜帶瘧疾的蚊蟲和鼠類。由

於化學品對這一地區的貓產生了負面影響，

後來英國皇家空軍在一次任務中將14,000隻

貓傘投至婆羅洲農村，稱為“投貓行動”。

古晉市隔著一條河分南北兩部，市政府也分

設兩個。充滿歐州與南洋風情的河濱公園、

古老的大伯公寺（中國式寺院）以及坐落於

市區西部的古晉清真寺都是當地遊覽的景

點。

古晉市內有沙撈越博物館、伊斯蘭博物

館、員警博物館（即瑪格麗特城堡）固然都

很有名，值得一看。但是古晉更有世界各地

罕見的獨特的貓博物館（1993年開館），號

稱全球首座以貓為主題的博物館不容小覷。

這館最初由沙羅越州首席部長夫妻提出構

想。我們特地到這奇特的博物館看看。這博

物館設在北區市政府總部大樓的底層，由市

政府經營。它面積不大，大門有一隻大貓標

本，收藏了二千多件來自世界各地與貓有關

的工藝品、雕像、圖畫、照片、書籍、玩

具、海報、瓷俑等，琳琅滿目富於趣味性與

想像力，而且還收藏了古埃及的貓木乃伊，

頗為難得。聽說自1988年起古晉在城市鬧區

內設立各種貓咪造型的雕塑，以吸引遊客，

每年古晉也辦理一次全球性的貓展。

無獨有偶，近來居然發現莫斯科也設有貓

咪博物館，真是意外。我兩度去過莫斯科，

從未聽過這種地方，但這博物館很有特色與

創意。

原來莫斯科貓咪博物館於1993年在莫斯科

市由一群藝術家和愛貓人士所創辦。後來由

愛貓人士陸續捐贈給博物館，使藏品不斷豐

富起來。

這莫斯科貓咪博物館展示所有與貓及其在

人類生活中的作用有關的一切藏品，注重藝

術性，展現藝術家和創作人眼中的貓。包括

油畫、雕塑、陶瓷、蠟染、掛毯、服飾、玩

偶、現代拼接造型藝術品、拼貼畫，以及書

籍、照片、明信片、電影、動畫片、玩具等

與貓有關的物品。

該館的宗旨是，揭示貓有趣的屬性與貓的

秘密，讓人感受到“貓的魅力”。主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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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有“貓之眼”、“女人與貓”、“貓的魅

力”、“貓的神奇世界”、“全世界的貓”、

“貓的肖像”，“貓及其秘密”。館內多種多

樣的有趣收藏品都讓我們更想接近這神奇而

又神秘的寵物。

莫斯科貓咪博物館還組織“兒童愛貓”年

度比賽項目、“女人和貓”選美比賽、“旅

行貓咪博物館”活動，以貓咪到一些國家和

城市旅遊的形式舉辦各種貓咪的主題展覽。

迄今已在義大利、荷蘭、法國、大不列顛、

丹麥、德國、奧地利等國舉辦公開展。

它定期參加國際貓聯合會在歐國家舉辦的

一年一度的貓咪秀。近年來每週電視節目

“神奇的貓咪世界”在各電視頻道播出。以

娛樂形式描繪貓的生活以及人貓之間的關係

的各種層面。

由於台灣去一趟莫斯科不容易，而且當地

勝跡超多，行程緊湊，愛貓人士要想參觀這

博物館，恐怕只好特別安排或神遊一番了。

伍、為忠犬向陪審團力辯

忠犬的故事各國多有。忠犬的塑像包括英

國的，日本東京新宿的，為數亦不少。而最

引起世人注意、影響最為深遠的恐怕是美國

的一隻犬。我讀高二時，世界書局出版的英

文課本有一課〈犬的禮讚（A t r i b u t e t o 

dogs）〉文情並茂，感人至深，可是這書編

者沒有進一步解釋作者是何人，在什麼場合

以及為什麼此人對陪審團讚揚犬的忠實，老

師亦未加解釋。數年前突然想起這些疑團，

於是設法查到原文，再反覆參閱參考資料才

瞭解：原來該作者（維斯特George Graham 

Vest）是演說家和辯論家，於1879-1903年間

擔任美國參議員。在此之前他在密蘇裡州一

個小鎮上擔任律師時，他的一位當事人（名

叫波登）控訴自己的狗被人殺害。這篇〈犬

的禮讚〉就是維斯特在華堡法庭上為爭取較

多賠償金向陪審團所作的結案陳詞。換言

之，佛斯特代表波登向陪審團朗誦了一篇名

為〈犬的禮讚〉的辯詞。陪審團的法官們深

深被這篇千古難得的奇文所感動，最終宣判

波登勝訴，以被告賠償500美元（當時500美

元相當於當今的5000美元）而結案。隨後，

這篇演說也成了愛狗人士的最愛，當地人還

在華堡法院前立了忠犬的雕像，並將這篇辯

詞刻在底座上，供人憑弔。

維斯特的這篇〈犬的禮讚〉，把犬對主人

最樸素、最純真、最珍貴的感情表達得淋漓

盡致，感人肺腑，成為全球愛犬人士喜愛的

經典，其影響力歷久不衰，難怪成為我小時

高中英文課文。而所謂「狗是人類最好的朋

友」一詞，就是源自於這篇辯文。

以下特將〈犬的禮讚〉全譯文列下：

〈在這世界上，一個人的好友可能和他作

對變成敵人，他慈愛培養的子女，也可能變

得不忠不孝。那些我們最親密的人，那些我

們用全部幸福和名譽所癡信的人，都可能捨

棄忠誠而成叛徒。一個人所擁有的金錢可能

喪失，甚至在最需要時卻不翼而飛，一個人

的聲譽可能斷送在考慮欠周的一瞬間。那些

在我們成功時來屈膝奉承的人，很可能就是

當失敗的陰雲籠罩在我們頭上時，投擲第一

塊陰險惡毒之石的人。在這個自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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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個人唯一毫不自私的朋友，唯一不拋

棄他的朋友，唯一不忘恩負義的朋友，唯一

不會背叛他的朋友，就是他的犬。不論主人

窮困或富貴，健康或病弱，犬都會守在主人

身旁，只要能靠近主人。不管地面冰涼堅

硬，寒風凜冽，大雪紛飛。它會全然不顧地

躺在主人身邊，哪怕主人無食餵養。它仍會

舐主人的手和主人因抵禦這個冷酷的世界而

受的手上創傷。縱然主人是乞丐，它也會像

守護王子一樣伴隨著他。當他所有朋友掉頭

而去，它卻義無反顧。當主人財富消失，聲

譽掃地時，它對主人的愛，依然如天空運行

不息的太陽一樣，亙古不變。若因命運的捉

弄，致使主人變成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時，這隻忠誠的犬只求陪伴主人，有難同

當，對抗敵人，此外別無所求。當萬物共同

的結局來臨，死神奪去主人的生命，屍體埋

葬在寒冷地下時，縱使所有親友都如流雲散

盡各奔前程，而這隻高貴的犬仍會獨自守衛

在墓旁。它仰首於兩足之間，眼裡雖充滿悲

傷，卻仍機警地守護墓地，忠貞不渝，直到

死亡。〉

陸、海鷗搶食

當年去日本有名的日本三景之一的仙台附

近的松島遊覽時，與友人雇了一條船，在湖

上漫遊，這湖有美麗的黑松與紅松，掩映著

無數小島，加以海鷗飛翔，漁歌點點，連日

本名詩人松尾芭蕉都無法以俳句描繪出這松

島湖景的美妙，但是此行最令人感動興奮而

又難忘的竟然是在船上餵海鷗。我們將日本

餅乾（仙貝）望空中拋去時，說時遲那時

快，只見無數海鷗飛快地自各方飛來，用嘴

巴將你拋空的仙貝搶去，或把你手中的仙貝

用力搶去，非常有力而且神準，好玩得令人

樂此不疲。

後來去中東地區旅遊時，乘船在耶穌當年

以五塊餅與兩條魚餵飽5千人的以色列的加利

利湖上，我依然畫葫蘆，向上空丟去阿拉伯

式的麵包屑時，同樣無數海鷗聞風火速殺

到，飛奔搶食，畫面同樣精彩，令人難忘。

當然在澳洲雪梨海邊有名的漁市場，食客在

戶外吃飯時，會看到海鷗也會乘食客不注

意，飛來偷吃他們盤中食物的現象，令人防

不勝防。

柒、桂林西江鵜鶘幫主人捕魚

小時聽說世界各地常有利用鵜鶘鳥（鸕

鶿）幫主人捕魚的情形。我在旅行廣西時，

特地去桂林附近的過龍江邊，實地看鵜鶘幫

主人捕魚，這種鳥脖子嘴下帶有一個喉囊，

很長且可以自由伸縮，是儲存食物的地方。

訓練有素的鸕鶿到江邊聽主人命令下水，看

到魚後用嘴捕魚，然後會擱在脖子內，為了

防止它吃掉魚，漁夫會在它們的脖子上設置

一處機關防止它們吞嚥。上岸後主人把它脖

子內的魚擠出來，然後給它吃一條小魚作為

獎賞，它還會停在客人肩上合照，十分有

趣，只是業餘性，規模太小了。據說日本岐

阜縣有專門表演鸕鶿捕魚的常設的商業性觀

光節目，而且設有稱為長良川鵜飼博物館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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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慕尼黑啤酒節跳蚤賽跑或拉車

比賽

在德國慕尼黑十月每年都會舉辦盛大的啤

酒節，吸引無數觀光客齊來狂歡。會場有個

不 起 眼 的 小 攤 ， 號 稱 跳 蚤 馬 戲 團 （ f l e a 

circus）。自1948年起有一隊六十餘隻跳蚤到

這裡，在一個專人主持下，在一間小屋內，

圍著一張桌子，看這些平常令人厭惡的小蟲

居然集體表演起賽跑或拉車比賽。真是高度

創新出奇，匪夷所思，娛樂性極高。大人小

孩看後無不嘖嘖稱奇，這是別處或其他節慶

看不到的景觀。若非我親眼目擊，讀者還以

為胡言亂語呢！

玖、蜘蛛結網與蘇格蘭的重振

往昔英格蘭與蘇格蘭原是世仇，蘇格蘭時

常受到英格蘭的欺凌與侵略。13世紀末，有

一次蘇格蘭國王布魯斯（Robert the Bruce)被

英格蘭打敗，逃到一個山洞裏，躺在地上休

息，疲憊之餘，正在心灰意冷，打算放棄抗

爭，不再與英格蘭纏鬥間，偶然抬頭看到這

山洞邊有一隻小蜘蛛正在結網，當快要完成

時，突然一陣風吹來，把辛苦結好的蛛網吹

破，那知這蜘蛛竟不為所動，所結的蛛網雖

屢經風雨幾番吹打，牠仍百折不撓，繼續努

力把網修補結成。布魯斯看後大為感動，心

想這小蜘蛛居然如此堅忍富於毅力，我這堂

堂漢子，又是一國國王，怎可如此欠缺毅

力，一經挫折，就一蹶不振呢！於是他受到

蜘蛛結網的啟示，從新立志要打倒英格蘭，

矢志奮發圖強，再接再勵，終於在他英明堅

毅的領導下，於1314年在邦諾克朋地方打敗

了愛德華二世的英格蘭軍隊，嬴得最後勝

利，使蘇格蘭人終於推翻英格蘭的高壓統

治，確立了蘇格蘭王國的獨立主權。後來英

格蘭伊利莎白女王死後無嗣，終於由蘇格蘭

王入主英格蘭，致這兩個國家終於合併成為

一國。這蛛網的故事，我小時在初中英文教

科書看到，一直記憶猶新，後來在蘇格蘭旅

行時，導遊也提到這軼事，由於這故事有趣

又有啟發性，值得我輩加以倡導與奉行呀。

拾、貝類與養珠

我九十年代去過大陸蘇州一帶公幹與遊

覽。記得假日導遊曾帶我們去看賣珍珠處

所，廠家現場把珠貝剖開，把裡面所形成的

珠子挖出，也有出售整個個珠貝回家作為案

頭擺設，令人印象深刻。

原來人類自昔視珍珠如珍寶，在東西文化

中，珍珠都被賦予了神聖和高貴的意義，也

是財富與地位的象徵。王侯巨卿以搜集或穿

載珍珠為榮。例如慈禧太后酷愛夜明珠等珠

寶，英國女皇皇冠上也崁著不少真珠與寶石

鑽石。昔日波斯灣（例如阿聯酋的杜拜）與

我國廣東省的合浦珠崖都是盛產珍珠的地

方。珍珠有各種色彩，包括白色、黑色、藍

色、綠色、粉紅色及紫色。關於珍珠的第一

個文獻，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紀的中國。在文

學上也有許多關於珍珠的敘述，例如：南北

朝時期劉勰《文心雕龍》曾有「蚌病成珠」

之句。又成語〈合浦珠還〉、〈買櫝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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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珠圓玉潤〉，〈還君明珠雙淚垂，

恨不相逢未嫁時〉……等都與珍珠攸關。

天然珍珠怎樣形成？昔日珍珠都是天然形

成的，就是當蚌或貝類遇到異物（小沙子或

寄生蟲）入侵時，為了避免貝肉受傷，便會

分泌珍珠質將外來物層層包裹，成為球形，

使其圓滑，以減輕痛楚，保護自己，日久便

漸漸形成「珍珠」。再由採珠人（日本則由

海女）從海底或湖泊採集貝數，翹開後搜尋

珍珠。由於其形成純出偶然，如外物侵入部

位不當或不是圓的，則欲求其珠渾圓滋潤，

光彩奪目，完美無缺，有如披沙淘金，異常

困難，何況要形成完整的珍珠，至少需等待3

到5年的時間，純粹天然的珍珠為數極少，據

說在一萬五千個蚌中可能只找到一顆天然珍

珠。況且好珠價格高昂，只有巨商富賈才有

資力負擔。

由於珍珠稀有，因此後來出現了許多人工

養殖的方式，這大量人工養殖的珍珠稱為養

珠，技術是日本人御木本幸吉在1910年左右

開始研發出來的，這是透過人為介入，將外

部物質植入蚌體，促使珍珠形成，這過程會

強迫貝母開始生成珍珠。由於人工養殖的過

程中能夠掌握各種條件，因此珍珠的外觀、

大小和形狀都較為均勻。因此迅速地佔據了

天然珍珠的市場，由於天然珍珠的品質不如

養珠，價格又貴，現今市場上，可說已經沒

有天然珍珠存在了，據說僅有阿拉伯地方，

由於當地人堅信只有天然珍珠才算得上珍

珠，因而還有天然珍珠在流通。

珍珠的價值首重其光澤，珍珠的本體色常

見的有銀白色，粉紅色，黑色，金黃色。珍

珠的顏色之所以不同是由於珠母貝的種類不

同所致，其中，黑色珍珠是由南太平洋開始

培育的，因此大多數黑珍珠是來自南洋。我

初次去夏威夷時，曾經在百貨公司見過黑珍

珠。不過珍珠的顏色一般說來，粉紅色的價

格高於其他顏色。

珍珠要越圓越好，形狀不圓的珍珠稱為異

形珠。日本養珠最大特色就是具有很強的光

澤和粉色、藍綠和銀色等暈彩。東南亞各國

與澳大利亞等海域，所產南洋珍珠比起日本

及淡水珍珠的珍珠貝大得多，價格也昂貴許

多。

黑珍珠是大溪地，即南太平洋法屬玻里尼

西亞境內的特產，珍貴異常，享有「珠中皇

后」的美譽。是唯一天然生成的從深灰到黑

色色系的珍珠。色調愈黑愈濃的黑珍珠愈珍

貴，伴有綠色的孔雀綠色尤其昂貴。

養珠可分為海水養珠與淡水養珠，通常海

水養珠被認為色澤較好，顆粒較大，但這種

情形已經逐漸改觀。隨著珍珠養殖的普及和

市場需求量增大，不斷研發更有效率和規模

的養殖方法，在今天市面上的養殖珍珠據說

已大多來自中國，中國已成了淡水養珠的最

大供應國。大量的中國淡水養珠進入市場

後，使得珍珠的價格大幅下降，成為大多數

人都負擔得起的首飾。同時中國海水養珠的

供應量也在全世界中位居數一數二。特別自

養珠技術流傳到中國與澳洲之後，由於這兩

個地方的環境較乾淨，人力又低廉，生產出

來的珍珠大大地威脅到日本的龍頭地位了。

但如上所述，養珠的方法就是使用人工方

式讓貝類受傷。廠商為了加速珍珠的生產，

有時還會增加貝類的傷口，過程非常殘忍。

使貝類時時刻刻都在受苦，珍珠既然是從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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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傷痛中生成，甚至犧牲了無數貝類的健

康與生命。因此善心人士主張：為了守護貝

類、愛護環境起見，消費者應避免購買珍珠

產品為宜。

拾壹、熊貓與親善大使

熊貓屬於食肉目熊科的一種哺乳動物，體

色為黑白兩色，是老天恩賜中國人的恩物，

在全球只有中國才有，為中國大陸國寶，被

譽為生物界的活化石。現存的主要棲息地是

中國中西部四川盆地周邊的山區和陝西南部

的秦嶺地區。我在東京動物園與台北動物園

原見過熊貓一眼。兩岸開通後，我也乘赴四

川成都之便，去附近的熊貓繁育研究基地觀

察牠的生態環境，以開眼界。原來熊貓原居

在高山密林，為雜食動物，因生態環境日趨

惡化，大陸在此地特闢基地作為它們的伊旬

園。內置有熊貓博物館、魅力劇場，描繪其

繁育成長過程。我們看到有幾隻大小熊貓剛

睡醒不久，有的在啃竹子，或追逐嬉戲，有

的仍在酣睡。據說小熊貓生下一兩週後開始

變色，黑白開始分化，一個月內耳朵、眼

圈，腿與肩帶長出跟母體大約相同的顏色，

四個月後開始活躍，至八個月開始睜眼，一

歲左右開始採食竹子。熊貓性情孤獨，單親

家庭，三歲大就被母親趕走。發情時間，一

年只有七天，而且只撫養一個小孩如果生多

胎，需要人工帶大。大熊貓一天要吃掉25到

30公斤的竹子，壽命達20幾歲。這裡也看到

態貓的表親，耳朵與嘴巴咖啡色與白色相間

的冒牌的七尾狐。

熊貓黑白相間的外表與天生的戇態很難不

使牠們不受人們的喜愛，所以在全世界到處

普遍受到歡迎，擁有龐大的粉絲。在1961年

世界自然基金會成立時就以熊貓為標誌，使

牠儼然成了瀕危物種保護最重要的象徵。熊

貓也是中國在外交活動中向對方表示友好的

重要代表與最珍貴的禮物。美國國際政治學

者約瑟夫‧奈爾更直言熊貓被視為中國拓展

軟實力的重要支柱，與英國的皇室家族有異

曲同工之妙。牠們只食竹子，苛刻的擇偶條

件，加上不易受孕，所以在外國不易生存繁

衍。不過據說全球野生熊貓現存數字已經增

加，大約有2,060隻以上。因此近年來世界自

然保護聯（IUCN）已將熊貓的受威脅等級從

「瀕危級」降為「易危級」了。

（投稿日期：202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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