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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详见5月3日A14版）所
述，最多只能算“鸟语入门”。其实，
在古代传说中，早就有不少精通鸟语
的“半仙”，流传下不少有趣的故事。
最早懂鸟语的名人当属孔子的弟子
公冶长，山东的地方府志中记载了
这么一个故事：

世传公冶长能解百禽语。一
日，有鸱来报长，曰：“冶长，冶长！
南有死獐！子食其肉，我食其肠！”
公冶长应而往，果得獐，然其无意
饲鸱以肠也。鸱是以怨之。居无
何，鸱又来报如前。长复往，望见
数人围一物而哗。长以为死獐，恐
人夺之，遥呼曰：“我击死也！我击
死也！”至，乃一死人。众人逮长见
邑宰。宰审问，长再三辩，宰曰：

“尔自言‘我击死也’，何为诈？”长
无言以对。

上文大意说，公冶长没有按照
鸱（音同“痴”，通常指猫头鹰）的要
求，自己吃肉而给它吃死獐的肚
肠，结果鸟儿怀恨在心，骗他说野
外又有死獐。结果公冶长恐人抢
走死獐之肉，老远喊“我打死的，我
打死的”，谁知那里躺着的竟是个
死人。于是，公冶长被官府当作杀
人嫌疑犯关进了牢里。

幸好，他又凭听懂鸟语而让官
府相信自己无罪，后来据说还依靠
鸟语为国家立了功。

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
有篇小说题为《鸟语》，其开头说：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乡村。食
已闻鹂鸣，因告主人使慎火。问
故，答曰：“鸟云：‘大火难救，可
怕！’”众笑之，竟不备。明日果火，
延烧数家，始惊其神。好事者追及
之，称为仙。道士曰：“我不过知鸟
语耳，何仙乎！”

这故事虽然有点玄乎，但道士
的“我不过知鸟语耳，何仙乎”这句
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倒是句实在
话。例如，在农事活动中，有许多
跟天气预报有关的民间谚语，就跟

“鸟语”有关。俗话说“雀噪天晴”，
意思是说，如果麻雀一清早就在枝
头“叽叽喳喳”叫得欢，那就预示天
气将会转好，这是很有道理的。

说来有趣，前几年，我跟朋友
到武夷山拍鸟，还真见识了一位通
鸟语的“神人”。那天，我们驱车上
山寻找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的珍稀鸟类黄腹角雉，
谁知山顶雾气弥漫，
能见度很差。此时，
这位“大神”撮唇做
声，发出了奇怪而
响亮的“拐，拐”声，
音调时急时缓。没多久，果然见到
一只黄腹角雉的雄鸟仿佛“应召”
出现在了前方，当时我就惊呆了。
后来，他还为我们演示了“召集”其
他鸟儿的“鸟语”，不过这次不是很
灵光，几乎没什么小鸟被吸引过
来。据这位“大神”自己解释：主要
是天气原因。

有趣的是，同一种鸟儿也有
不同的“方言”呢！最近我看到
报道，说杭州的鸟类研究学者曾
在《动物学研究》杂志上发表论
文，称杭州城区的白头鹎至少有
8种“方言”——专业的说法，叫
做鸣声的“微地理差异”。

科学家们在约60 平方公
里的研究区内，选择8个调查点
（4个在杭州城区，4个在附近丘
陵山地），录制了来自80只雄性
白头鹎的511个鸣声样本，并随
机选取每一调查点的20个鸣声
样本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杭州
白头鹎的每种“方言”都有各自的
典型“句子”，它们在波形结构、音
节组成、音节频谱特征等方面均
不相同。有的尽管才一路之隔，
但“微地理鸣声”就存在明显差
异，也有部分区域出现鸣声混合
现象，甚至有的白头鹎个体还具
有“多语”功能。专家认为，产生
白头鹎鸣声“方言”的原因，可能
与鸟类个体的扩散和城市中鸟类
栖息地的人为改变有关。

这么说来，光在杭州，白头
鹎就已经有多种“方言”了。由
此我忽然有点好奇：显然，宁波
白头鹎说的会是这种鸟的“宁波
话”，那么当杭甬两地的白头鹎
碰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在交流时
会不会也有一点点的“语言障
碍”呢？

我还真做过一次类似的试
验。2007年夏天，我曾到美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呆过两周，在那
里买了一本关于密歇根州鸟类
的书。书内附了一张当地鸟类
鸣叫声CD，其中收录了鹗（音
同“饿”，一种善于捕鱼的猛禽）
的叫声。这种鸟在浙江也有分
布。有一年秋天，我在杭州湾北
岸的海堤上拍鸟时，忽然发现海
边的电线杆顶上停着一只鹗。
躲在车里拍了很久，它还是如泥
雕木塑般一动不动。我忽然灵
机一动，想逗一逗它。于是找出
那张在美国买的CD，开大车子
的音响音量，播放鹗的叫声。本
来想，猛禽一般都有强烈的领地
意识，停在电线杆上的鹗，突然
听到另外一只鹗的叫声，会不会
惊讶发怒呢？结果却让我十分
失望，那只鹗依旧稳坐泰山，哪
怕我把声音开得震天响，它也丝
毫不为所动。当时我就想，莫非
我们这里的鹗真的是听不懂美
国同类的叫声（尽管在我听来，
本地鹗的叫声实在跟 CD 里的
没啥差别）？

上面说了很多关于“鸟语”
的事，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专
业”。不过没关系，对于普通人
来说，或许丝毫不懂鸟语，又有
何妨？挑一个晴朗的日子，起个
早，把手机调成静音，去公园、郊
野或山里独自漫步，听听那风
声、鸟鸣，或许还有溪水流淌的
声音，这世界就会在瞬间变得更
美好。

我所认识且非常佩服的熟
悉鸟语的人，是台湾的鸟类摄影
家、鸟声专业录音师孙清松。通
过十几年的努力，他录到了绝大
多数台湾林鸟的鸣叫声（有少数
鸟通常不叫，因此很难录音）。

2009年11月，孙清松在宁
波逗留了几天，刚好那时我在家
养脚伤，因此就请孙老师来我
家，得以旦夕请教，受益匪浅。
一天，我让妻子开车，我们陪同
孙老师到江北的英雄水库观鸟，
并录鸟鸣。

“听，这是雄性北红尾鸲的
叫声，声音有点急促，这是因为
它们刚迁徙到宁波来越冬，正在
山坡上互相抢地盘呢！”那天，刚
到水库边，一听到灌木丛中的鸟
叫，孙清松就说。

“红嘴蓝鹊在吵闹……咦，
这又是北红尾鸲的叫声，但这样
的叫声我以前从没录到过！”尽管
连鸟影都还没看见，但孙清松却
能随口道来，不仅能分辨出什么
鸟在叫，甚至还能知道鸟叫声所
表达的鸟的“心情”。孙清松说，
鸟也有喜怒安乐，不同的“心态”
下叫声可能完全不同。每种鸟
对于警戒距离的敏感度不同，只

要天敌一靠近这条警戒线，鸟儿
马上提防起来，声音也随之改变。

那天录音完毕后，孙清松对
着集音盘，口述了当天录音的一
些背景资料，包括时间、地点、环
境概况及所见到的鸟种数量
等。孙清松解释说，这是为了以
后数字化归档整理的方便。

孙清松从上世纪70年代开
始观鸟、拍鸟，并曾在台湾台中
市自然科学博物馆任职十多年，
主要从事鸟类研究工作。十几
年前，他干脆辞职，将主要精力
都投放到了鸟声录音方面。鸟
儿一般在日出后的两三个小时
内最活跃，叫得最欢，为了录鸟
鸣，身形瘦小的孙老师经常在凌
晨三四点就背着沉重的器材，摸
黑上山录音。因此，他被称为

“等鸟儿起床的人”。迄今，孙老
师已经出版了多张CD，将鸟鸣
配乐，非常美。

上文提到了红尾水鸲的鸣
声有着超强的穿透力。对此，孙
清松专门进行过深入研究。他
说，水鸲之间为了能冲破溪水的
嘈杂声进行有效的交流，因此发
出的鸣声的振动频率比其他鸟
类高许多。

民间“鸟半仙” 专业“鸟语者”

鸟儿也有“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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