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txt
云游动物园
美丽的错觉
上一期，大家和小米姐姐一起见识了那些怕热的动物，今天，小米姐姐带大家认识一种令人
产生“错觉”的鸟儿。嘴尖尖、长长的，翅上羽毛的颜色是斑驳的。我相信你的第一反应，
一定和小米姐姐一样，这不是啄木鸟吗！错！它不是啄木鸟，它叫戴胜。
它的羽冠像把折扇，平时收缩，受到惊吓、紧张时冠羽会展开。它们喜欢在山区或平原的开
阔地、耕地、果园等地面觅食，主要以昆虫为食，几乎遍布全国。戴胜雌雄外形相似，最明
显的是头顶耸立型粉棕色丝状冠羽，冠羽顶端有黑斑，这也是其名字的来历。“胜，妇人之
首饰也，汉代谓之华胜。”因为其冠羽竖立时，好似戴了华胜头饰，因此取名戴胜。
有趣的是，平时冠羽会贴伏于脑袋上，颇有飘逸之感，而当其受到惊吓或鸣叫时，或飞行停
止的刹那，羽冠就会瞬息张开，呈“炸裂状”，也就是照片上的样子。
3~6月是戴胜的繁殖期。这时雄鸟间会因争雌而格斗，双方会以高耸羽冠、互咬嘴尖等方式
一决高下，而此时雌鸟会“袖翅旁观”，最后选择胜利者喜结良缘。
更为“奇葩”的是，戴胜会在冬季进入冬眠状态，冬眠时多只戴胜排成圈，彼此将嘴插入其
他同伴的泄殖腔。这种现象的生物学意义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戴胜和啄木鸟一样都吃虫子，但啄木鸟吃植物枝干上的虫，而戴胜则是在地面觅食。戴胜的
食物中昆虫占87.76%，主要有直翅目、膜翅目、鞘翅目和鳞翅目的昆虫、幼虫等，很多都是
严重的地下害虫，可见它们同啄木鸟一样，在农林中对维持生态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美丽鸟儿的背后，你知道多少
传说戴胜与西王母有关。“戴”，作动词，加在头部、颈部等上面，也有拥护支持的意思；
“胜”，有多重含义，泛指古代戴在头上的一种首饰。据古代《山海经·西山经》记载：西
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戴胜，冠羽状似西王母发冠，代指西王母。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戴胜是“知天时”的报春鸟，有幸福圆满、吉祥和美的象征意义，绘画
中常配以萱草，象征伟大的母爱。戴胜的雏鸟要经过亲鸟26天～28天的喂养，才能离巢和飞
翔。
美丽光鲜的背后，是让人掩鼻的“臭烘烘”。这么漂亮的鸟儿，却还有个不雅的名字 “臭
姑鸪”。 戴胜孵卵通常由雌鸟负责，雄鸟则负责供给食物。繁殖期不爱清理雏鸟巢内粪
便，加之在孵化期雌鸟的尾部腺体会排出一种很臭的棕黑色油状液体，使鸟巢周围散发一种
恶臭，多数物种会对其鸟巢退避三舍。
这么漂亮的鸟儿怎么能这么不讲卫生呢？戴胜表示不服！
这可是它们长期适应自然的明智之举。戴胜的巢这么臭，谁也不想光顾，那对戴胜来说是好
事情呀：不被骚扰。想想看，这么亮丽怎会不被觊觎。一臭多得！繁殖期保护了巢、自己和
雏鸟的安全。“出臭而不染”，出了巢的戴胜依旧美美的。
戴胜的美，毫不艳俗，更无夸张造作，自古就赢得了人们赏识，成为诗画中的常客，被赋予
了许多美好的寓意。不过在被歌颂褒扬的同时，一样也有着备受争议的身份。
比如，劳动模范：戴胜常在农田里四处奔走，用那长而弯的细嘴，竭尽全力地挖土找虫，颇
显勤劳，因此在很多地方，它非常受农民喜爱。
五好家庭：在繁殖期，戴胜夫妻常结伴觅食，还会互喂食，以示恩爱。雌鸟孵卵时，雄鸟还
不辞劳苦，每天数次叼回食物喂给爱妻。因此戴胜也被视为爱情忠贞、和睦美满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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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幽篁戴胜图》
戴胜在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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