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xinminweekly.com.cn60

养蟋蟀等，以供两栖爬行类宠物食

用。也许成本高一点，但对于爬宠

来说，可能蟋蟀的口味更好吃一点

吧。”何鑫说，“也有一些养蛇的玩家，

他们会饲养一些鼠类或者蛙类作为

蛇的食物，还有人到市场上买小白

鼠的幼崽当蛇的食物。”

看上去与传统的养狗养猫不尽

相同，新玩家有新宠，但其把玩宠

物的内在逻辑并没有变化。回看当

年，明朝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从非

洲带回两只长颈鹿。就有人绘制了

《瑞应麒麟图》，将长颈鹿“认定”

为中国古代一种神兽——麒麟。尽

管东汉时期的学者许慎所编著《说

文解字》曾记载“麒，麒麟，糜身，

牛尾，一角”，也就是说，麒麟身

体像麝鹿，尾巴似龙尾状，还长着

龙鳞和一对角。

尽管从汉朝到明朝，谁也没见过

真正的麒麟是什么模样，且麒麟本就

是传说中的神兽，可是郑和带回的长

颈鹿这一“祥瑞之物”，恰恰满足了

当时人们对麒麟的各种想象以及猎奇

心理。管它本来是个啥，这三保太监

带回的稀罕玩意儿，就可以认定为是

麒麟。这与现在喜欢养异宠的人在猎

奇心理上是有共通之处的。艾瑞咨询

发布的《2021 年中国宠物内容价值

研究白皮书》显示，养宠世界里，满

足用户猎奇心态的异宠内容受关注度

逐渐上升，在萌宠内容热度中占比在

5%至15%之间。

与明朝时异宠送入宫廷不同，

如今的异宠，已经渐入寻常百姓家，

在大众宠物市场占据更多份额。据

新近推出的《2021 年中国宠物行业

白皮书》披露，中国养宠人群分类中，

养爬行类动物的占比已达 5.8%，超

过了养啮齿类的 4.5% 以及养鸟类宠

物的 3.6%。而养爬行类和养啮齿类

算在一起的话，这两项相加所占比

例已经超过养水族类的，已经可以

占据中国养宠人群第三位。而 2021

年的一大特点是——中国养猫人数

第一次超过养狗人数，养猫、狗的

人口在中国宠物人口占比分布中，

均超过 50%。这从各层面显示了如

今人们养宠志趣的变化。譬如养猫

狗的人多，且不少人家里既有猫又

有狗，显示更多老人通过养宠物获

取陪伴和温暖；而年轻人通过宠物

释放压力，其中异宠是一个别致的

门类。

弃与养之间

与猫狗被弃类似，异宠被弃的

情况也不少见。

何鑫告诉《新民周刊》，例如

会有主人将一些龟类、鱼类丢弃，

或者放生。但养宠者也许不明白，

这些动物未必是本地物种，由此可

能带来一些有关生物危害的担忧。

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8 月 26 日晚间，河南汝州城市

公园管理方称，该市市民在云禅湖

水域发现的疑似鳄雀鳝的“怪鱼”

已于当晚被抓住。据了解，“怪鱼”

共有两条，经确认系外来物种鳄雀

鳝，公园管理方已对其进行无害化

处理，并安排人员对该湖区进行了

专业消毒。此前，从7月中旬开始，

汝州当地就在抓捕这两条鳄雀鳝，

为此甚至抽干湖水——动静可真不

小。这一围捕事件，引发 3000 多万

网友围观。随后，北京、广东、湖南、

山东、云南等多地也发现有鳄雀鳝

出没于小区景观水系、野外自然水

体等场合，甚至还发生了鳄雀鳝伤

人的恶性事件。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

主任杨朝霞教授直指，“鳄雀鳝事件”

暴露了生物入侵防御短板。与美国

白蛾、红火蚁、水葫芦、松材线虫、

加拿大一枝黄花等流入中国的方式

不同，原产北美洲的鳄雀鳝是人们

作为宠物饲养而带入国内的。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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