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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凤头燕鸥第一次被人类记
录，已经是160多年前的事了。1861
年一个叫伯恩斯坦的人，在印度尼西
亚一个小岛上，首次采集到中华凤头
燕鸥标本。经鸟类学家鉴定，这是一
个新发现的物种，于是便被命名为伯
恩斯坦燕鸥。随后人们又在马来西
亚、菲律宾、泰国等地零星采集到标
本。但采集到最多的，还是中国境内
的沿海地区，于是就改名为中华凤头
燕鸥。

但不知何故，中华凤头燕鸥却越
来越稀少，并渐渐走向灭绝的深渊。
上世纪最后一次被证实存在于世，还
是1937年。当时，动物学家在青岛
外海的岛上采集到中华凤头燕鸥的
标本，但此后，这个神秘的物种就忽
然在地球上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影
无踪，仿佛它从来就没有在这个地球
上生活过。

奇迹出现在2000年。一位摄影
师在马祖列岛拍摄影像时，发现其中
一只燕鸥羽色偏白，原以为是曝光问
题，后经反复对比最终确认，这正是
消失长达6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它
失而复得犹如“神话”再现，一时震动
鸟类学界。不过，让人悲观的是，马
祖列岛发现的中华凤头燕鸥仅有12
只。据估测，当时全球数量不足50

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也正因为少
之又少，踪迹神秘，被称为“神话之
鸟”。

夏日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在象
山的松兰山码头登船山的松兰山码头登船，，经过一个多小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航程时的航程，，终于来到了铁墩岛终于来到了铁墩岛。。这个这个
韭山列岛中的无人小岛韭山列岛中的无人小岛，，突兀地矗立突兀地矗立
在茫茫大海之中在茫茫大海之中，，如果不是因为岛上如果不是因为岛上
生活着一群生活着一群““神话之鸟神话之鸟””，，也就和周边也就和周边
大大小小的荒岛一样无人知晓大大小小的荒岛一样无人知晓。。小小
岛东西长岛东西长 200200多米多米、、南北宽南北宽 100100多多
米米，，岛上除了茂密的五节芒草岛上除了茂密的五节芒草，，就是就是
陡峭的礁石陡峭的礁石。。交通船直接贴着礁石交通船直接贴着礁石
停靠停靠。。我们在船员的帮助下，从起伏
不定的船头跳上礁石，攀上小岛，然
后沿着草丛中的羊肠小道登上山顶，
来到一人多高灌木和荒草掩映中的
瞭望小屋。令人非常惊奇的一幕展
现在我的眼前，只见山坡上一块较为
平坦的沙石地上，密密麻麻停着几千
只燕鸥，除了响彻耳畔的叽叽喳喳叫
唤声，就是鸟群不断地翻飞起降，犹
如如彩蝶般在海天间飞舞，蔚为壮观。
而在这忙碌喧闹的鸟群中，经工作人
员指点，我终于见到了神往已久的中
华凤头燕鸥。

在这块不大的燕鸥栖息繁殖地
中，绝大多数是大凤头燕鸥，中华凤
头燕鸥在其中就显得凤毛麟角。中
华凤头燕鸥与大凤头燕鸥外形相似，
只是体型稍小，毛色偏白，一般较难
分辨。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中
华凤头燕鸥的喙尖有一段是黑色的，
也被称为黑嘴端燕鸥。它有着标志
性的凤头，洁白的羽毛，黑色的喙尖，
燕子般分叉的尾巴。难怪人们这么
喜欢，怎么看都是一个非常美丽高雅
和充满吉祥喜气的物种。

鸟的传奇让人惊叹，而保护的传
奇也让人叹服。

2004年，刚刚成立的韭山列岛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邀请专家学者开
展海岛动植物资源调查。调查队先
用一年多时间，陆续完成了舟山群岛
1300多座岛屿的生态调查工作，却
始终未能看见那个神秘的身影。在
象山韭山列岛，调查队又察看了70
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同样一无所
获。

转机的出现看似偶然，其实也是
必然。2004年8月1日是调查的最
后一天，调查队在大雾中艰难地登上
一座名为将军帽的小岛，竟看到漫天
的燕鸥盘旋在天空。而岛上布满鸟
蛋，大约2000个，一对燕鸥一个蛋，
就有4000只大凤头燕鸥。调查队在
其中竟然数出了约20只中华凤头燕
鸥。这意味着，象山是“神话之鸟”的
又一个繁殖区。但兴奋尚未完全平
复，一周后，先后两场接踵而至的台
风，把岛上的鸟蛋一扫而空。之后两
年，韭山列岛再也没有发现中华凤头
燕鸥的踪迹。一直到2007年6月，8
只中华凤头燕鸥和2000只大凤头燕
鸥再次回到将军帽岛。可万万没想
到的是，就在护岛船夜晚回大岛补充
物资的间隙，上千个鸟蛋又被人偷得
荡然无存。

转机再次出现在3年后。2010
年，象山县联合浙江自然博物馆等单

位，举办了首届海鸟保护暨海洋保护
区管理国际论坛，主要议题就是保护
与繁殖“神话之鸟”。在这次论坛上，
一位美国专家介绍了已多次成功应
用的人工招引海鸟技术，为保护中华
凤头燕鸥提供了思路。与此同时，象
山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护岛爱
鸟”专项行动，有力打击了破坏自然
资源的不法行为，也遏制了在保护区
进行非法生产活动的行为。

又经过3年的酝酿准备，2013年
5月，保护区联合浙江自然博物馆、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开展中华凤头
燕鸥监测与招引项目，通过在铁墩岛
上放置模型、播放鸟鸣，吸引燕鸥前
来繁殖。然而，从5月到7月，整整
70多天，没有看到一只中华凤头燕
鸥。就在大家心灰意冷准备撤走时，
上千只燕鸥飞临上空盘旋，用望远镜
细看，竟然找到4只中华凤头燕鸥。
这一年，共有19只中华凤头燕鸥和
3300只大凤头燕鸥在岛上产卵，孵
化出两只中华凤头燕鸥和一千多只
大凤头燕鸥。从此，铁墩岛中华凤头
燕鸥的招引和保护工作进入了正轨。

因为曾经的工作关系，当年我就
一直想到岛上看一看，了解体验一下
护鸟者的工作和生活。当地的同志
告诉我，这个很不容易，因为岛上没
有居民，生活条件极差，上去不容易，
住下来更难。我心里还嘀咕，条件再
差又能差到哪里去。这次当我登上
铁墩岛，亲眼所见护鸟者的工作及生
活状况，才知道当地同志所言非虚。
小岛上人类可以生活的地方极小，在
一块稍微平坦的地方，放置着两个类
似于建筑工地临时居住的板房，隔成
4个小房间，两间是卧室，男女各一
间；一间是厨房，放置着大陆运送来
的米面和一些蔬菜；还有一间就是工
作室，也是值班室，通过屏幕连线到
鸟群中的探头，24小时观察着燕鸥
的情况，并做详细的记录。板房前搭
了一个简易的凉棚，摆着一张小方桌
和几把矮凳。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吃
饭、休息、交流工作情况。

我见到了丁鹏，这个来自西北兰
州的小伙子，在宁波大学毕业后到象
山工作。十年前，被单位委派和美国
专家一起守岛，开始从来没涉及过的
领域——海鸟保护和荒岛生活。十
年里，他从一个生态保护的门外汉，
逐渐变成了别人眼中专门“搞鸟”的
人。这次他和两位志愿者一起守岛
护鸟。我与他们就围坐在凉棚下聊
天，聊他们的理想和现实，聊他们的
过去与现在，聊护鸟的动机和未来。
虽然我已有思想准备，但听了他们的
讲述，还是被震撼和感动了。

2013年刚招引燕鸥时，工作人
员都住在铁墩岛对面的岛上，隔着海
远远地观察，生怕吓到燕鸥。后来，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监测，才开始和燕
鸥一起住在铁墩岛。怕影响到燕鸥，
不敢搭建任何建筑，连着几年都住在
帐篷里。直到人和鸟渐渐熟悉，保护
区才建起了板房，但还要盖上迷彩布
进行伪装，生怕影响到燕鸥的栖息和

繁殖。
起初，燕鸥筑巢的位置在岛边裸

露的岩石上，地势陡峭，鸟蛋容易滚
落。工作人员于是打造出一小片平
坦地块，铺上地毯、沙石，定期除草，
为燕鸥营造安全舒适的栖息繁育场
所。保护区严加看护，不让闲人上
岛，几乎把整个列岛都留给了中华凤
头燕鸥。这份呵护，终有回馈。现在
燕鸥和工作人员已经有了默契，板房
等基本生活设施不用再伪装，鸟儿已
不会受到影响，形成了人与鸟和谐相
处的局面。

从2017年起，每年4月至8月燕
鸥繁殖期间，保护区都会招募志愿
者，与工作人员一起守岛护鸟。这些
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不远千里
奔赴而来，为守护繁殖期的“神话之
鸟”辛勤付出，经历着守岛护鸟的枯
燥和艰苦。小岛上不通电不通网络，
淡水靠交通船从陆地运来，用一个大
塑料桶储备，蔬菜只能挑选耐放的，
肉类只能存放两三天。岛上的蚊子
无处不在，叮咬得人的皮肤又红又
肿、疼痒难忍。随之而来的雨季、台
风季，连续阴雨天让太阳能板发电不
足，耗光了储备电力；衣服、背包等全
都发霉了；台风时监测小屋摇摇欲
坠，瓢泼大雨使屋子多处漏水。尽管
条件艰苦，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一起咬
牙坚持了下来。他们见证了燕鸥远
道而来、然后求偶产蛋、接着孵蛋育
雏、再到幼鸟学飞、最后合家南迁的
全过程。在保护区和志愿者的共同
守护下，象山已连续十年成功招引了
中华凤头燕鸥，目前已孵化了151只
中华凤头燕鸥雏鸟，占世界各繁殖地
总量八成以上，成为世界上最大中华
凤头燕鸥孵化繁殖地。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护鸟队
伍，岛上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也在逐步
改善。为了使得检测和保护可以有
更多的人参与和更方便的办法，象山
还开展了“数字鸟岛”建设，打造智慧
监测体系，只需要轻点手机，就能实
时看到鸟的画面和周围海域的动态。

更令人惊喜的是，随着中华凤头
燕鸥队伍的不断壮大，铁墩岛的鸟类
也在不断增加。不仅白斑军舰鸟、金
眶鸻、青脚鹬、灰尾漂鹬、矶鹬等先后
驻足，还出现了赫赫有名的、省内第
二次出现的“家麻雀”和岛上还没记
录过的红脚鲣鸟。这些鸟一开始都
非常怕人，但不几天它就适应了，房
前屋后随处可见。现在不光是浙江
沿海，就连江苏、山东沿海也多次出
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身影，栖息和繁
殖的范围已大为拓展。

一个物种在人们的努力下，种群
数量逐渐回升，进而影响到整个生态
链的复苏，不但自身脱离灭绝险境，
也让壮美的大自然因为这些生灵而
永远生机勃勃。这正印证了那个朴
素的道理：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
护人类自己。

在东海之滨宁波象山的一
个小岛——铁墩岛上，生活着
一种被称为“神话之鸟”的生
物，它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极危”物种、曾经被认为是已
经绝迹而又起死回生的中华凤
头燕鸥。

“神话之鸟”自有它的神奇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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