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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麋鹿是世界上已经绝灭于野外，但被安全地保存在园囿条件下，目前正试行重新在原栖息地放野的大
型哺乳动物中的少数物种之一；也是我国动物群的典型代表，以及自然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悠久绵长的影响，也许在我国还很少有其他动物能力与其媿美，因而《麋鹿研究
》所涉及的时空和内容的跨度是很大的。
    这本书的突出特点是穿古今、跨文理、资料极为丰富翔实，包含许多新发现、新认识和新思路，信
息量大。
    书中还完善了作者1990年提供的一个不仅适用于研究麋鹿、而且适用于研究其他历史时期野生动物
的新的研究方法和具体操作方案，因而这本书的参考价值将是比较大。
因书中包含了许多生动的小故事和传奇情节，以及不少掌故和轶闻趣事，所以读来也许不至枯燥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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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野生麋鹿在我国绝灭可以说是人类影响作为一个关键因素，造成珍贵野生动物绝灭恶果的一个典
型的例子。
既然清朝时在我国的江苏（如嘉庆《东台县志》和《海曲拾遗》）、湖北（如同治《巴东县志》）、
海南（如道光《琼州府志》；光绪《昌化县志》）和台湾[如康熙《台湾府志》和《裨海记游》竹堑（
今新竹）等]等省的野外还有麋鹿生息，那么，如果没有人为因素，它们完全可能延续到今天，因为这
些地区现今的自然环境与清朝时比较，未曾有过剧烈的变化，麋鹿的适应性也无变化，即在这极短时
间间隔里麇鹿不可能沿着特化的道路继续有显著的发展。
　　二、地区和时间　　对野生麋鹿最后绝灭的地区和时间的推断主要根据3个方面的资料。
　　首先，从最晚近的糜鹿化石的发现来看。
根据现有资料，在麋鹿的298个化石产地中，确认是全新世的（未包括全新世早期或更新世晚期的）就
占到249个，合83.6%。
换句话说，距今200万年左右的糜鹿产地只占16.4%，而距今1万年的产地竟占到83.6%！
麋鹿的已知化石记录的西界，也是全新世的西界，约在东经109。
附近，向东直到大海。
这249个全新世地点在此区间还不是平均分布的，偏西的很少，中部的也不多，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东部
沿海平原，特别是长江下游沿海平原（图4-2，表4-2）。
全新世所属的时代最晚近，化石所代表的显然是最晚近的动物。
全新世化石分布密集的地区也许可被指示为野生麋鹿最后生活的地区和野生糜鹿最适宜生活的地区。
较之于其他地区，行将绝灭的动物在最适宜的地区生活，当然应该较后绝灭。
如果考虑历史记载和现生标本的发现，则更加有利于这个结论。
　　其次，从动物本身的生态要求以及我国东部沿海全新世古地理、古气候条件来看，野生麋鹿是一
种喜温湿水域环境的平川兽类。
在第四纪，特别在全新世化石分布区以内，我国靠东部比靠西部的古地理、古气候更具备野生麋鹿所
需求的生态条件。
那么，中国东部又是哪一段更合适呢？
东部北段，如华北和东北，那儿的气候不理想，尤其冬天的气候对野生麋鹿来说比较严酷。
东部南段，如浙中、浙南、福建和粤北，那里又主要是野生麋鹿不爱栖息的丘陵山地、较少有其喜爱
栖息的平原，也不理想。
只有东部的中段，滨海临江，水域星罗棋布，坦荡的长江中下游各平原，以及这一线南部的一些海岛
平原，如台湾、海南和舟山等岛屿的平原，才可能是全新世时那些最后的野生麇鹿繁衍生息的地区。
　　第三，从古文献来看，反映古代野生麋鹿分布的最晚近的古文献全部都集中在我国东南，包括江
苏、湖北、海南和台湾等的那些省区（见第四章第二节）。
　　综合以上3个方面的资料得出的结论是：野生麋鹿最后绝灭是在我国东南部，比如长江中下游的
平原及其南部的一些平原或沿海岛屿的一些平原（图4-3）。
可能自商周以来，野生麋鹿一方面开始走向衰落，同时另一方面受到人们的驯养。
在较长的时间内，野生者和驯养者同时并存，野生者日益稀少，直到清后期，甚至清朝稍后，野生者
才完全绝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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