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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ANIMAL  
澳大利亚

动物天堂

AUSTRALIA

PARADISE
撰文/平平    摄影/ Peter Ristevski

圣雄甘地说过，从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民族是否
伟大，道德是否高尚。在对待动物的态度上，澳大利亚人爱护
动物是全民自发的行为，爱动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对动物的
感情有时候甚至超过了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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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是老人和儿童，二等是动物，

三等是妇女，四等是男人。” 

在澳洲除了老人儿童之外，对动物的

保护位列妇女和男人前面，这里对动物保

护的严格是令人称道的。

有个晚上，一家海鲜店氧气泵坏了，

几条鱼缺氧死亡。早上公交车司机路过，

透过玻璃窗看到鱼缸里的死鱼，当即报

警。经过解释，虽然警察判定店主不属于

虐待动物，但还是属于不负责任致使鱼儿

痛苦而死，因而处以其罚款。……

澳大利亚从联邦、各州政府到各动

物保护组织，颁布的动物保护法、福祉法

数不胜数、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包括动

物的吃喝拉撒、居住条件、医疗卫生、病

 国家消防局(CFA)和州紧急服务署(SES)的工作人员挖走

阿斯特罗胸前的污泥，试图用消防水管和绞盘把这匹18

岁，重500公斤的马拉出来。（左图）

 整个抢救过程中，尼克·格雷姆都没来得及洗换衣

服，一直裸露着身体在阳光的暴晒下，站在齐腰深烂泥

中陪着爱马，直到它被救出。（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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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防治、买卖弃养、运送转接、终老屠宰

等等，细则条文成本成册。几乎将所有动

物可能遇到的情况全都考虑进去。这些规

定对猪、鸡、牛、羊，甚至对圈养的猫狗

宠物等都分门别类，专门制定。任何人以

任何方式，在任何非必要的情况下虐待、

伤害、遗弃动物，导致其疼痛、受伤、恐

惧、焦虑、压力、激动、无家可归、饥寒

交迫等等，均属违法行为，将会受到法律

的制裁。严重的，铁窗服刑可达12个月之

长。

在澳大利亚，根据交通规则，开车得

给动物让路。在路上遇到猫狗、牛羊、鸡

鸭⋯⋯必须停车让它们先过。与告知附近

学校会有小孩出没的路牌一样，在动物常

出入的地段，也会有专门的路牌告知：郊

区常有告诉你牛羊出入地段的路牌；市区

一些公园附近，也有告知常有鸭群出没的

指示牌。

“有一天，我开车去女儿学校，转进

校园里上坡的小道，迎面见一只母鸭从树

林里出来，带着它的孩子们正越过小道，

我忙停下车等他们过去。鸭子走路摇摇摆

摆本来就不快，后面的少年鸭子们还排成

 墨尔本大学的马场兽医泰西·沙利文和尼

克·格雷姆想办法在稳定阿斯特罗的情绪，并对它

进行检查，好在它只是稍稍有些脱水。（左图）

 苦战三小时，在CFA、SES、兽医泰西·沙利文

与当地农民的帮助下，最后用马力强劲的拖拉机

才将阿斯特罗救出污泥。几分钟后，上涨的潮水

就淹没了整片海滩。（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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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列，相互留着间隔，队伍拉得老长，我

没法从路边绕过去。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

去，我后面也排起了汽车长队，我和女儿

都念叨：你们过去了就在那边玩吧，可

千万别掉头返回啊！因为我们有个朋友遇

到过大鸭子过完马路，趔趄前行的小鸭们

还没过去呢，母鸭又掉头返回了！我们还

算幸运，它们没掉头。我后面的车也颇有

教养，没鸣笛催促⋯⋯”

在澳洲，爱护动物是全民自发的行

为。澳洲人认为许多权益是动物生来便享

有的，而非人类的赐予。有些省（州）规

定晚上宠物猫必须呆在家里，不允许出

门。因为它们晚上在外面会打架叨扰居民

睡眠，尤其是它们还捕捉小鸟、Possum、

老鼠、壁虎⋯⋯这些野生动物比宠物先居

住在这块土地上，所以应该保护野生动物

不被伤害。这就是动物保护法的立法依据

之一。

偶尔也会看见有动物被虐杀的新闻，

或有人从动物园偷走小金丝猴养在家里的

事，甚至有绑架宠物的事发生。还有个亚

裔人将澳洲稀有的蓝舌蜥蜴藏在玩具熊

里，走私到中国等地卖作宠物。像这些涉

及动物的犯罪判刑都很严厉。

在澳洲，自家的宠物也不能虐待，

这方面也有许多规定。比如主人要出门几

天，猫狗是不能单独留在家里的，得托人

照看或送去专门的代养处。如果有邻居看

到你有不合适的行为，或许也会报警。曾

发生过有人在家踢了自己的宠物狗，被邻

居看见并被告发而被判刑坐牢的事。这跟

邻居看见你打孩子报警是一样的。

爱护动物的观念在孩子们心里早就根深

蒂固了，他们也知道应该怎样爱护动物。

“有一次我家猫咪叼回一只还没长毛

的小鸟，我把猫赶开，发现小鸟身上被咬

了个洞。我用纸盒装着小鸟，用纱布给它

裹了伤口，喂了水和消炎药粉，忙乎了半

天。女儿放学回家一看，很不高兴，说我

应该当时就把小鸟送到RSPCA（防止动物虐

待协会）去。她又到RSPCA网站查询，得知

这种情况下是不能给小鸟喂水的。女儿更

是大发雷霆。第二天一早我们把小鸟送去

RSPCA，工作人员认真与女儿办手续，还给

小鸟编了号。两天后我们收到RSPCA的一封

信，通知我们那只小鸟因为中了猫毒，经

诊断生命已无法挽回，所以给它打针实施

了“安乐死”。我真没想到RSPCA会对区区

一只小野鸟的生命那么认真负责，而且还

写信通知我们最后结果。我感叹良久。”

这是一个在澳洲生活的华人写的故事。

澳大利亚人对动物的爱心如同对待人

类的亲友。今年在澳大利亚海滩发生的一

场扣人心弦的人抢在涨潮前拯救马的事件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尼克·格雷姆(Nicole Graham)非常非

常喜欢马。她在家里养着10匹马，最喜欢

的一匹叫阿斯特罗，今年18岁。马的寿命

一般是30岁，这匹正当盛年的阿斯特罗体

重超过500公斤。尼克·格雷姆经常骑着它

在沙滩上飞驰。

2012年2月26日的一个下午，尼克·格

雷姆和她7岁的女儿帕里斯如往常一样，骑

着马沿着美丽的阿瓦隆海滩漫步。突然，

二人连人带马陷入沼泽中⋯⋯

“我们一直往下沉，到处都是泥，每

动一下，只会陷得更深。”尼克·格雷姆

艰难地爬到女儿身边把她救出来后，母女

二人又合力把小马艾米利拖出烂泥。

这时，海潮渐涨。阿斯特罗惊恐又疲

惫地在沼泽中苦苦挣扎，泥浆已经没到它

的颈部。“快跑，车里有电话，报警，找

人来帮忙⋯⋯

”女儿帕里斯朝她们停在远处的车跑

去报警。尼克格雷勒姆则不顾危险，重新

站到淤泥中，用手把马的头托住，露在淤

泥外面，等待救援人员赶来⋯⋯

“当我看到救援卡车飞驰而来带起的

尘埃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尼克·格雷

姆说。

飞速赶来救援的是国家消防局(CFA)和

州紧急服务署(SES)的工作人员。阿斯特罗

体重500公斤，想把它弄出泥沼特别困难。

时间已十分紧迫，再过3小时，上涨的潮水

将会完全把阿斯特罗淹没⋯⋯

工作人员尝试各种办法也没有把马拉

出来，墨尔本大学的马场兽医泰西·沙利

文只好想法在情绪上先稳住阿斯特罗。苦

战三小时，CFA和SES在兽医泰西·沙利文

帮助下，与当地农民最后用马力强劲的拖

拉机才将阿斯特罗拖出污泥。它刚站到硬

地上几分钟，上涨的潮水就淹没了整片海

滩。整整3小时，尼克·格雷姆在阳光的暴

晒下，站在齐腰深又臭又粘的烂泥中，一

直陪着她的爱马，托着它的头，直到它被

救出！

像这样救助动物的故事在澳大利亚有

很多很多。澳洲虽然是地球上人类文明进

入比较晚的地方，自然环境却保存得相对

完好，人类对动物非常有爱心，许多动物

自由自在地生存着,可称为真正意义上的

“动物天堂”。

著名的动物权利主义者彼得·辛

格（Peter Singer）就是澳大利亚人，

1973年4月5日，他在《纽约书评》上

撰文，首次提出“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随后，他在此文章的基

础上写成《动物解放》一书。该书自

1975年出版后，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

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被称为“动物

保护运动的圣经”，成为动物保护主义

的一面旗帜。

“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组织可以

生命已无法挽回，所以给它打针实施了“安乐死”。我真没
想到RSPCA会对区区一只小野鸟的生命那么认真负责，而且还写
信通知我们最后结果。我感叹良久。”这是一个在澳洲生活的华
人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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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澳大利亚男女老少人人皆知的。实际

上它既是一个福利组织，又是一个执法机

构。得知有人虐待动物，协会就会派出人

员到现场调查。如果事情属实，当事人就

会依据情节的轻重受到不同的处罚甚至被

送上法庭。若是发现患病或受伤的动物，

人们也总会首先给这个组织打电话要求救

援。动物保护者，还经常举行一些活动，

诸如举行裸体示威反对利用野生动物毛皮

制作服装等等。

客观地说,澳大利亚大多数人对动物

问题的态度既严谨又现实。比如，印尼屠

宰场屠杀牛羊的方式曝光后，澳洲人，尤

其是澳洲农场主都抗议印尼虐待动物，拒

绝出口活牲畜给印尼。农场主牵挂的是他

们饲养的动物在印尼是人道终结还是饱受

折磨才逝去，他们并不只在意减少了出口

额，少了经济收入。

袋鼠是澳大利亚的象征，长期以来受

到严格的保护。可是近年来由于野生袋鼠

繁殖过多，对草场造成严重破坏，每年澳

洲政府不得不有计划地杀掉一批。骆驼是

澳大利亚1840年从加那利群岛引进的，现

在的数量约100万头以上。它们对沙漠生态

系统，沙漠水资源以及偏远地区的土著人

社区构成重大威胁。因此，政府呼吁人们

有计划限制骆驼增多，以保护生态环境。虽然动物保护

主义者对此强烈反对，但大多数人对此也不会持极端态

度。

澳大利亚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表示其不再像

以前那样爱护动物，相反这样的措施正说明了澳洲政府

不但爱护动物、保护动物，还帮助动物延续种族，维持

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同时也为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营造

了最合适的环境和条件。因为一种动物的过度繁衍会影

响到生态平衡，破坏天然食物链，不仅是人与动物难以

和谐相处，动物自身的族群也会受到影响。现在澳大利

亚袋鼠的数量已经超过人口数量，试想如果澳大利亚的

袋鼠不被控制地繁衍，人类不再有能力“保护”它们，

也不能给它们营造舒适的生存环境，袋鼠族群能够稳定

持续地生存下去吗？恐怕它们内部都会因争抢食物等生

存必需品而种族消亡。

同样的道理，人类如果一味残杀动物，为了不尽的

欲求而向动物索取一切，也是在破坏生态平衡，对于人

类来说最终也是危险的。唯有保持人口与动物的恰当比

例，人与动物相辅相成，维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人类

才能得以长久掌管地球，保持人类族群的兴旺，代代相

传。同时，爱护动物也涉及保证食物链的正常运行，保

护动物良好的生存环境。

爱护动物是全人类的职责，不应该只是澳大利亚这

一个国家在努力，而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应该

牢记的观念和行动起来该去做的事，共同为人类与动物

的生存与和谐相处创造维护一个最美的环境。

 在澳大利亚动物常出入的地段，

会有专门的路牌告知。有一段很短

的距离内有二个路牌，一个路牌是 

“母鸭带小鸭”过马路，另一个是

“母与子”也要过马路。两个牌子

将动物和人的生命同等看待，警示

人们小心驾驶。（左图）

 在澳洲经常发生汽车撞到袋鼠的

车祸。2011年2月14日，在澳大利亚

希勒斯维尔，这只小袋鼠的妈妈就

在车祸丧生，它也受了重伤，幸运

的是它得到澳大利亚动物保护组织

的精心照顾。（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