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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与鸟候——12 月 6 日是大雪。在小雪时我们就说过，
“雪”仅是气候中的降水概念，“天地积阴，温则为雨，寒则为
雪”。节气中的大雪与小雪一样，主要反映气温与降水的气候变化
趋势，并不表示降雪的量大量小，只是大雪节气的到来，标志着

“至此而雪盛也”，今后的天气将是寒流逐渐活跃，气温逐渐下降，
降雪也会越来越多。大雪三候中，只有初候“鹖鴠不鸣”是鸟候。
鹖鴠是一种冬季仍会嚎叫的鸟，但在大雪时节，因为感受到天寒地
冻，连鹖鴠也停止了鸣叫；二候“虎始交”。此时阴气最盛，盛极
而后衰，老虎开始有求偶行为；三候“荔挺出”。荔挺是一种生命
力极强的小草，即使是大雪严冬气候，也不影响它因气温萌动而抽
出新芽。

别把珠颈斑鸠当鸽子——珠颈斑鸠是鸠鸽科副斑鸠属鸟类，俗
称野鸽子，体型中等，体长27—34厘米，体重120—205克。雌鸟
和雄鸟羽色相似，但雌鸟不如雄鸟羽色亮泽。因为珠颈斑鸠既是鸠
又类鸽，直观上很容易将其与鸽子相混，但仔细辨别，两者还是有
细微差距。相比鸽子，珠颈斑鸠体型要小，体长要短，体重要轻。
羽色上，珠颈斑鸠为褐色或粉褐色，颈部两侧有黑白相间的块状羽
斑，形状类似珍珠，故名“珠颈”；鸽子的羽色则有灰色、白色、
棕红色，有时还带彩色斑点。另外，两者在栖息环境、觅食习惯、
飞行特点、繁殖习性等方面都有差别。尤其从叫声中最好辨别，珠
颈斑鸠的叫声是连续的“咕咕咕”声，而鸽子则是短促的“咕咕”
声。

珠颈斑鸠不会占雀巢——“鸠占鹊巢”是用来比喻强占别人房
屋、土地和妻室的成语，主观上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斑鸠不会筑
巢，而是以暴力去占据别鸟的巢穴。其实这是对斑鸠的误解。首
先，占据鹊巢之“鸠”并非斑鸠，而是杜鹃。其次，斑鸠是会自己
筑巢的。但是珠颈斑鸠所建的鸟巢非常简陋，结构也很松散，几根
树枝再塞点草叶就可以搭建而成，虽然简单，但很适用。珠颈斑鸠
是一夫一妻制，因此它们很注重于享受筑巢的过程中，雌鸟雄鸟各
有分工职责，雄鸟负责爱巢的选址和材料的搬运，雌鸟则负责具体
搭建巢穴。雌鸟在巢中产蛋后，夫妻俩会轮流孵蛋，但是以雌鸟为
主。一只鸟孵蛋时，另一只走动不会太远，只是在周围几十米的范
围内觅食或警戒，直至幼雏破壳并能够独立生活。

大雪的淮南“鸟代”——珠颈斑鸠是留鸟，适应环境的能力很
强，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主要栖息于有稀疏树木的平原、草地、丘
陵和农田地带，以及城市公园、绿化带和住宅小区，目前在《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中都呈“无危”状态。淮南市全域都非常适合珠颈斑鸠的生存，市
林业局2023年度在毛集实验区焦岗湖、潘集区泥河和凤台县凤凰
湖等湿地公园进行鸟类监测时，都发现有珠颈斑鸠的踪影。大雪时
节，天气寒冷，室外已很难见到其它鸟类，但珠颈斑鸠会在覆盖着
积雪的草地上蹒跚扒食，胆大一些的甚至会飞到小区垃圾桶上用嘴
扒拉美味佳肴。因为此时人们能时常见到的只有珠颈斑鸠，因此将
之确定为大雪节气的淮南代表性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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