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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近来，在韩国首尔的街头上，越来越多的

流浪动物穿梭其中：一身脏污的小猫扒拉着垃
圾桶，努力寻找能充饥的食物；险些被车撞到

的小狗惊惶地穿过马路。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今年第三季度，

韩国每月登记的流浪猫狗数量平均达到
10769只，较第一季度上涨了近 3000只。

美国一家动物保护协会的管理人员感叹，

疫情暴发之初，约五分之一的美国家庭领养了宠

物。他曾为这些毛茸茸的小动物感到开心，但现
在它们却不得不接受再次回到收容所的命运。

美国马里兰州一家流浪狗之家的负责人罗伯兹
今年 5月无奈地说道：“疫情伊始，大家都得待

在家里工作，那时出现了宠物领养的高峰。而
现在更多的人把当初领养的动物送了回来。”

为了加快“出货”速度，一些人竟在申请将
自家的宠物送回收容所的同时，还挂到网上售

卖，并宣称是“从街头捡来的流浪动物”。
英国威尔士的希望流浪动物救助中心就

曾接收过一只年仅 1岁、名为“麦吉”的小狗，
工作人员最近发现这只“小可爱”此前的主人

曾将麦吉放在网上售卖，标价 500英镑。
麦吉只是千千万万只被抛弃、售卖的弃养

宠物之一。希望救助站负责人罗莎说：“像麦吉

这样的‘假流浪狗’不在少数。现在我们救助站

里收容的小动物数量已经达到了 15年来的顶
峰，而真正需要帮助的流浪猫狗还在街头和田

野间受冷挨饿。”
宠物“身价”在防疫措施最严格的时候有

多贵，它们现在就有多难送养。在英国的一家

猫狗收容所，去年 3月工作人员尚能在几周内

为收留的大部分小动物寻得一个新家，但到了

今年春季，随着英国人“恢复自由”，往外送的
速度已经赶不上接收的速度。而望着 150只弃

养宠物和流浪动物，救助站只能在网页上公开
表示“绝望”，似乎也做不了什么。

在英国一家宠物狗慈善组织的网站上，

“弃养宠物”的想法与留言比比皆是。从 2月至
6月，浏览网站“放弃宠物狗”模块的人数上涨

了 180%。该组织发言人夏普说：“疫情之初人
们对于狗狗的热爱都在回归正常生活后逐渐

消失了，这对于宠物和我们来说都十分艰难。

当初，我们看到这股领养和购买热潮时，便想

到了那些头脑一热、但没做好准备的领养者和

买家最终弃养的可能性。但我们没想到在后疫

情时代，我们会面临这般前所未有的危机。”

“新冠忧郁”退了，宠物弃养潮来了？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不少人抑郁、焦躁
等负面情绪明显增多，以至于出现了“新冠
忧郁”之说。由此，许多人选择养宠物作伴，
来调节心情。
在许多国家，领养和购买宠物形成一股

热潮。统计数据显示，在居家隔离期间，仅英
国就有超过 320 万只流浪动物被领养。

然而，随着人们逐渐适应疫情下的生
活，那些曾被“温柔以待”的小动物们又沦
为很多人新的困扰，宠物弃养潮随之而来。

离开温暖的港湾和主人，这些小动物
们未来将何去何从？

◆ 傅星源

    生活在韩国的李女士此前因疫情管控

而不得不居家办公。两个多月后，她感觉自
己的生活枯燥与孤独。“我被困在了家里，无

法同往常一样在周末出门、打发时间。”
一天，百无聊赖的李女士像往常一样

刷着视频网站，一系列宠物领养的短片吸
引了她。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此前从未

想过养宠物的她在一番思忖后从韩国东部

的一家流浪猫狗收容所领养了一只 6岁的
猎犬，并为它取名“茉莉”。

从去年 3月起，英国《卫报》专栏作家珍
因为疫情不得不与丈夫相隔两地。彼时，疫

情的蔓延让她深感“未来一片迷茫”。
“是宠物狗拉蒙纳陪我度过了疫情中最

艰难的时期。”珍这样描述自己的独居生活

是如何获得温暖的。
“我们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待在一起。不

仅是我在照顾拉蒙纳，老实说，我从拉蒙纳
身上也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享受

生活中那些简单的快乐。每当它叼着什么东
西朝我蹦跶时，就像一个急切想把胜利品分

享给我的小士兵，它的可爱与陪伴让我倍感

安慰。”珍感叹道。
一些人感慨宠物是生活中的好伙伴，在

疫情期间更是如此。而现在，当居家办公模
式结束，那些曾迫切需要宠物陪伴的人们开

始回归原先的生活状态时，与他们相濡以沫
几个月的“小伙伴”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与宠为伴 驱散疫情阴霾

    “那些饱受居家隔离孤寂忧愁的人在购买

和领养宠物时根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这
正是现在弃养之风盛行的最大原因。”罗莎说。

随着以往工作与生活状态的回归，许多人
发现自己不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陪伴这

些疫情时期的“居家伙伴”。“许多人现在回到
了办公室，能够和往常一样出游旅行，这才发

现原来养宠物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感

觉家中的那只小猫小狗根本不该是自己生活
的一部分。”巴特西猫狗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劳

里说道，“并且，随着宠物长大，主人们也逐渐
发现原来照顾一只宠物是如此麻烦的差事。”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
而选择弃养宠物。在 2008年经济危机之时，也

曾出现过这样一阵弃养宠物的风潮。而新冠疫
情对于全球经济的打击不言而喻，不少人正是

在疫情期间丢了工作。巴特西收容所的工作人

员凯特就表示，不少将领养的宠物送回来的人
是因为负担不起养宠物所需的开销。

弃养之后，他们或许能够回归过去的生
活、减少一笔支出，但对于隔离时期的“小伙

伴”而言，剩下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低落。虽然
小动物不会说话，但它们也是有感情的生命，

同人一样渴望被爱。

“离开了刚刚熟悉不久的环境、离开了自
己原本的小窝，现在它们需要面对一系列的变

化：围绕着的陌生人、贴在身上的识别卡、牵着
脖子的链绳等等。”美国马里兰州的罗伯兹试

想了小动物们的感受，“从过去安全舒适的环
境沦落至此，它们该有多么害怕啊。”

从温暖的家到重新沦落街头，它们不得不
再次踏上颠沛流离、前途未卜的孤独旅程。

疫情过后 弃养竟成热潮

回归往常 宠物仍需被爱

■ 救助站工作人员发现一岁的“流浪狗”麦吉在网上售价 500英镑 本版图片 GJ

■ 希望救助站的罗
莎称：“人们在领养
宠物时并不明白这
意味着什么。 ”

本报零售价
每份 1.00元

２４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

●国内邮发代号３－５ ／ 国外发行代号Ｄ６９４ ／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0020050030 ／社址：上海市威海路７５５号 ／ 邮编：２０００４１ ／总机：０２１－22899999转各部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 ／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英国、德国、希腊、葡萄牙、捷克、瑞典、奥地利等
● 本 报 印 刷 :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印 务 中 心 等 , 在 国 内 外 6 个 印 点 同 时 开 印 ／ 上 海 灵 石 、上 海 龙 吴 、上 海 界 龙 ／ 北 京 、香 港 、美 国 洛 杉 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