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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在咒骂同类时常用的最为刻薄的一句话就是 “禽兽不如”。表面

看，我们对飞禽走兽时多么鄙视，实际上却说明我们对它们是那么的不了

解，解释我们一直不耻与之为伍，但人类、兽类、鸟类以及地球上的所有

生物终归都是地球村的成员。有时候，飞禽走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很

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

就拿和我们接触最为频繁的动物来说吧，不管是猫还是狗，它们的生

活方式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睡眠充足；肚子饿了就去找食物；不去思考

过多将要发生的问题。倘若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对待生活，那生活就

会变得简单、美好，每个人的幸福感也会增强很多。

在美国新泽西州有一位著名的兽医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动物能给人

们很多启示。

比如狗，它会将不好的事情全部抛之脑后，从好的方面去看待一切问

题。科学研究发现，当狗受到欺凌虐待的时候，都很快就会将这段痛苦的

经历丢开。天生乐观的狗只管尽情享受眼前那一刻生命的芬芳，咀嚼能找

到的每一根骨头或者在户外玩耍。

此外，还有鸟、牛教导人们动的忙里偷闲，享受生命。的确，即使最

忙碌的鸟也会经常停下来，站在树枝上歌唱。当然，这可能是雄鸟在求偶

或者雌鸟在迎合。不过，它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只是在为生命的存在和活着

的喜悦而放声歌唱。

人类能向飞禽走兽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事实上，地球上所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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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都是相互依存的，这种环环相扣的生物链条不管失去哪一个环节都会引

起生态失衡。生物学家说，每当我们失去一种动物朋友，我们就失去一个

对未来的选择。

《动物知识全知道》这本书，在向大家讲述关于动物的种种知识与故事

的同时，还希望能够呼吁大家对动物的关爱与保护。不管是和人类有很多

相似的哺乳动物，还是生活在海洋中的鱼类，翱翔于天空的鸟类，栖息在

热带雨林中的爬行动物，还有那些我们不常接触的各种动物，我们都应该

多一份了解，多一份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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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全知道

哺乳动物的储备

哺乳动物处于动物界发展的最高阶段。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

体重大约有１２０多吨。但也有最小的哺乳动物，例如，鼩鼱科的小麝鼩体重

仅１．２～１．７克，长度只有３．４～４．８厘米。

随着秋季的来临，候鸟开始准备越冬迁徙，同时，也有一些动物将转

入冬眠。然而，大多数哺乳动物并不习惯冬眠，冬眠不是它们的特性。它

们也不可能像鸟类一样飞往遥远的地方。因此，这些动物不得不像精心操

劳的主人那样，强制自己忙于年终收获，进行越冬准备。这个高度进化类

群的许多代表都是如此。

哺乳动物贮存食物的本能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而且这种本能在大

多数种类那里主要带有个体性质。许多猛兽就是这样。而集体储备食物仅

见于群居生活的哺乳动物，例如，海狸、家鼠以及其他啮齿类。但是，大

多数野兽收集储备物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自己。

请看家养动物生活中的一个实例：狗在后院一旦发现残羹，便贪婪地

扑向食物。尽管它的食欲很旺盛，也还是要留下一些食物。在这种情况下，

它便用牙齿咬住盛有骨头和肉的汤盆，抬起头，闭上眼睛，摇晃几下尾巴，

然后，悄悄地溜到花园偏僻的角落把汤盆放下，再用爪使劲地刨地。接着，

将食物放入挖好的坑内，用土填平。这是猛兽代表动物贮存食物的一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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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特别是狗，这种习惯在怀孕时就已经形成了。假如二三天内狗得不到

喂食，它就会跑去挖掘自己的库存物。但吃饱时却想不起来这样做。这就

是狗的最简单的行为方式，这种方式也为其他能储备食物的高等动物所特

有。例如，松鼠就有许多仓库。然而，其中一些仓库这小兽往往无法再次

找到，可能是刮风、下雪，雪化成水，使仓库附近的外貌改变了模样的

缘故。

动物如果没有一定的基本本能，显然就无法生存。它们的本能是先天

形成的，但有时不一定都表现出来。可以推测，如果饥饿的动物能用心寻

找到栖息地附近的食物仓库，那么，它也能找到偶尔找不到的被雪或土埋

起来的储备物。的确，它们常常具有能够在未知目标条件下发现储备物的

天生能力，这是一种本能之谜。

哺乳动物的旅行

在哺乳动物那里所见到的迁移方式可分为２种：非周期性迁移和周期性

迁移。非周期性迁移常常是和该种动物的生存条件相联系的。这种迁移主

要是在饲料歉收或者由于动物数量猛增而导致它们所在地区繁殖过剩时进

行。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动物喜欢的和有利于它们繁殖的环境条件变得愈

来愈不适宜了。动物感到食物缺乏，于是彼此间竞争加剧，野兽行为也发

生变化。最后，它们不得不离开故地而进行迁移。

作为大规模迁徙的典型例子，应该指出的是鼠形啮齿类的声势浩大的

迁移。如前所述，这种迁移的年头人们称为 “鼠年”。例如，１９２７年，无数

的成批家鼠横渡了伏尔加河，并迁居到哈萨克斯坦草原。随后没几年的工

夫，这些小兽就占据了整个欧洲。它们在这里传播疾病，给居民带来灾难。

其他鼠形啮齿类，例如各种田鼷鼠和旅鼠等偶尔也进行类似的旅行。北方

旅鼠的迁移是自发性和非周期性旅行的最好实例。这类小动物体长只有１５

厘米，但它们却能跨居亚洲、欧洲和美洲。

在哺乳动物中，季节性迁徙特别普遍。这与食物不足或者根本找不到

食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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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鹿擅长进行与众不同的大迁徙。秋天，这种有蹄动物离开冻原或

没有森林的平原奔往南方，即到雪少、暴风雪不常见、食物充足的森林冻

原区和泰加林区去。但是，当早春的征候刚一出现时，北方鹿为了摆脱林

区无数蚊虫的叮咬而又重新返回辽阔的冻原。这时，冻原已被绿色的青苔

和地衣装饰一新。跟在它们后边的是专门搜索掉队者的狼、熊和獾。各种

猛禽也在空中盘旋，它们期待分享一些食品。加拿大的美洲北方鹿 “柯利

布”也能进行类似的迁移。过去，这种动物每群数量有几十万乃至几百

万头。

许多动物还具有昼夜迁移的特性，这与到采食地觅食和去饮水处喝水

的需要有直接关系。例如，不同种类的有蹄动物———岩羚羊、鹿、羚羊、

斑马和其他许多动物在一昼夜之内曾几次来到固定的饮水处，喝完水之后

立即返回牧场。

不同种类动物成群结队的迁移活动是它们生存竞争的强大手段，对于

每种动物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这种迁移是十分有趣的。可以认

为，这是生物界中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至今令人琢磨不透。

大动物的祖先

动物界的 “巨人”，有大象、鲸、犀牛、长颈鹿、河马、骆驼等。

可是它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并不是和现在一样，有的比它现在的子孙要

小得多。

大象是现代陆上的最大动物，它的祖先是始祖象。在５０００万多年

以前，始祖象和现在的猪差不多大，既没有长鼻子，也没有大象牙，只

有厚厚的上嘴唇；陆上巨兽犀牛德老祖宗是４０００万年前的跑犀，个子

比现在狐狸稍大一些，四肢很长，善于奔跑，头上没有角，长着一个长

脖子，与现在的犀牛形状相去甚远；２０００多万年前，现今世界上最高

的动物长颈鹿的祖先只有现代的羊那么大，既没有长脖子和长舌头，身

上也没有斑点的花纹；海中巨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老祖宗是

４０００多万年前的始鲸，身长只有６米多，奇怪的是始鲸那时不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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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里，而是生活在陆地上；动物界的彪形大汉骆驼，它的老祖宗叫

原驼，在４０００多万年前，原驼却不足０．５米高，前肢短、后肢长，有４

个脚趾，既没有现代骆驼细长的腿、大肉脚垫和高大的驼峰，更没有御

寒的长绒毛。假如让这些动物的祖孙站在一起，人们很难相信，它们有

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

海洋里的兽类

人们一提起兽类，总认为它们都是生活在陆地上动物，其实生活在海

洋里的兽类也并不少，它们与陆上兽类不同的是其四肢已演化成鳍状，一

般仍用肺呼吸，并以乳汁哺育幼仔成长，所以它们仍属兽类。

海兽包括海狗、海獭、海牛、海象、海豹、海豚、鲸等，其中有的既

能生活在水中，也可以到陆地上生活，如海象、海狮、海狗等；有的非常

凶猛，如海狮和鲸类中的虎鲸；有的则十分温顺、可爱，如海象、海豚等；

有的还会使用工具，如海獭能用石头当锤子用来卡贝壳和螃蟹壳。这些海

兽集群生活在一定海域，繁殖能力也都不高，因此需要人们的保护。

人类的近亲黑猩猩

动物界可与人类相近似的动物，首推黑猩猩，它在生理构造和生物化

学等方面，更有不少与人非常接近的地方。

首先是黑猩猩的大脑组织与人脑接近。其次是生命周期与人类也相差

不远，一般可活４０～５０年，婴儿期为５年，３岁前为哺乳期，３岁开始独立

生活，进入童年期；９～１４岁为青春期，１５岁便进入成年期，３５岁以后则

是老年期。第三是生殖情况与人类也很相近，母猩猩每隔５～６年生一胎，

如小猩猩不幸夭折，几个月后又会受孕，生殖器一般都在成年期。第四，

黑猩猩的喜怒哀乐、好奇心、警惕性也都与人类相似。黑猩猩会做出各种

表示友善、亲昵的动作，例如握手、拍肩膀、拥抱等；当一个家族中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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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在林间相遇时，双方都会躬身 “施训”，口中还 “嗯嗯”的在寒暄问候。

黑猩猩

黑猩猩过着群居生活，一个家

族有族长统治，在各自方圆十几千

米的生活区内生活。它们对自己的

“领土主权”十分关心，常常有三

五个成年的黑猩猩担任边界的警戒

与巡逻任务。当一个家族的成员过

多时，也会分家，分家后还相当友

好。父母对子女或子女对父母都很

亲昵关心，但遇到敌人或者在争夺

“首领”宝座，以及与领区同类抢

食时，却十分凶悍，有时甚至会激

烈格斗，结果，双方都会造成死伤的惨景。

最大的陆上哺乳动物

世界上最大的陆上哺乳动物是大象，现在只有亚洲象、非洲象２种，以

非洲象身体为最大。

非洲森林象耳朵圆，个体较小，一般不超过２．５米高，前足５趾，后足

４趾 （和亚洲象相同），象牙质地更硬。最近根据基因分析证明它和非洲草

原象不是同一个种类。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有着明显不同的遗传特征，

其外表特征也有很大的差别：森林象体形较小，耳圆，象牙较直且呈粉红

色。过去在非洲雨林中还发现过体形更小的倭象，现在被认为是非洲森林

象的未成熟个体。足下肉变大，更适应缺水的生活，非常知道节约用水，

而且会在沙漠中寻找水源。

非洲雄象生活在非洲热带雨林中，大多２０～４０只群居，有一定的活动

范围，以草根、树叶、野果等为食物。大象的长鼻子是退化了的上唇，鼻

端有一个指状突起，十分灵巧，具有鼻、唇、手的作用，可拾起地面极微

小的东西。它的长牙除作为争斗武器外，还是挖掘地下草根和探测地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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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程度能否支撑身体的工具。

大象喜欢洗澡，洗澡后还喜欢把泥杂草撒在身上，这是因为在洗完澡

后，象皮肤血管扩张，散发一种特殊气味，会招来昆虫蜇咬，为了保护皮

肤，并驱赶昆虫，它便采取了这种方法。

在哺乳动物中，最长寿的动物是大象，据说它能活６０～７０岁。当然野

生场合和人工饲养是不同的，前者的寿命短些。据记载，哥拉帕格斯群岛

的长寿象能活１８０～２００岁。

懂得绘画的大象

在美国亚利桑拿州的菲尼克斯动物园里，有一头与众不同的名叫 “鲁

比”的雌象。鲁比与其他大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懂得绘画。在鲁比绘画时，

会有一个人拿出一只画架、一块铺开的油画布、一盒画笔以及几罐固定在

一块调色板上的丙烯颜料。鲁比会用它那神奇的鼻尖，轻轻敲打其中的一

罐油彩，然后点了一支画笔。此时，饲养员会把大象选中的那支画笔尖，

在这罐油彩中蘸了一下，然后递给鲁比。有时，鲁比会暗示饲养员让同一

支画笔反复蘸上同一种色彩，或者画了几笔后要求调换画笔和颜色。

通常，鲁比画了大约１０分钟之后，便放下画笔，从画架边后退几步，

以此表示它的作品已大功告成。有时，饲养员会试图哄它继续作画，只要

鲁比觉得作品已经完成，它就会拒绝在上面再添加任何色彩。偶尔，大象

也会兴致勃勃地做出动作，暗示饲养员要一块新的油画布，准备创作第二

幅作品。不过，一般它每次只画一幅画，颇有些大画家的派头！

大象为什么绘画？科学家经过与鲁比的几次接触后，这个答案似乎已

显而易见。大象喜欢绘画，是因为绘画能够给它带来欢乐。除了这种解释

之外，还有其他几种解释。有人认为绘画是大象的一种特殊的 “取代活

动”，也就是一种基于本能强烈欲望的活动。譬如，大象在野生状态下有一

种折断或摇动树干、树枝的欲望，但是在围养中这一欲望无法得到满足，

于是就萌发了挥动画笔的愿望，并逐渐升华到在油画布上绘画的艺术境界。

也有人说，大象学会绘画本领是为了社交的缘故，作为勾起人注意并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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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的一种手段。还有人说，大象画家和人类画家一样，有一种强烈表达

内心世界的愿望，特别是一些人类抽象派画家，而鲁比也具有强烈的运动

色彩、线条和它的视觉描绘的愿望，这一点是无法排除的。

狼嗥的秘密

长期以来，不少猎人和科学家对狼的各种叫声作了艰苦的探索，从而

揭示了一些秘密。

当一头饥饿的狼捕到猎物时，它并不像人们料想的那样立即啃噬，而

是先站在猎物前久久地大声嗥叫。这是为什么呢？以前人们认为这是狼在

抒发成功的喜悦之情。然而，最近动物学家发现，当成功者嗥叫时，远处

就会传来同类的响应，这就为解谜提供了线索。原来，猎食的任务通常是

由狼群中年轻力壮者承担的。在追捕猎物时，它们难免彼此要拉开很大的

距离，于是就依靠嗥叫来互相报告当时所处的位置。狼嗥传递信息的有效

距离为８～１０千米。同时，等待会餐的狼群中的其他成员，也能根据嗥叫声

毫不费力地找到捷足先登者。

狼嗥作为狼的 “语言”的一种，表达的是它强烈的情感，比如高兴、

哀伤、惊慌、不满、恐惧。美国一位学者还指出，每个狼群都有自己的

“方言”，而且狼群与狼群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为了各守疆域，狼群就用

嗥叫来警告对方不得逾越雷池一步。

狼吠也是一种狼的 “语言”，类似于人类间的交谈或打招呼：“怎么啦？”

咆哮是狼表示警告或威胁的 “语言”。当成年狼想制止幼狼的擅越行为

时，就会咆哮。对于狼崽来说，如果听到交替出现的咆哮声和吠叫声，则

表示 “危险”降临，均会飞快地钻入洞穴中。如果是狼群中的头狼发出咆

哮，这意味着它十分不满意自己属下的行为。

有时候，狼还会发出一种类似于人类的嘤嘤啜泣声，这实际上是成年

狼在与狼崽谈心。狼崽一般在４月末５月初降生。最初３周内，狼崽是绝不

出洞的。等狼崽长大些后，母狼便会以 “嘤嘤啜泣”般的柔声，召唤自己

的孩子爬出洞穴。当狼崽为躲避危险而藏起来时，事后母狼也会以 “嘤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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啜泣”来安慰它们：危险已经过去。有时候，母狼会将狼崽交给老狼照看，

而自己去猎食。如果母狼迟迟未归，狼崽就会开始嗥叫，但只要嗅到母狼

狼

渐近的气味，惊慌的嗥叫声就

会立即变成欢快的 “嘤嘤啜

泣”声。

有时候成年公狼也会 “嘤

嘤啜泣”，这是当它们走近头

狼时表示 “恭敬”和 “俯首听

命”的意思。

对于其他动物来说，狼的

叫声同样也包含有众多的信

息。比如，当听到狼嗥时，其

他体型较小的兽类就会知趣地绕道而行。相反，当狼获得猎物而用嗥叫呼

唤同伴前来会餐时，乌鸦也会循声飞来，以便争得可观的 “残羹剩菜”。

动物界中最吵闹的成员

吼猴的分布范围比任何一类新大陆猴都广泛，从墨西哥南部一直到巴

拉圭和热带的阿根廷，都有其足迹。根据吼猴的体色明显不同、身体结构

上的差别，动物学家把它分为５种，主要有红吼猴、黑吼猴和红手吼猴。

吼猴是动物界中最吵闹的成员，它们喉部特大，喉内的舌骨像个盒式

共鸣器，雌雄猴都有，但雄猴比雌猴长得大些。吼猴吵闹起来，在１．６千米

以外都可以听到。吼猴的吼叫声，在新大陆猴类中是最响亮的。它们的吼

叫声，开始是时断时续的咆哮，接着像一连串隆隆的鼓声。声音从喉部发

出，然后由脖子内的盒式共鸣器扩大音量，这种音量差不多要比和它个头

相当的兔猴大２４倍。吼猴收缩胸部和腹部肌肉，压出空气，通过共鸣器上

端一个口发出洪亮的吼声。

吼猴性喜群居，据美国心理学家Ｃ·Ｒ·卡彭特在巴拿马的巴罗科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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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岛考察，每群平均３只成年雄猴，７～８只成年雌猴，再加上小猴，一共

约１７～１８只。同一个群中猴子之间通常关系融洽，除小猴因嬉戏而争吵以

外，成猴间虽偶尔也会发生冲突，但很快就会平息。尽管猴群中也有一只

年富力壮的雄猴为王，但没有发现妒忌，雌猴在发情期主动找伴侣，当雄

猴满足后，它可以再物色另外雄猴当作伴侣。

每个吼猴群各自占有一定地区，群与群之间常有地区交错现象。一旦

发生领地冲突时，通常不会发生 “你死我活”的肉搏战，代替的是吼声战。

如果入侵群的吼叫声压倒了主人群，后者的领地就被占领；反之，入侵群

只好乖乖地退出。有时，一只食肉猛兽也会潜近猴群，此刻，众猴就向来

者齐鸣，警告它：“我们是不好欺侮的”。假如人在吼猴出现的地方模仿它

们的吼叫声，它们听后也会很快以吼叫声来回敬。虽然吼猴不会攻击人，

但当它们愤怒地吼叫着向人逼近，情景也是颇可怕的。

吼　猴

一群吼猴在树上行动时，

总是成单行前进，树枝就是它

们的公路。一般是一只大个头

的成年雄猴在前面带路，由另

外一只成年雄猴在后，雌猴走

在领头之后，携带幼仔的雌猴

往往靠近排尾。不过，偶尔也

有顽皮的小猴会跳到前面占排

头的位置，但是时间不会太长。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吼猴也会

在树林中腾空飞跃。

吼猴是正宗素食者，树叶、果实和种子它们都吃，每天觅食时间是２～

４个小时。它们采食方式与一般旧大陆猴子不同，不是采摘食物并捧在手里

吃，而是靠能缠卷的尾巴倒悬在树上，直接用嘴啃树枝的叶和果，或用尾

巴把食物拖过来吃。吼猴吃树叶时有很好的辨别能力，它们只选择树上含

毒素最少的部分，如叶柄、成熟的果实和嫩叶来吃。一场大雨以后，人们

还可看到吼猴舐叶子上的水，或是用手去接从树上流下来的雨水。但是在

干旱或繁殖过多时，它们迫不得已去吃那些含有超量毒素的树叶，这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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