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为鹤家乡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么，李白诗句中的“天”究竟在何方？追根

溯源，一座山脉，一片草原，一座大湖……青海的三江源头，处处有关于这个“天”的考

证。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是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

7 月 11 日，我们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城出发，前往黄河乡采访生态管护员。车子

驶离国道进入黄河乡的岔路口后，我们就调试好了相机，随时关注着窗外，期许与藏野驴、

藏原羚来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我之所以笃定能看到藏野驴和藏原羚，是因为按照我之

前多次去黄河乡的经验，在这条路两边广袤的草原上看到成百上千的藏野驴群，是再平常

不过的事。

但此次，事与愿违。我们行驶了很久，快到黄河乡乡政府所在地了，也没看到几只野

生动物。同行的黄河乡生态管护站负责人加羊多杰解释：“眼下是藏野驴集中产驹的时节，

藏野驴和藏原羚都迁徙了。随着食草野生动物的迁徙，食肉动物跟着走了。”

此时我才发觉，多年行走在三江源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对野生动物的观察中还欠缺了

对重要时节的关注。正当我失落之时，加羊多杰紧接着说：“虽然看不到藏原羚，但我们绝

对能看到鸟类，尤其是黑颈鹤，每对黑颈鹤详细的位置我一清二楚。”

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我们继续向黄河乡腹地深入。没一会，远处一座湛蓝的大湖映入眼

帘，加羊多杰一停车，我就知道他肯定看见了黑颈鹤。果不其然，加羊多杰指着湖对岸，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对黑颈鹤昂着高高的头颅，漫步在水草之间。

我弓着身子，缓慢爬到湖边，趴在草地上，仔细观察着黑颈鹤。它们在湖岸上走走停

停，偶尔一只鹤会仰着脖子发出一声长戾，像是在呼唤，另一只听见了也会伸长脖子鸣叫

一声，像是在回应。我想，这一对黑颈鹤应该是长相厮守的情侣，或者是夫妻。

我静静地趴在草地上一动不动，期盼着黑颈鹤能靠近一些。等了很久，黑颈鹤依然在

湖对岸，无奈我们只能离开，我怕待的时间久，耽误黑颈鹤夫妻到湖中孵蛋。

我们能看到湖中有一些用草垛搭建的鸟窝，加羊多杰说那些鸟窝是黑颈鹤的家。

加羊多杰之所以如此清楚，是因为湖中的鸟窝正是他带着生态管护员搭建而成的。“这

些年，随着降雨增加，黄河水位上涨，黑颈鹤搭建的鸟窝时常会被湖水冲散，鸟蛋也被冲

走。于是我们利用冬春季节，黑颈鹤迁徙之后，用提前准备好的草、木杆、铁丝等材料给

黑颈鹤搭建新房子。”

相比过去容易被淹没的鸟窝，新房子显然更高也更坚固。为了不让迁移回来的黑颈鹤

有所察觉，加羊多杰和生态管护员特意把旧鸟窝的草拿出来铺在新窝里。近三年里，加羊

多杰带着生态管护员在全乡范围内搭建了 86 个黑颈鹤鸟窝。通过观察，86 个鸟窝中都有黑

颈鹤夫妻入住，并在孕育新的生命。

其实，对于生态管护员来说，日常除了做好搭建鸟窝等守护工作，更多时候还会把精

力放在观察记录黑颈鹤生活习性和繁殖数量上。

“目前，全乡统计的黑颈鹤数量 286 只，比 2019 年增加了 163 只。”

“今年的第一只黑颈鹤迁徙到黄河乡是 3 月 14 日，比去年提前了 13 天。”



“每一对黑颈鹤领地是 1 平方公里左右，每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10 日之间，所有黑颈

鹤宝宝都会孵化出来。”

……

据记载，科学界认定的第一只黑颈鹤是在青海发现的：1876 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

尔斯基在青海湖畔发现黑颈鹤，并取得标本。根据科研人员的测算，全世界的黑颈鹤种群

中，大约每两只中就有一只出生在青海，全球黑颈鹤数量在 9000 只左右，其中拥有繁殖对

3000 至 4000 对，这些繁殖对中，至少有 1500 对至 2000 对在青海繁殖，在青海 1000 多年

前的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中，就出现过关于黑颈鹤的记录和传说。

藏族传说中，格萨尔有一位忠诚的牧马人，一生都在为格萨尔放牧。他去世后，曾经

放马的地方出现了一只黑颈鹤，那里的人便说它是“格萨尔可达日孜”——意思就是格萨

尔的牧马人。

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于高原的鹤类，栖息在海拔 2500 米至 5000 米的高原。北起阿

尔金山—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麓—横断山，西起喀喇昆仑，东至青藏高原东北边缘，

区域内的河流湖泊沼泽等湿地环境都是它的栖息领地。

“天上玛多”符合黑颈鹤对于栖息环境的要求。一方面，黄河源区最重要的生态资源

就是水资源和湿地资源，由于地处黄河源头，境内湖泊星罗棋布，大大小小湖泊数量已经

达到 5000 多个，河流湖泊还孕育了丰富的湿地资源，湿地总面积达到了 3031.44 平方公里。

另一方面，黑颈鹤通常是以小家庭为单位分散居住，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黑颈鹤基本

上都是一对的原因所在，而且每个小家庭之间会保持一定距离，以免相互侵扰，黄河源园

区地广人稀，为黑颈鹤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目前，青海省内黑颈鹤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是广袤的三江源湿地，其中黄河源地区和澜

沧江源头地区数量最多，玉树隆宝湖是目前已知繁殖黑颈鹤种群密度最高的地区。

每年的三月份，黑颈鹤从云贵高原和雅鲁藏布江向黄河源园区迁徙，并在这里繁衍新

生命，一直到严寒来临，黑颈鹤宝宝羽翼已经丰满，可以展翅飞翔，它们会暂时离开家乡，

飞到气候温暖的地方过冬，这种迁徙更像是去度假。

我们继续深入黄河乡，沿线看到了很多湖泊沼泽，每片湖泊沼泽地带中都能看到黑颈

鹤在翩翩起舞，细长的爪子踩在草地上，就像纤细的手指弹奏钢琴，迈动的身姿犹如少女

在演奏芭蕾，优雅高贵。

遗憾的是如此优雅的一幕场景，只能远观，稍微靠近一些，黑颈鹤就会离你而去。我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黑颈鹤是三天之后的冬格措纳湖之行。

7 月 14 日，我们前往花石峡镇冬格措纳湖，冬格措纳湖是藏语，翻译过来就是一千座

山峰围成的湖泊。正如其名，冬格措纳湖两侧是怪石嶙峋的灰褐色山峰，千奇百怪，形态

各异。

沿着冬格措纳湖畔的公路缓慢行驶，湖边能看到很多的鸟类，斑头雁、赤麻鸭，不计

其数。车辆驶过一处弯路，我们在道路左侧的山坡上看到了 5 只黑颈鹤。此时，我们与黑

颈鹤的距离不足10米，这也是我在三江源地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到这么多的黑颈鹤同行。

因为突然停车，受到惊吓的黑颈鹤纷纷展翅向着公路右侧的湖畔飞去，没飞多远便缓

缓着地。此时我们与它们的距离并不是很远，我下车后它们并没有着急飞走，而是慢慢迈



动着脚步，向湖岸走去。

内心欣喜之余，萦绕在我脑海间的是由眼前这一幕引发的疑问：这个季节，黑颈鹤的

出现基本上是一个繁殖对，为什么会同时出现 5 只大小一致的黑颈鹤，而且 5 只黑颈鹤一

直形影不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