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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动物，自有其天才的一面。

而动物的天才本领，既是由遗传而来，也

是长期锻炼与顺应环境所致。动物在特定

的生存领域中，积累了很多聪明的本事，

简直就是“天下圣手”，它们化纷繁为

独创，令复杂成绝妙，真实中现伟大。因

种种神妙之举，这样那样的动物，被誉为

“专科天才”，实在一点儿也不过誉。

“精密”的数学家：蚂蚁、蜜蜂

和蜘蛛
世界上，没有任何动物比蚂蚁更勤

劳，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赞叹：“蚂蚁的

腿，想让它闲也闲不住”。蚂蚁每天载

重奔忙，活在一种真正的自由自在中。蚂

蚁虽辛劳，但很少做无用功，比如当蚂

蚁有了自己的行动目标时，从此地到达

目标的行程总是最短。再比如，搬动体积

成倍的大、中、小三块食物时，分工搬运

这三块食物的蚂蚁数必然成倍分

配。因为蚂蚁很小，常

须发挥团队效应，

所 以 派 兵 遣 将

要有严密的数

学头脑。正

是长期的生

活磨炼，使

得蚂蚁计算

本 领 首 屈 一

指 ， 享 有 昆 虫

“数学家”美誉。

英国科学家亨斯顿曾

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只死蚱蜢

按“4∶2∶1”的体积切成

三块，当蚂蚁发现这三

块食物后，分别聚集在

食物边的数量恰好也是

“4∶2∶1”。

蜜蜂的数学识记能力，

比蚂蚁差不了多少，难怪有句俗

语叫做“蜜蜂小，能为王”。每天，蜜蜂

中的“侦察员”，飞出去侦察蜜源，回

来后用特有的“舞蹈语言”报告花蜜的方

位、距离和数量，于是蜂王就分派不同数

量的工蜂去采蜜。奇妙的是，它们的“数

学定位技巧和蜜源报告”相当精确，派出

去的工蜂不多不少，恰好都能吃饱，保证

回巢酿蜜。两名德国昆虫学家，通过实验

发现蜜蜂不仅会计数，而且还能根据地面

变幻的标志物及顺序判断方向和位置。起

先，他们训练蜜蜂到距蜂巢很远的一个

盛有糖浆的饲料槽中，去吸食糖

浆，一路上没有设置明

显的定向标记物。

随后，实验人员

在蜂巢到盛糖

浆 饲 料 槽 方

向的线路上

放置了一个

高大帐篷，

然后不断增加

帐篷数量，而且

在相邻的帐篷间再

放上另一个盛有糖饲料

的料槽。结果发现，大多数蜜蜂

仍飞向远离蜂巢的那个饲料

槽。可见，大多数蜜蜂在

采蜜时，会记住已侦查到

的蜜源周围的树木、灌木

丛、花坛及其他天然固定

标记的数量，数学记忆水平

是一流的。

蜜蜂不仅对户外目标纠缠不休，而

且对家中工作精益求精。比如，蜜蜂建造

的巢，是大自然中最严格的六角柱状体。

上端是平整的六角形开口,下端则是封闭

的六角棱锥体，由3个相同的菱形组成。

有趣的是无论哪个蜂巢, 组成底盘的菱形

的所有钝角都等于109度28分，所有锐角

都等于70度32分。这个数据，与数学家

克尼格马克洛林从理论上计算——如果要

“消耗最少的材料，制成最大的菱形容

器”的几何数据，一点儿都不差。在虫世

界中，除了蜜蜂堪称“几何天才”，就非

蜘蛛莫属了。其实，蜘蛛并非昆虫，却是

昆虫的最大敌人，它能控制昆虫的数量。

蜘蛛结的八角形“八卦网”，既复杂又美

丽，人们即使用直尺或圆规，也难画得像

蜘蛛织出的网那样匀称、那般鬼斧天工。

“懂物理”的飞行家：鸟
鸵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鸟，有人说

它不会飞——是因翅膀退化了。如果鸵鸟

长一副与身体大小一样比例的翅膀，它是

否真能飞起来呢？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

物理问题。按体长与速率相比较，燕子的

动物，也有专科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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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慢滑翔速度大约为20km/

h，鸵鸟的最快奔跑速度大约只有40km/

h，而鸵鸟的体长大约是燕子的25倍，从

这一点上看即使鸵鸟有足够大的翅膀，也

会因起跑速度不够，而飞不起来的。

比鸵鸟稍小的疣鼻天鹅体长1.7米，

体重达23公斤，翅展3米以上，是世界上

最重的能飞鸟类。因天鹅身体很重，所以

起飞时它必须要在水面或地面向前快速冲

跑。

像麻雀这样的小鸟，从枝头跳到空

中，只需用翅膀拍打一两下，就可以飞起

来。而像天鹅这样大的飞禽，则首先要沿

着地面或水面奔跑才能飞起来。同理，飞

机起飞前，要在滑道上滑行一段距离后，

获得足够大的速率才能起飞。

大雁，也是相对较重的鸟，必须互

相帮助，才能飞得快、飞得远。那些有劲

的大雁一般排在最前面，在它上下扑扇翅

膀的时候，翅尖带起一阵风，从下面往上

面送，能把后面的小雁和老雁轻轻地抬起

来，这样长途跋涉的小雁和老雁就

不会掉队。由于头雁扇翅的

作用，带动气流，在其

身后会形成一个低气压

区，紧跟其后的雁群

飞行时可以利用这个

低气压区减少空气的阻

力。雁群排成“人”或

“一”字形飞行，可使后面

的雁群飞起来很轻松，不必很多次休息。

在飞行中，带队的大雁体力消耗得很厉

害，因而它常与别的大雁交换位置。

丹顶鹤也是“很懂”这个物理道理

的，它们迁徙时总是成群结队排成“人”

字形迁徙，而且“人”字形的夹角永远是

110度。相同的原理在田径场上也有，中

长跑的比赛中，一些有经验的运动员不会

一开始就跑在第一位，而是紧跟在第一位

后面跑，这样空气对他的阻力会比第一位

小，跑起来也更省力，到关键时候才会改

变策略。

神奇化学家：貂熊
在 大 兴 安 岭 的 高 寒 林

海中，栖息着一种非

常 奇 特 的 珍 稀 动

物——貂熊。这

种动物，人称

“身穿毛裙子

的飞熊”，因

繁殖力低下和

多层次捕杀，

时 下 的 数 量 稀

少。

貂熊，外形似熊又

像貂，头的前脸儿有点儿像

狼，嘴岔较长；身长约一米有余，披着浓

密的毛，其强壮的身躯绝非狼可比，介于

黑熊和狗獾之间；而蓬松的大尾巴，又与

紫貂别无二致……貂熊特贪吃，其拉丁

学名的原意就是中文“贪吃”二

字。它不但长相特别，而且

智力非一般动物能比。

在动物园，很少有它的

身影，说它是“独行

侠”倒十分贴切。

貂熊本领高强，不

仅会游泳，还会爬树和纵

跳。使用埋伏袭击技巧，对

它来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脚宽体轻的貂熊，还善在深雪上奔跑；而

身重的有蹄动物，在深雪区因蹄腿下陷，

难于奔跑，貂熊便有意将猎物赶到深雪

区，以扬己所长。更为奇妙的是，貂熊还

会辨认猞猁的脚印，沿迹尾随，勇夺猞猁

捕到的猎物。甚至，貂熊敢于钻进猎人的

帐篷，偷走猎人的粮食、肉类和捕获的动

物。

貂熊虽贪婪、残忍，但有时也懂知恩

图报。有一次，大兴安岭的一位看林人，

看到自己屋外的腊肉被貂熊偷吃，却没有

恶待貂熊，并又准备了几块腊肉留给它，

很快腊肉又被貂熊吃了。十来天后的一个

清晨，看林人突然发现门口

放着一只死狍子，又过

了几天，看林人看

到貂熊又拖来了

两只赤狐，皮

毛很完整，貂

熊在报恩哪！

看林人不由赞

叹，都说貂熊

贪婪，其实它需

要某样东西，是知

道需要程度和数量的，

而贪婪的人则难于控制欲望。

有一天，两个盗兽者冒充摄影家央

求看林人去拍貂熊。在拍貂熊的现场，貂

熊突然发现了看林人、假摄影家身后的熊

瞎子，它几乎从他们的头顶飞扑过去，

几经搏斗，咬死了熊瞎子，救了他们。

此时，可恶的盗兽者却向貂熊开了麻醉

枪。他们说：“这只貂熊卖给动物园，最

少3万！” 他们临到貂熊近前，刚弯腰要

拣，不料倒在地上的貂熊却一抬屁股，

“噗”地喷出一股黄色的液体！ 

两人想躲已来不及了，那神奇的化

学液体几乎喷到了他们脸上。他俩伸手死

死捂住面部，难受极了，随即全身瘫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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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在了地上。看林人见状，忙用围脖裹住

口鼻，在脑后用力打结。之后拼尽全力冲

过去稍施拳脚，就将二人制服，绑牢了双

手。两个盗兽者几乎没有反抗力。 

看林人到貂熊近前，抚摩着它说：

“老伙计，多亏了你！都怪我瞎了眼，让

你受如此委屈！才饶不了那俩坏蛋，从今

儿我定要擦亮眼，老伙计，快醒醒吧！” 

过了好一会儿，貂熊恢复了知觉。原

来由于貂熊身上的绒毛极厚密，外面还裹

着一层硬毛，所以刚才的麻醉针射进肉里

很浅。但它极其机敏，顺势倒地不动——

借以迷惑盗兽者，在最后关头趁知觉尚

存，拼尽全力喷出了臭液…… 

不难解释，两个盗兽者实实在在地

领教了貂熊的超级“化学武器”。貂熊的

臭液里，有特殊臭味和麻醉液成分，可麻

痹人和动物的神经中枢。貂熊的“化学武

器”，就生在肛门部位，平时储存，若

同尿液和屁一起喷出，绝对令所有生物难

以忍受。貂熊常用臭液保存食物，吃不

了的食物撒上点臭液，无须遮掩，绝对丢

不了。貂熊饿到极点，会用臭液划个圈，

圈内的小动物闻到这种气味，就像中了魔

法一样站在圈中不敢乱动，乖乖受死。

圈外凶猛的豹和狼等，竟不敢冒然跨入

“禁圈”去争夺。如果豹和狼不管那一

“套”，貂熊干脆在臭液圈上打个滚，使

臭味遍布全身，对方被熏得晕头转向，不

得不打着喷嚏退避三舍，更别说下口争抢

或吃了。

尝毒预警天才：长颈鹿
在南非草原上，身高达5.8米的长颈

鹿伸着长脖子，可以吃到驼刺合欢树冠上

的叶子。驼刺合欢也不是随便欺负的。它

的防御措施出来了，在叶子间慢慢长出5

厘米长的像钢针般的硬刺，这些刺实际上

是变态防御叶。长颈鹿顺“叶子”而动，

也来个彻底武装，它的舌头、喉咙、食道

和胃壁都渐渐长了厚厚的皮制“铠甲”，

就算吃下去几千克图钉，也不会受伤。

长颈鹿很乖巧，它吃这些带针

的叶子时，从不垂直对着树枝下

嘴，而是活动下颌从侧面捋着

吃，这样只接触刺的侧面而

不会碰到刺尖。因长颈鹿

的舌头长而窄，舌尖可

以灵巧地卷住薄薄的叶

子，并把刺从叶子中挑

出来。

驼刺合欢看“硬”

的 不 行 ， 就 来 “ 毒 ”

的。一旦发现长颈鹿开始

吃叶子，不出10分钟，驼

刺合欢就开始在叶子里生产

出一种毒素，若长颈鹿吃得量大

可以毙命。不少羚羊，就因为啃吃

驼刺合欢的叶子，痛苦万分地死去。长

颈鹿是聪明绝顶的动物，在羚羊不断死

去以后，想出了对

策。长颈鹿吃驼

刺合欢树叶从不

贪婪，在一棵驼

刺合欢上啃叶子

的时间，绝不超

过10分钟，一旦

尝出毒素的苦味，

它马上踱向下一棵

树。然而，驼刺合欢

也不是无能之辈，鉴于

长颈鹿吃树叶的改进方案，

它也和同类约定了报警气味，并

经由风的传递向附近的驼刺合欢发出

信号：“注意，敌人来了！开始放毒！”

若是顺风，50米内的其他树收到警

报便能行动，5分钟内就释放毒素。当长

颈鹿走去被报警树那里吃树叶时，甚至1

分钟不到就得草草收场。没吃饱的长颈

鹿，只好再往前走。长颈鹿一旦发觉嘴

里的叶子变苦的速度加快，就会反其道而

行之，逆风去找难以收到警报的树。若恰

好哪天没有风，长颈鹿会快速跑到50米

以外，逃离气味警报区域去啃树叶。长颈

鹿与驼刺合欢“斗智”水平，令人啧啧称

奇。

 “音乐迷”和“神医”：海豚
英国谚语称：“音乐是所有耳朵的

眼睛。”这个“所有耳朵”里，当然包含

动物的喽。传说古希腊有一个著名的歌唱

家阿利翁，他在意大利巡回演出获得极大

的成功之后，搭上一只海船返回祖国，

不料，这竟是一只海盗船。船上的海盗们

探听到阿利翁随身携带了许多钱财，便决

定在茫茫大海上把他杀死，以夺取这笔钱

财。海盗们用尖刀逼向阿利翁，阿利翁请

求海盗们允许他唱最后一次歌。在海盗们

的准许下，阿利翁弹起了形影不离的七弦

琴，唱起优美动人的歌。他一连唱了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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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突然抱着心爱

的七弦琴，跳进了深不可

测的大海。

谁知，一只早已等候在附近的海豚

游过来救了歌唱家，并让他坐在自己的背

上，一直把他送到岸边。原来，在阿利翁

引吭高歌的时候，海豚像着了魔似地围着

船漂游，成了与阿利翁不期而遇

的音乐知音与救命恩人。为

此，阿利翁的故乡曾发

行过一种银质硬币，

记录这段轶事。银币

上，刻着阿利翁手抱

七弦琴坐于海豚背上的

画面。

海豚，不但是超级“音

乐迷”，还堪称动物界的“神医”。海

豚能通过自己独特的声效方式治疗脑瘫

儿童。早在1978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神经病理学家大卫•纳泽森就创立了一套

“海豚人性疗法”。纳泽森教授认为，

对脑瘫患童，海豚比心理医师们更有用。

原来，海豚能发出的2000赫兹至10万赫

兹的多种波长的高频超声波，对中枢神经

具有激活作用，足以达到醒脑开窍的目

的。每当海豚贴近患者头部发出叫声时，

它发出的超声波对脑瘫、唐氏综合征、神

经性运动障碍和先天性孤独症等患者的神

经——能产生极强烈的冲击和刺激，进而

激活患者“休眠”态的神经细胞。

侦查通讯专家：响蜜鸟 
蜜獾和响蜜鸟，绝对是一对好搭档，

它们共同组成了“捣毁专家组”。蜜獾平

时最喜吃蜂蜜，是野生蜜蜂的头号敌人。

它牙齿锋利，前爪粗硬有力，适于挖土、

爬树，专捣碎蜂巢。它皮肤坚硬厚实，

毛既密粗又深厚，不怕野蜂蛰。而响蜜鸟

呢，身为侦查专家，平时总是忙于寻找野

蜂巢，它所感兴趣的不是蜂蜜，而是组成

蜂房的蜂蜡。但要让它把蜂巢弄破，它却

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只好找蜜獾当帮手。  

野蜂常把巢筑在高树上。一旦目光敏

锐的响蜜鸟，发现树上有蜂巢，便马上扇

动翅膀，并发出“哒哒”声；一听到这种

呼叫信号, 蜜獾就立即钻出洞来, 在响蜜鸟

的带领下向蜂巢跑去，快速地爬上树。而

响蜜鸟，则在一旁静静等待蜜獾

把蜂巢咬碎，赶走蜜蜂，再

一点点把蜂蜜吃掉。当蜜

獾美餐一顿离去后，就

该轮到响蜜鸟享受蜂房

里的蜂蜡了。在响蜜鸟

的嗉囊里，有许多共生菌

和酵母菌, 这些菌类能分解

蜂蜡，把蜂蜡变成可消化的营养

物质。

当地黑人发现这个秘密后，也

经常把废弃的蜂蜡送给响蜜鸟。响

蜜鸟知恩图报，它也会把人引到有

蜂巢的地方。于是，响蜜鸟和黑人

也建立起了“甜蜜的友谊”。

冬眠防冻专家：青蛙
最近，在实验室中，科学家将许多青

蛙在特定温度慢慢冷冻起来。5至7天后再

慢慢地解冻，这些青蛙解冻后依然活着。

原来，在寒冷的行进态，青蛙竟然能自制

防冻液。

冬天的青蛙，不被冻僵至关重要。

解决这一难题，主要靠降低体内液体的冰

点。青蛙进入冬眠后，甲状腺和肾上腺水

平降低，新陈代谢降到最低限度，它的生

殖腺却不受影响，便源于体内的防冻液不

断地分泌。

我们知道，在隆冬季节里，人们为防

止汽车散热器结冰，通常会使用防冻液降

低冰点。原来冬眠动物，比如青蛙呀、蛇

呀，竟然也会采用相似的办法保护自己。

因防冻液的帮忙，青蛙的神经系统肌

肉仍保持充分的活力，抗菌抗病能力反而

比平时有所增加。青蛙说:“冬天里，咱

有秘密武器——‘防冻液’。想冻坏咱，

怕是寒冷还得绕着走! ” 

动物的专科天才，真是数不胜数。专

科天才，无疑是动物智力和体能的特殊表

现，也是它们对逆境的独特回应。无论哪

一方面的动物天才，都不是在孤独的状态

中发展的，但也绝不是遵循通常途径所能

成功的。动物的专科天才，以其独创性和

独立性，永远开拓新的、前所未闻或难以

预料的现实世界。  作者单位：河北省

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