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雨同行，感恩有您。在媒体格局巨变的当今，浙

江邮政始终努力用优质报刊、真心服务来报答广大读者

的陪伴，让读者买得放心、买得实惠。

为回馈新老读者一路走来的信任和支持，浙江邮政携

《中国国家地理》和《博物》杂志推出感恩节四重好礼回馈

活动，活动从11月23日9点开始，持续至12月15日。

《中国国家地理》以中国地理为主，兼具世界各地不

同区域的自然、人文景观和事件，并揭示其背景和奥秘，

另亦涉及天文、生物、历史和考古等领域。具有很强的

可读性和收藏价值，国内外很多家图书馆已经把该刊作

为重点收藏期刊。

而《博物》是《中国国家地理》青春版，以青少年为主

要读者对象，引导学生走进自然、勇于实践、博学广纳、

探索求实的世界。内容广泛涉猎天文、地理、生物、历史

等诸多领域，具有科学性、权威性、趣味性，对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起到良性的引导作用。

此次感恩节，浙江邮政为大家准备了四重好礼：

一重礼：《中国国家地理》+《博物》两本杂志三元包

邮福包抢购

二重礼：5折订购2018年全年《中国国家地理》+《博

物》杂志（限量300套）

三重礼：9 折订购 2018 年全年《中国国家地理》或

《博物》杂志

四重礼：任意订购 2018 年全年《中国国家地理》或

《博物》杂志的读者，将获得好礼抽奖机会一次。

此次“好礼抽奖”的奖品为 10 套（价值 1318 元）《中

国国家地理》户外大礼包。

抽奖活动将在“浙江省报刊发行局”微信公众号上进行，

关注“浙江省报刊发行局”微信公众号，从2017年12月20

日起，回复关键字“感恩节”，即可参与抽奖，抽完为止。

忆往昔峥嵘岁月，展未来任重道远。每一个开始都是

新的发展，浙江邮政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绽放光彩。

浙江邮政携手《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感恩回馈 五折抢订更有好礼相送

吴佳涵 钱冰冰

有时在电视屏幕里，看到

草原上的雄狮凶猛撕扯角马，

杭州动物园杂技馆馆长余培

阁会想念他的动物伙伴。比

如，他曾经驯养十年的小虎

“哈利”和“波特”。2015 年

初，“哈利”和“波特”结束表演

生涯，回归动物园虎山，他曾

去看过它们。

事实上，它俩就生活在离

杂技馆一两百米的地方。叫

一声“哈利”“波特”，两只老虎

着急地跑到跟前，蹭着笼子，

瞪着余培阁。那眼神像刀子

一样刻在余培阁的脑海里，

“就像自己养大的孩子送了

人，”他迅速转身，立誓再不走

近虎山。

这周，1400公里以外的

广东珠海，第四届中国国际马

戏节首次告别动物表演，舆论

欢呼动物保护观念的进步；而

早在2015年之前，余培阁的

驯 兽 生 涯 迎 来 拐 点（本 报

2014 年 11 月 17 日 曾 报

道）。近三年过去，现在陪伴

余培阁的，是杂技馆后院两只

走钢丝表演退役的山羊。

“也就图养着好玩吧，不

然这么大的院子，也没个生

气。”余培阁说。

被动物表演改变命运的他和它们
钱报专访杭州动物园杂技馆馆长余培阁，他曾带着动物表演上春晚

55岁的他经历了动物表演的变化：从走江湖到驻点动物园，再到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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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买来两尊狮子

与老虎的模型，由

它们替代真的猛

兽，和观众合影。

本报记者 黄小星

实习生 杨媛媛

2001 年 ，余

培 阁 带 着 动

物 表 演 上 了

春晚。

动物表演取消，转型表演魔术
下雨的杭州动物园，闻起来是潮湿、冷清的，还有一丝兽

类特有的腥臊气味。杂技馆内，演出开场了。一个肌肉健硕

的年轻女孩腹部贴地，双手、足底和口中分别顶起叠放着三层

酒盅的玻璃台，纹丝不动。紧接着，表演魔术的小丑蹦蹦跳跳

地上台，他伸手掀起盖在凳子上的天鹅绒布，拎出一只呱呱叫

的鸭子，惊慌地扇动翅膀。

看台上响起齐刷刷的掌声和叫好声，观众们连忙举起手

机。来不及享受赞美，小丑迅速下台，穿戴上美猴王的行头

——演出结束，“齐天大圣”将手持金箍棒，邀请小朋友照 30

元一张的快相。摘下沉重的头套，55 岁的余培阁有点疲累。

他来自河北吴桥，那里是中国有名的杂技之乡。八岁，余培阁

就随着父兄学艺练功。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一家人开始“跑江

湖”，直到被吴桥当地一家规模很大的民间杂技团收编。

动物表演取消后，一天五场、每场半小时以上的演出还要

继续。余培阁不得不琢磨新路子。一名演员一个月至少要开

6000元工资，为节省开支，他常常亲自登台。如今，他已经蹬

不动独轮车了，转为表演魔术。

驯兽是技术与感情的结合
余培阁觉得，自己能听懂猛兽的言语。这靠技术，也凭感

情。上世纪90年代初，余培阁所在的杂技团获批动物表演资

格证，随即接来一批动物。机灵的余培阁被选中驯兽。

三个月断奶后的小虎，比小猫大不了多少。余培阁把和了

维生素、钙、鱼肝油的肉放在手心，喂小虎吃下。他的一双儿女不

在身边，他就把小虎扛在肩上，逗它们玩。小虎很快长大，扛不动

了，余培阁就抱着小虎，在怀里打滚。小虎爪子很利，有时也会在

身上抓出血印，“动物们这样跟你玩，才是信任你。”余培阁说。

夜深人静，余培阁和师父起身。因为白天干扰多，动物容

易受惊，驯兽师会选择四下无人时与动物单独相处。只见师

父掰开一只老虎的大口，把头伸进去，余培阁心惊胆战。他知

道，老虎的利齿能轻易把人的脖子洞穿，肉垫下暗藏的爪子，

如同尖锐的钢叉。师父告诉他，驯兽需要技术，“先把拳头放

进去，等它口撑开就拿出来，然后迅速塞把肉，”如是再三，直

到猛兽形成条件反射，即使口中含着人头，也不会咬。跳火圈

也是同理⋯⋯“我们面对的是猛兽，你打它，它要发怒，要逃

跑，那是多少个人都摁不住的。”余培阁称驯兽方法为“行业中

的技术问题”，“每个行业都有技术高低，靠虐待肯定是驯不好

的。”

动物表演曾经的黄金时代
余培阁出师后，开始带着自己的一支动物戏班“跑江

湖”。1996 年，余培阁带着狮子、老虎、猴子、山羊等，来到杭

州动物园。通过招投标，“余家班”包揽下杂技馆的表演。动

物表演风靡一时：羊走钢丝，猴子挑水，狗熊蹬自行车，老虎跳

完火圈，又骑在马上绕行全场，观众还能上台，享受大象按

摩。这甚至成了动物园的一块招牌。

2000年前后，是余培阁人生的高光时刻。这一年，西湖博

览会复办，杭州动物园出了个“狮虎大游行”节目，满载猛兽的花

车从吴山广场出发，一路经过凤起路、延安路，又由西湖大道转到

武林门，最后停在省人民大会堂门前。巡游当天，一路欢呼。

2001 年，动物表演登堂入室，搬上春晚舞台。知名小品

演员巩汉林和刘流担任“裁判”，带来一台《动物运动会》，节目

里也有余培阁的身影，他负责训练狗熊打拳击比赛。年轻的

余培阁脸庞瘦削，很是英气。

凭着演出收入，余培阁在滨江买了房子，一双儿女读书用功，

考到杭州念大学。他们成了新杭州人，结束颠沛流离的江湖岁月。

杂技馆的后院住满动物，每天早上，余培阁的妻子给演员

们蒸好馒头，就忙不迭地给动物们准备早饭。在这里，表演明

星大象碰碰陆续生了两只小象，余培阁高兴得像抱了孙子。

拒绝动物表演已成为主流
拐点在 2013 年到来。这一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

《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要求杜绝各类动物表演。

余培阁也敏锐地发现，自己曾前去取经的北京、上海、南

京等地动物园，动物表演消失了。

2014年冬天，杂技馆最后一次动物表演。余培阁没有上

场，只是坐在台下，默默掉眼泪。来不及思索自己下一步何去

何从，他更清楚地知道，隔离动物与观众的铁栅栏即将被拆

下，动物们将流散到“绝望境地”：一纸文书禁止了公立动物园

的动物表演，可从业者以及表演动物的善后工作并无安置。

民营团体的动物演出仍旧游走在灰色地带，余培阁带来的一

些动物，将回到大篷车上，继续流浪奔波。

但在公益组织“拯救表演动物”项目负责人胡春梅的口

中，却有另一番观察。她说，一言以蔽之，让动物听话表演，普

通无非两种手段，打和饿，“无论动物种类如何，表演背后的伤

害性训练、糟糕饲养是没有改变的。安置动物问题并不是叫

停表演的阻力，而是马戏行业的利益。”

在她看来，反对动物表演，是“回归对生命的基本尊重”。

“民营靠市场，如果不能适应就会被淘汰。”余培阁清楚，

一个时代过去了，拒绝动物表演成为国际主流，刷新着他与同

时代民间艺人的旧有认知。他买来两尊狮子与老虎的模型，

由它们替代真的猛兽，和观众合影。

安静时，杂技馆能听到狮吼与虎啸，但很快就被欢快的音

乐掩盖了，一场场以人为主角的演出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