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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鸽传书，这是古代传递信
息的一种重要手段。如今，在邵
阳市区的天空上，仍然能够看到
结伴飞翔的信鸽。这些被精心饲
养的信鸽，是邵阳鸽友格外疼爱
的宝贝。信鸽承载着鸽友的希
望，在一次次比赛中穿越重重阻
碍，成功飞回鸽舍。

11月27日上午，站在自家天
台上，看着饲养的100余羽信鸽或
展翅高飞、或闲庭信步、或哺育乳
鸽，家住市区人大路附近的69岁
的李祖泽感到十分快乐和满足。
放飞信鸽、给信鸽喂食、打扫鸽
舍、观察信鸽身体状况，每天一大
早，李祖泽就会赶到天台，开始一
天的饲养工作。这样的生活习
惯，他已坚持了数十年。

一走上天台，瞬间便进入了
鸽子的世界。“咕咕咕”的叫声便
此起彼伏，一羽羽或灰或白的鸽
子在屋顶或鸽舍内漫步，场面十
分热闹。在天台的一侧，两个种
鸽棚将公鸽和母鸽分隔开来，以
控制繁殖的速度。“种鸽来自云
南、贵州、辽宁、沈阳、新疆等地，
是通过拍卖或者鸽友交流时寻到
的，用来培育血统好的下一代。”

李祖泽说，鸽子一生只认一个家，
这些被购买回家的种鸽只能关在
笼中，一旦放飞就会飞回最初的
家。

秋棚和春棚内，饲养着来年
参加比赛的赛鸽。在每只鸽子的
脚上，装有电子环，成为唯一的

“身份证”，用以身份的认证与区
分。每天清晨，赛鸽都会准时被
放飞，并自由地飞上一整天。为
了训练赛鸽，鸽友们最初会将赛
鸽带至邵阳大道等周边地区，让
鸽子自行飞回家。随后，再扩大
范围，在邵东、益阳、娄底等地放
飞，不断加强鸽子的飞行和判断
能力。这些训练的信鸽，除了要
突破风雾雨雪等恶劣天气的封
锁，有时还要对付飞鹰等各种劲
敌，但只要还能够飞翔，它们都会
拼命回家。

“你看这羽毛多顺滑，光泽度
多好。这家伙可争气呢！比赛拿
了 双 亚 军 。”捧 着 编 码 为

“0126755”的信鸽，李祖泽的语气
中满是自豪。在贵州贵阳平翔赛
鸽2016年第三届秋季比赛中，这
只鸽子获得了280公里预赛亚军
和440公里决赛亚军，成绩不容小

觑。在李祖泽家中，摆放着40余
座信鸽比赛的奖杯。“信鸽驯养主
要是看血统的纯正，无论它飞行
多远，都会拼命归巢，一刻都不会
停歇。”然而，受诸多原因影响，不
少信鸽在参赛后一去不复返。因
此，在收获喜悦的同时，鸽友也会
因失去信鸽而心痛。

到了喂食时间，李祖泽一吹
口哨，在天空中飞翔的鸽子便会
马上聚拢过来，等待喂食。玉米、
高粱、麦子、白瓜子，在信鸽的粮
仓内，各种各样的五谷杂粮一应
俱全。种鸽、赛鸽、乳鸽，不同的
鸽子需要搭配不同的食材。定时
加水、定时喂食、注意疾病预防，
在李祖泽的悉心照料下，这些信
鸽健康地成长着。“照顾鸽子，倾
注更多的是情感，要像对待亲朋
好友一样对待它们，和它们培养
好感情。”受城区场地的限制，大
部分的鸽舍都只能放在天台上。
而对于爱好信鸽的鸽友们来说，
饲养信鸽就是他们的业余爱好，
是锻炼身体、培养情趣的最佳方
式。正是因为他们的执着，一群
群信鸽仍在努力飞翔，点缀着城
区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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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上享受冬日暖阳的信鸽。

一群鸽子翱翔在城市上空一群鸽子翱翔在城市上空。。

刚出生不久的小信鸽。

信鸽比赛中引入了现代科技，在鸽棚入
口安放一个感应板，信鸽一飞回来就能显示
所有数据。

屋顶上休息的信鸽。

获得了280公里预赛亚军和440公里决赛亚军的“0126755”。

用于辨别信鸽身份的各种脚环。

“鸽子的早餐都是五谷杂粮，比我们人还吃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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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鸽子“计划生育”，李祖泽还在鸽棚里养了只大公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