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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相信万物有灵吗？”李春如把脸转向我们，眼神

里有些许神秘，又有几分天真。此刻的他，一点也不像 78
岁的老人，倒像一个顽童。

这是 8 月 4 日清晨 5 时 30 分，九江市都昌县多宝乡洞

子李村旁的马影湖，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远方，淡青色

的天穹被抹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深邃在慢慢退去，光

明的神驹，开始在大地上驰骋。马影湖宽阔的水面，被铺

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马影湖是鄱阳湖西北的一片水域，也是数十万南迁

候鸟抵达鄱阳湖的第一站。在芳草萋萋的堤岸，我们和

巡湖的李春如边走边聊。他不时停下来，拿望远镜观察

远处夏候鸟的情况，那黝黑的脸庞，在晨曦中泛着亮光，

两道浓眉下，一双大眼充满神采。

好吧！我们的故事，就从两只苍鹭开始。

“不，不仅仅是苍鹭，我要讲的是两位老友、知音。”李

春如说。

常常和乐乐

常常和乐乐，是李春如口中两位“老友”的名字。

常常 26 岁，乐乐 13 岁。多少个春夏秋冬、日出日落，

李春如和它们不离不弃，痴心相守。

“野生苍鹭的平均寿命 13 年，按人的年龄来换算，常

常已经 100 多岁，乐乐也是古稀之年了。它们能活到现

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李春如的精心守护，创造了这

个物种罕见的生命奇迹。

说话间，老李领着我们下了湖堤，不远处，正是他的

候鸟医院。

走进院子，他指着一间鸟舍说：“你们看，那就是它们

的家。”

2020 年底，一向健康的李春如突感身体不适，到县医

院检查，黄疸指数蹿到了 600 多。县医院请上海专家连线

会诊，诊断为戊型肝炎。年轻时，李春如得过血吸虫病，

家人不敢大意，准备将病重的他送九江市医院住院治疗。

老李心里非常难过。难过的不是自己的病，是舍不

下他的两位老友。

多少年来，除了偶尔几次外出，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

两只苍鹭，每天准时喂食，带它们到院子里溜达，陪它们

说话，日复一日的相处，他们之间早就成了难舍难分的亲

人。

走之前，他去和苍鹭告别，说自己生病了，要离开蛮

长时间。他语气沉重，声音哽咽，仿佛再也回不来了。

“说来也奇怪，它们好像听懂了我的话哩，平常见到

我嘎嘎呱呱地叫，这一次却出奇安静，还走到我身边，用

翅膀蹭蹭我的裤腿，头也低了下去，一副忧心忡忡的样

子。”李春如说。

那次，李春如住院治疗 20多天，终于转危为安。

住院期间，可苦了李春如的老伴刘秋珍。“这两个家

伙，很不听话，只认老李，我每天给它们喂食，都很不情愿

的样子。特别是头两天，不吃不喝。我晓得，它们是想老

李了哦！”刘秋珍轻轻叹了口气。

李春如身体底子不错，恢复得快，他在医院一天也不

想多呆。出院后急火火赶回家，放下行李，三步并作两

步，就往 300 米外的候鸟医院跑。老伴在后面撵他：“老李

啊，你慢些子啊，医生和崽女们交待了，不能激动哦！再

说，你的苍鹭好着呢，我还会亏待了你的两个‘祖宗’？”

李春如说，他一推开鸟舍，两位老友一眼认出了他，

张开翅膀，向他扑棱棱地冲过来，把头靠在他身上，蹭来

蹭去，呱呱叫着，开心得不得了。“我在它们身边坐下来，

一五一十地‘汇报’了治病的过程。我告诉它们，这回好

了，我再不离开它们了……”说起当时的久别重逢，李春

如眼圈红了。

和这两只苍鹭的相遇，也许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

时 间 回 溯 到 1997 年 ，李 春 如 所 在 的 洞 子 李 村 后 背

山，因山林茂密，又临马影湖，在此栖息的白鹭、苍鹭等

鸟 类 有 数 万 只 ，不 时 会 受 到 一 些 外 来 偷 猎 者 的 觊 觎 。

当 时 ，抓 到 一 只 苍 鹭 卖 到 南 方 地 区 ，可 以 赚 数 百 元 ，一

只鸟蛋可以卖 10 多元，这就让一些不法之徒不惜铤而

走险。

李春如每天夜晚都会带着他的 4 条狗沿着山林巡

护。4 月底的一个夜晚，在一棵大树下的灌木丛中，正在

巡护的李春如听到好几声“咿呀咿呀”的叫声。他拨开灌

木丛用手电一照，原来是一只不到两个月的苍鹭幼崽。

他又仔细一看，发现这个小家伙左边翅膀很短小。这是

一只先天残疾的苍鹭幼崽，估计掉下巢后，成鸟父母也懒

得管了。看着这只残疾的“弃婴”，李春如心生怜悯。“翅

膀发育不良，意味着终生飞不起来，这对候鸟来说，是致

命的，我不救它，它一定会死。”当晚，老李就把它带回了

家，还给它取名“常常”，希望小家伙像正常的苍鹭一样，

能好好活着。这一照料就是 26年。

对乐乐的救助，则在 2010 年的夏天。当时，李春如

巡湖时，在马影湖旁边的一座小山坡上，看到一只几个

月大的小苍鹭飞不了几米就往下掉，反反复复，就过去

查看 。“我一看就明白了 ，这个小家伙右眼是瞎的 。”李

春 如 说 ，鸟 的 眼 睛 长 在 脑 袋 的 两 边 ，有 一 边 看 不 见 ，就

会失去平衡 ，撞到这里那里 ，更不可能迁徙 。“在野外 ，

它 怎 么 活 呢 ？”老 李 不 忍 心 ，把 它 抱 回 了 家 ，取 名“ 乐

乐”。

从此，苍鹭乐乐也在候鸟医院里安了家，和常常共居

一室，在李春如的精心照料下，它们健健康康地活着。

集市买鱼记

常常和乐乐活得逍遥自在，李春如却不时为这两位

苍鹭老友犯愁。

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为了常常和乐乐的口粮问题，他

操心得不得了。

苍鹭是一种大型水禽，身高近一米，是典型的“肉食

主义者”，主要以鱼、虾、蛙类、螺蛳等水生生物为食，且要

吃新鲜的。

“我每天给它们喂两次食，上午一般 9 点半，下午 4 点

半。别看它们运动量不大，一只苍鹭一餐要吃半斤多小

鱼呢，一天下来它俩要吃 2 斤多。小鱼仔以小鲫鱼、小白

鱼、小餐鱼（鲦鱼）为主，必须是二两以下的，太大了吞不

下。可就是这些小鱼仔，现在越来越稀缺了，很难买得

到，要碰运气呢。”李春如说，以往，周边相熟的村民去打

鱼的时候，打到了小鱼仔就会给他送过来，七八块钱一

斤。

3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 2020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江西水生生物保护区和长

江江西段实行全面禁捕。2021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鄱阳湖

实行全面禁捕，禁捕期 10年。

“禁捕是国家的政策，当然是好事。以前，鄱阳湖存

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捕捞情况，鱼类资源的减少，对候鸟的

捕食也是不利的。”李春如说。

让负载过度的江河湖泊休养生息，有利于水生生物

的保护，有利于恢复水域生态环境，也有利于生态系统修

复，这是肯定的。

尽管如此，可李春如面临的现实问题，也的确存在。

除了这两只苍鹭，近几年越冬候鸟来到马影湖后，送到候

鸟医院的伤鸟、病鸟，少说也有上百只，这些候鸟经过治

疗后，都要留院进行一段时间的康复，这期间的鲜鱼需求

量很大。虽然老李没有退休金，但是每年花费上万元为

鸟儿们买鱼他从来不心疼，因为儿女们会“赞助”，他头疼

的是有钱也买不到合适的鱼。

禁渔后，没有人下湖捕捞了，老李除了发动亲朋好友

帮忙寻找小鱼，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到市场上去买。

“明天早上我要去县里的农贸市场碰碰运气，你们跟

我一起去看看如何？”老李说。

我们欣然应允：“明天市场上有多少小鱼全买下来，

我们‘赞助’。”老李拍掌称好，笑着说：“这个可以，我接

受，并代表我的两个老友谢谢你们。”

8 月 4 日一大早，我们开车接上李春如，到 20 公里外

的市场买鱼。都昌县加工城农贸市场是县城最大的农贸

市场，这里卖鱼的摊位不少。老李熟门熟路，在偌大的菜

市场穿行，一路上，不少人跟他打招呼，他也时不时停下

来和大家寒暄一番，看得出他是这里的老主顾，而更让人

们记住他的，不用说，是他数十年来爱鸟护鸟攒下的好名

声。

拐弯抹角，穿过数条街巷，终于来到卖鱼的摊位前，

10 多家摊位依次排开。我们跟着李春如一家家看过去问

过去，10 多斤的青鲩、花鲢等大鱼多得很，就是没看到一

家卖小鱼仔的，大家的心情瞬间变得沮丧起来。

我们问，不能买一些大鱼切小来喂苍鹭吗？老李说，

不行的，它们的习性就是吃小杂鱼。

我们打趣说：“老李，这可不是我们小气不买哈，是买

不到呢，不能怪我们。”

老李狡黠地说：“走嘞，我们再去多宝乡街上看看，那

里也有卖鱼的，我就不信你们‘赞助’的钱花不出去。”

一行人马不停蹄，又赶到几十公里外的多宝街，果然

有几家鱼摊在卖鱼。老李跟他们都相熟，一看，只有一家

有小鲫鱼卖。老李叫摊主陈胖子仔细挑一挑，只要二两

左右的。陈胖子仔仔细细挑了半天，合适的就放到旁边

的筐子里。老李不放心，在一旁监督，发现大一点的，他

立马挑出来扔回鱼池去。就这样，全部挑了一遍，上秤一

称，7斤多，8元钱一斤，一共 60元钱。

我们把 100 元钱递给陈胖子。李春如说，陈胖子你不

用找钱，剩下的留着，你再到九江调一点餐鱼来，我明天

还要来买你的鱼呢。我们就对老李说，我们再给 100 元，

你明天来多买点。老李不肯，说够了够了。

“这些鲫鱼是饲养的，现在很难买到野生的鱼。对苍

鹭来说，当然更喜欢吃野生的……后背山的那些苍鹭就

可以在马影湖随便吃‘自助餐’。今年鄱阳湖不像去年那

么干旱，禁渔后小鱼也多了，它们的‘自助餐’可丰盛呢。

可怜我这两个宝贝，只能将就一下了，好在这鱼也新鲜

呢！”

眼看快 9 点了，日头已经升得老高，当天的温度达到

了 36℃。李春如记挂着他的老友，说，它们还没吃早饭

呢，走，咱们给它们送早餐去！

鸟 舍 里 ，一 盆 活 蹦 乱 跳 的 小 鲫 鱼 出 现 在 苍 鹭 的 面

前 。 看 着 两 位 老 友 狼 吞 虎 咽 的 样 子 ，李 春 如 开 心 地 笑

了。

候鸟医生与行吟诗人

苍鹭常常和乐乐，只是李春如救治收养的其中两只

候鸟。马影湖周边，在他 41 年的爱鸟护鸟生涯中，经他和

志愿者们救助、诊治、放飞的候鸟，超过了 1万只。

马影湖，都昌人又称其“彩虹湖”，每年秋末冬初，数

十万南迁候鸟飞抵这里。站在堤坝上，用望远镜一看，那

种飞鸟云集的场景，实在令人震撼。

李春如本是都昌县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他是怎样

和候鸟结缘，从一个给人看病的医生，成为鄱阳湖候鸟救

治医院院长的？这背后还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1982 年初夏的一天，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李春如家所在的洞子李后背山上，在此栖息安家的大量

鸟巢一夜倾覆，殃及数以百计的候鸟。

“整个晚上，我听到鸟叫得很厉害、声音很大，天刚放

亮时我出去一看，很多鸟巢被风掀翻，地上满是苍鹭、大

白鹭、小白鹭的幼崽，不少已经死亡，那个场景让人触目

惊心。我叫上家人一起，捡拾了 500 多只还活着的幼鸟，

它们有的受了皮外伤，有的翅膀和腿折断了。我本身是

学医的，就一边治疗一边观察，给这些小鸟涂药、包扎，最

后有 370多只鸟被治好后放飞了。”李春如说。

从那时起，保护家门口的这些鄱阳湖候鸟，成了李春

如心中的执念。

不久后，他因家里人口多，每月 29 斤的定量口粮不够

吃，便辞去县医院的工作，回乡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在

老家洞子李村开了个小诊所，给乡亲们看个头疼脑热。

而一早一晚，没有特殊情况，巡湖护鸟便成了他的常态。

2012 年，李春如买下了洞子李村废弃的村委会老屋，

先后花了 10 多万元进行修缮扩建，建成了一家候鸟医

院。医院大概有 200 多平方米，包括医护办公室、候鸟病

房、手术室、重症监护室、康复室，还有水池和天棚等，可

以容纳数十只候鸟短期休养。在县卫生部门等机构的支

持下，他还添置了不少医疗器械，给候鸟做大型手术都不

在话下。

2013 年，“中国鄱阳湖候鸟救治医院”正式揭牌，给候

鸟做手术、打针、喂药、准备食物和水、打扫卫生以及采购

药品、食物，他都一力承担，在他的影响之下，周边越来越

多的群众加入了爱鸟护鸟的志愿队伍。

有一次，4 只苍鹭先后受伤，李春如帮它们医治好后，

拿了 4 根红丝带系在它们的翅膀上做标记，想了解它们的

迁徙规律，看它们来年是否还会回来。秋天它们要离开

时，老李看见它们在医院上方盘旋了很久，就像在和他告

别。第二年 3 月，李春如果然看到翅膀上系着红丝带的苍

鹭飞回来了，他唤它们一声，这些苍鹭还会靠近他，发出

嘎嘎的叫声，这是在回应他。

另一次救助白鹤的经历，更让李春如念念不忘。

2016 年冬季的一个夜晚，一只落单受伤的白鹤幼鸟，

被彭泽救护站的志愿者送到医院，当时已经奄奄一息。

李春如给它清伤、敷药、喂营养液，日夜看护。几天后小

白鹤终于睁开眼睛，慢慢康复。

小白鹤能行走了，就跟着李春如去巡湖。有一天，李

春如忙着数湖里的鸟儿，回医院时发现不见了小白鹤，他

焦急地跑到湖边喊：“小白，你去哪了？小白，该回家啦！”

空旷的马影湖回荡着他急切的呼唤。就在这时，小白鹤

竟 然 飞 了 回 来 ，落 在 他 的 腿 边 ，仰 起 头 ，发 出 亲 昵 的 叫

声。两个月后，它完全恢复了健康，该回归大自然了。李

春如按惯例给小白鹤做了体检，填写了放飞记录表格，依

依不舍地张开双手，送小白鹤飞向蓝天。

谁知，傍晚当他回到候鸟医院时，忽然听到了一声熟

悉的长鸣，小白鹤居然又飞回来了！老李只好暂且把它

留在身边。

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钱法文博士得知了此事，打来

电话说：“老李啊，小白鹤不能总跟着你啊，这样下去，家

化严重，它就永远回归不了大自然了。”李春如猛然醒悟，

他下决心坚决不见小白鹤，找不到他老李，小鹤自然就会

飞走。

老李在外面躲了 5 天，小白鹤在候鸟医院等了 5 天，

最后终于无奈地飞走了。李春如听说后，两行老泪扑簌

簌掉下来。他在这天的工作记录里写道：“朝夕相处 83 天

的小白飞离了……”末尾，他还写了一首诗：“天上飞鹤，

袖上泪，飞去北国万千里。小白仍在耳边语，思念无尽

期。”

为候鸟写诗，对李春如来说，这可不是第一次。

李春如说：“我抽屉里有三个证，候鸟救治医院的行

医执照、都昌县林业局颁发的护鸟员证，还有一个中华诗

词学会的会员证。”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马影湖畔美丽的候鸟，让古典诗

词基础不错的李春如着了迷。他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

又一首赞美候鸟的诗篇。在候鸟医院的一间办公室，老

李搬出来厚厚一摞本子，说：“这是我多年来写的马影湖

监测工作记录，有好几十本呢，我的诗都和巡湖护鸟有

关，全在里面了。”

翻开这密密麻麻的工作日志，我们被一个个场景、一

个个故事、一首首诗词打动了：

今年 8 月 2 日李春如给苍鹭常常体检的日志，后面附

着他的一首诗：二十六载系我心，相互厮守情谊深。共享

春秋人不老，鄱阳湖上共知音。
3 月 21 日的观察日志，前面内容为：白琵鹭 7 只（蝶形

湖浅水泥地）、白鹳 3 只（蝶形湖浅水中）、豆雁 500 只、鸿

雁 57 只、白额雁 19 只（蝶形湖浅水面，湿地）……文末同

样附诗一首：兰花香，杏花香，一寸春风一寸暖，鹤鸣好春

光。鸿雁忙，豆雁忙，鄱湖情意长。
3月 2日的观察日志，记录候鸟活动数量等情况后，又

附诗一首：风思君，雨思君，湖中草绿春分临，迁北鸟难

寻。雁关心，鹤关心，待到仲秋菊似金，相见情更深。

…………

“绿水青山愿得酬”

在候鸟医院的一个角落，摆放着李春如这些年获得

的一些荣誉证书：

2022 年生态环境部颁发的“全国百名最美生态环境

志愿者”、2017 年“让候鸟飞”公益基金“重要先驱奖”和

“重要贡献奖”、2009年“斯巴鲁生态保护奖”等等。

李春如说，他很珍视这些奖，他就是个鄱阳湖边长大

的农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获得了这么多荣

誉。他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还要继续干下去。爱鸟护

鸟，是一件可以高调的工作，越高调，越能吸引人们加入

进来。

这些年，也有让李春如感到非常欣慰的事情。

“刚开始我救护候鸟是义务的，每年要花费不少钱。

后来，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我们都昌县候

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推动下，现在每年我还能拿到一

万多元的经费补助呢。”李春如说道。

在我们采访的这几天，候鸟医院后方马影湖的空旷

地带，一个投资 35 万元的高标准候鸟监测平台，正在紧锣

密鼓建设中，计划 11 月启用，届时将为李春如等爱心护鸟

人士全天候观测候鸟，提供极大便利。

去年，在保护国际基金会的支持下，候鸟医院进行了

翻修改造，增加了自然教育课堂等设施，还在多宝乡许村

建设了候鸟书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学习候鸟知

识，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的爱鸟护鸟意识。

2014 年，多宝乡马影湖大雁保护协会成立时，只有包

括李春如在内的 27 人，现在会员已增加到 53 人，志愿者

数百人，多数是多宝乡的村民。

最让李春如开心的，是他的候鸟医院找到接班人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视力下降，老李在给白鹤、大雁等

受伤候鸟做手术时，有时会看不清，这是非常要命的。为

此，老李经常把弟子刘东亮叫到候鸟医院来帮忙。接骨、

开刀的大手术，由刘东亮执行，他在一旁指导。

刘东亮医学院毕业，现在是多宝乡卫生院的外科医

生，1978 年出生，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参与候鸟保护志

愿服务也有 10 多年了。以往师父叫他来帮忙，他都义不

容辞，但要他将来接手候鸟医院，刘东亮没有答应。如今

看到师父李春如年近耄耋，还在尽心尽力，让他十分感

动，他答应师父一定和他一起好好打理候鸟医院，让每一

只受伤候鸟，都能得到全心全意的救治。

就要结束采访的时候，李春如忽然拿出一首诗赠送

给我们。读罢，我们眼眶湿润。与其说这首诗是送给我

们的，不如说是他 41年痴心爱鸟护鸟的人生写照：

半世生涯一卷收，绵绵细语话春秋。早年墨浪情难

尽，寒夜青灯意未休。

马影堤边诗永铸，鄱阳湖上鸟长留。天下游人惺惺

惜，绿水青山愿得酬。

78 岁老人，41 年如一日。他善待生命的样子，是鄱阳

湖畔最美的一道风景。

碧波万顷的鄱阳湖，万鸟欢鸣、鹤舞翩跹。是的，这

就是绿水青山，这就是大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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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如（右一）、刘东亮和常常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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