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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 5 月，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
季节。今年，温州南麂列岛被增设为中
华凤头燕鸥的招引场所。鸟类生态学博
士陈水华作为中华凤头燕鸥保护团队的
技术顾问，最近一直在与团队成员讨论
新的招引地布置方案和细节。

陈水华戴着眼镜，瘦瘦的。现任浙
江省博物馆馆长的他，上下楼梯时步伐
利落，讲起话来声音洪亮，举手投足间透
露着户外工作的印记。

不久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召开的
太平洋海鸟组织年会上，陈水华被授予
特别成就奖，表彰他在“神话之鸟”中华
凤头燕鸥保护中做出的杰出贡献。

中华凤头燕鸥是世界上最为濒危的
鸟类之一，被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20 年来，陈水华带领团队踏访
了浙江3000余座海岛，不仅在象山韭山
列岛找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繁殖地，还通
过多年努力改善了其繁殖栖息环境。

目前，中华凤头燕鸥在全球有 5 个
繁殖地，4 个在中国，其中两个在浙江。
全球中华凤头燕鸥数量从 2013 年不到
50 只增加到 2022 年的近 200 只——他
们主要集中在浙江的象山韭山列岛和舟
山五峙山列岛两处繁殖地，占全球数量
的85%以上。

风雨之后终见彩虹

“自 2003 年以来，我一直从事海鸟
研究，当时我带领一个团队在浙江沿海
岛屿上寻找筑巢的中华凤头燕鸥。幸运

的是，我们在 2004 年成功找到了一小
群。从那时起，我一直致力于研究和保
护这种非常稀有的海鸟。”被授予特别成
就奖时，陈水华用简单的语句讲述着 20
年的护鸟生涯。

但这一段故事从来都不容易。“神话
之鸟”之所以“神话”，因为他们数量稀
少、踪迹罕见。1937年有人在山东发现
中华凤头燕鸥，之后他们就失去踪迹，直
至 2000 年 6 月在福建马祖列岛被意外
发现。寻找“神话之鸟”，成为鸟类研究
者们的追求。

2002年夏天，还在浙江自然博物馆
工作的陈水华接待了来自台湾的鸟类学

家颜重威。“颜先生和我们提起了中华凤
头燕鸥。”陈水华回忆，“他认为，浙江位
于山东和福建之间，而且有很多岛屿，说
不定在浙江某个岛屿上，还生活着中华
凤头燕鸥。”

这番话让陈水华两眼放光。2003
年，浙江自然博物馆开启了寻找中华凤
头燕鸥项目，陈水华带着团队出发了。

海岛考察是一项艰辛枯燥且伴随着
各种危险的工作。团队从北端的嵊泗列
岛出发，他们通常在每年6月雇一条船，
花3个月在海面上漂荡。这是寻找海鸟
的好时机，也是台风最爱的季节，陈水华
们就是要与台风抢时间，和涌浪作斗争，
抵抗大大小小的颠簸。

在海上，涌浪带起海水打入船中是
常有的事，一个涌浪打过来，“哗啦”一下
整个人湿透了。大家的第一反应总是保
护好相机和资料，然后用盆拼命将水舀
出船外。如何登岛也是一项挑战，这些
无人小岛没有码头，需要在船颠簸到高
点时跳上岩礁，甲板上都是水，一不小心
就会滑入海里。

身体上的艰难尚能克服，一次次空

手而归才是真正的打击。
2004年，团队寻找中华凤头燕鸥的

第二年，跑了 1000 多个海岛，除了在岱
山的一个小岛上发现一小群黑尾鸥外，
几乎一无所获。大家眼前是一团迷雾，
没有人知道能否抵达终点。

“那两年真的很艰难，要不是后面出
现转机，说不定就放弃了。”陈水华笑着
摇摇头。

2004 年 8 月 1 日，一场计划之外的
调查让他们终于在象山韭山列岛一个叫

“将军帽”的无人小岛上，找到了约4000
只大凤头燕鸥繁殖群，其中混杂着约 20
只中华凤头燕鸥。

广阔无垠的海面就像一块巨大的
拼图，而寻找中华凤头燕鸥就像是拾掇
散落在角落里的碎片。陈水华表示：

“过程虽然辛苦，但一波三折更显可
贵。风雨之后终见彩虹，这种感觉实在
令人着迷。”

“神话”摆脱失传命运

要真正实现对中华凤头燕鸥的种群
恢复，还有太多事要做。

2010 年，在“海鸟保护暨海洋保护
区管理国际论坛”上，美国俄勒冈州立大
学的丹尼尔·罗比博士介绍了一种“社群
吸引技术”。“就是利用中华凤头燕鸥选
择繁殖栖息地容易受到同类影响的习
性，通过布设假鸟和声音回放，将中华凤
头燕鸥引到特定的栖息地繁殖。”陈水华
介绍。

在 丹 尼 尔·罗 比 博 士 的 指 导 下 ，

2013 年 5 月，中华凤头燕鸥繁殖种群招
引和恢复项目在韭山列岛的中铁墩屿正
式启动。岛上安装了 300 多只假鸟，以
及两套由太阳能供电的声音回放设备。

张鹏是参与过这一项目的志愿者，
他说：“我们在岛上两个月的工作是完整
地记录燕鸥群到达、求偶、产卵、孵蛋、育
雏、离岛的全过程。此外，还要对招引区
进行清理，例如除草、平整栖息地、抓蛇
灭鼠等。”

陈水华知道，招引并不会一开始就
很顺利。即便有心理预期，直到当年 7
月初，过了繁殖期都不见中华凤头燕鸥
的身影，他的心情跌至谷底。

几天后，一场台风改变了一切。台
风掠过东南沿海某个不知名的岛屿，岛
上原本的燕鸥繁殖群被破坏，燕鸥只能
寻找一个新的繁殖地。就这样，它们来
了 。 2013 年 ，中 铁 墩 屿 最 终 招 引 到
3300 只大凤头燕鸥和 19 只中华凤头燕
鸥，随后，这批燕鸥成功繁殖。这也标志
着我国首个“人工引导鸟类选择繁殖地
试验”初步成功。

陈水华难掩自豪，当时的他已经追
寻中华凤头燕鸥10多年，还是第一次长
时间亲密观测这种鸟类。

为了更好地完成招引工作，2015
年，团队成员范忠勇、陆祎玮前往美国学
习社群吸引技术。在美国，他们学习如
何记录、观察和研究海鸟的繁殖生态，与
美国的研究同行分享经验，观摩社群吸
引技术的运用。

自此，有关中华凤头燕鸥的研究工
作才真正展开，而陈水华也面临着一个
更大的挑战。

中山大学教授刘阳与陈水华团队
研究发现，中华凤头燕鸥因为难以形成
集群，只得混在大凤头燕鸥中生存，为
了“将基因延续下去”，中华凤头燕鸥会
和大凤头燕鸥杂交，但不同种类燕鸥之
间杂交可能会给中华凤头燕鸥带来灭
顶之灾。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华凤头燕鸥，每
年 6 月，刘阳会把在繁殖基地采集的燕
鸥羽毛、蛋壳等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基
因检测，以获得遗传数据。

刘阳认为，招引成功让浙江中华凤
头燕鸥种群的恢复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树
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而他对遗传方面
的研究目标则是将种群扩展到更多的繁
殖地。

从海岛调查到招引再到遗传学研
究，这条种群恢复之路走得并不顺利。

不过陈水华明显感觉到，这几年中华凤
头燕鸥的增加速度很快，就好像这些海
鸟也在和他们一起努力。

如今，浙江集中了全世界中华凤头
燕鸥近 80%的繁殖种群，这种鸟类已经
初步摆脱了灭绝的命运。

究竟是谁成就了谁

2019年，陈水华调任浙江省博物馆
馆长，他也从团队负责人变成了技术顾
问。“和宣传有关的工作，我一定会参
加。”陈水华告诉我们。

陈水华清楚地记得，2007 年 6 月，
中华凤头燕鸥回到韭山列岛将军帽岛屿
繁殖，团队成员都很高兴。令人意想不
到的是，还没来得及开展保护，就有不法
分子趁着夜色登岛，将1000余枚燕鸥蛋
一卷而空。

“捡蛋导致中华凤头燕鸥二次产卵，
但延后的繁殖期撞上台风的多发期。如
果没有人为破坏，台风对燕鸥的繁殖就
没有影响。”陈水华说，这次事件让他们
真正认识到，除了保护，宣传也很重要。

从那以后，团队与国际鸟盟、香港观
鸟会、浙江野鸟会、象山县海洋与渔业
局、舟山市定海区环保局等机构合作，定
期开展演讲、发传单等宣传教育活动。

让陈水华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他
们在象山一所小学做演讲，从那以后，一
个小女孩一直用业余时间参加生物资源
保护活动，后来也成了团队的志愿者。
这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们每一次宣传
就像风吹起蒲公英，即便飘向人们看不
到的地方，也一定会在某处落地发芽。

“我时常讲，撒下一把种子，就一定会有
收获。”陈水华说。

对一个濒危物种的保护背后，是对
海洋生态系统的修复，而极度濒危的中
华凤头燕鸥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程
度更是具有重要指示作用，陈水华认为
要“唤起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在采访中，陈水华总能迅速而清晰
地回忆起每件事、每一位志愿者的名
字。他生动鲜活的描述甚至让我们产生
了错觉：这些事真的已经发生十几年了
吗？

“你说是陈水华成就了中华凤头燕
鸥，还是中华凤头燕鸥成就了陈水华
呢？”陈水华像是自言自语。可以和一群
志同道合的伙伴，朝着一个方向共同努
力，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我会一直坚
持对中华凤头燕鸥的保护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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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灰浆、架龙骨、盖小青瓦⋯⋯5
月，步入温岭市大溪镇三池窟村，三池窟
大寨屋维修加固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

三池窟大寨屋是省级文保单位，由
30 多幢砖、石、木结构的民宅组成，石梁
枋、石柱、石斗拱、石板⋯⋯用到的各类
石材都采自当地石屿，温岭地方特色浓
郁。三池窟大寨屋至今仍有人居住，由
于存在霉烂、糟朽、脱榫等问题，大溪镇
政府启动了维修加固工程。

一眼望去，工地上几乎都是一张张
饱经沧桑的脸庞。其中，一个头戴安全
帽、穿着一身休闲服的小伙子格外出挑。

“上来看看吧。”小伙子带着我们攀
上活动架，到达还没盖瓦的屋顶，龙骨
刚刚嵌完椽子，望着镂空的顶，我们颤
颤巍巍不敢上去，他却飞快地从这头到
那头。

这个小伙子是黄郑强，临海汇溪人，
2016 年入行，从业 7 个年头的他如今已
是包工头，有一个近30人的古建修复营
造小团队，曾参与修复杭州法喜寺、永福
寺，湖州法华寺等10余处古建筑。

50 岁算年轻，95 后
圈内罕见

施工现场，工匠们有的小心翼翼取
着小青瓦，有的用撬棍将老旧的椽子一
根根拆下。黄郑强很“抠门”，在拆下的
零部件堆里挑挑选选，就连腐坏的椽子，
也要截断留下完好的部分，就地再利
用。“原材料保留得越多，文物价值就越
高。”他笑着解释。

忙碌的工匠里，有不少看着黄郑强
长大的亲戚。他们都来自中国古建筑工
匠之乡——临海市汇溪镇，这个山区镇
有3000多位村民从事古建筑行业，占全
镇劳动力 20%。这里有 50 余人被评为
中国传统建筑名匠、高级古建营造师。

大家对团队里最年轻的黄郑强赞许
有加。“我们这一行，50 岁都算年轻，甚
至还有70多岁的，像黄郑强这样的小后

生，很罕见了。”
黄郑强的父亲黄昌敏也在场，16 岁

就从事古建行业的他如今已是高级古
建营造师。他告诉我们：“1995年，黄郑
强出生后没多久，就跟着我们全国各地
跑工地了。”那时，黄昌敏在珠海建造圆
明新园，后来又辗转海南、浙江，工程在
哪，就把黄郑强带到哪。工地上的石
头、瓦片、油漆刷，都成了陪伴黄郑强成
长的玩具。

从小耳濡目染的黄郑强对古建筑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学生时代，他一到假期
就闲不住，跟着父亲去古建加工基地做
木工。“那时候，发现自己学技术还挺快
的。”于是，他毫不犹豫报考了金华职业
技术学院的中国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开心地跟着老师去金华当地的琐园、寺
平等古村落参观、测绘。

2016年毕业季，和很多选择坐办公
室绘图的同学不同，黄郑强觉得自己特
长就是做木工、做瓦工，于是果断地回到
汇溪镇，加入古建筑工匠队伍。

自己选的路，跪着也
要走完

回到汇溪镇后，黄郑强师从年近半百
的黄红飞，他已经在这行摸爬滚打30年。

师父领进门后，“修行”的第一站是
广东汕尾——去修建陆河观天寺。“年轻
人，可能就是来体验一下，能待个几天，
就不错了。”一开始，大家对黄郑强并没
有太高的期待值。

黄郑强拎着刚置办的行头，怀着满
满的期待与好奇，跟着大部队出发，但这
份好心情很快就烟消云散。到达目的地
已是凌晨 1 时，等待他们的竟是这样的
场景——深山老林，没电没水没信号。

“哪有年轻人选这样的地方工作？”黄郑
强心里嘀咕着。

他咬咬牙，给自己做好了心理建
设。作为学徒，他起得比谁都早，根据
图纸建模、配合师傅放样，在进行桩基
工程时，由于大型机械设备不方便进

山，他以人工开挖的方式打到 10 米多
深的硬地，钻出来的时候带着满满一身
泥。不仅工作上肯吃苦，生活中他也非
常“有眼力见”，为方便大家，他常常主
动去河边挑水，一桶接一桶直到大水缸
装满水为止。

就这样，黄郑强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洗澡就等雨下大了冲出去淋一通。
除了和工友交流，施工半年间他断绝了
与外界的联系⋯⋯有一天，他跑了十几
里山路，终于找到微弱的信号，发了半年
来唯一的微信朋友圈：“一切是那么枯
燥，只有满天的星星，但自己选的路，跪
着也要走完。”

近乎惨不忍睹的开端，并没有让黄
郑强打退堂鼓。“回想起来，耐得住寂寞，
或许是入行的第一课。”他说。

后来，黄郑强每到一处工地，都适应
得非常快，面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建
筑，他很快就能开始一场新的学习。这
些年来，黄郑强渐渐熟悉了泥工、瓦工、
木工、雕刻工等技能，并乐在其中。“通过

自己的双手，将古建筑修复如初，那种成
就感难以言喻。”

游客夸建得好，听着
特别开心

“我的青春古色古香。”黄郑强说。
虽然古风浓郁，但他也有潮的一面——
爱记录、爱分享，喜欢拍短视频，在各大
社交平台晒那些我们不曾感受过的日
常：坐着塔吊升降；在工地用电磁炉炒
菜，秀一下厨艺⋯⋯

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黄郑强也有
各种苦恼。东奔西走，还没成家；想完
成从包工头到公司老板的跃迁⋯⋯当
然，他也有自己的小确幸，其中，最开
心的要数旧地重游。“以游客的身份再
次来到曾经修复或新建的工程，有游客
夸建筑盖得好，我听着就特别开心。”
黄郑强说。

7年间，黄郑强参与的工程遍布全国
各地⋯⋯渐渐地，有人称他行家，但他更

愿意用“小学生”形容自己。“每个工种看
上去都会，但还说不上精通，学得越多，就
越发现自己未曾涉猎的领域还很多。”古
建筑修复不仅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活，还涉
及建筑学、材料学、化学、宗教、文化等。

采访当天，黄郑强还带着我们参观
了以前在温岭修复的流庆寺。“每个朝代
的建筑风格不一，色彩运用也不一样，宋
代清雅，用色单纯稳重，明清色彩等级分
明⋯⋯”他一路走，一路为我们讲解。

看着身边不少工匠渐渐老去、退休，
黄郑强也有自己的担忧：“尽管古建筑修
复营造市场在扩大，工匠们收入在提
高。但毕竟是户外劳作，愿意扎根古建
修复一线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很少。”如
今，直播带货风
行，他正在筹建
直播团队，打算
聚焦古建工地的
日常，让更多年
轻 人 了 解 这 一
行、喜欢这一行。

台州95后古建工匠黄郑强——

我的青春古色古香
本报记者 金 晨 市委报道组 卢靖愉

黄郑强（右一）在屋顶施工。 市委报道组 卢靖愉 摄黄郑强（右一）在屋顶施工。 市委报道组 卢靖愉 摄 爬上爬下对黄郑强而言稀松平常。 受访者供图

中华凤头燕鸥一家子。 拍友 范忠勇 摄

陈水华（右）在海岛
考察。 拍友 谢有定 摄

陈水华在象山韭山列岛对燕鸥环志后进行身体测量。 拍友 范忠勇 摄

黄郑强向记者介绍施工常用的瓦当。 市委报道组 卢靖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