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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23日，旅居上野动物园的雌性大熊猫
“真真”产下一雄一雌双胞胎幼崽。去年10月8日，东
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公布幼崽分别被命名为“晓
晓”和“蕾蕾”，寓意“黎明来临，迎接美好未来”。

东京都政府表示，双胞胎在园内设施“熊猫
森林”与母亲“真真”一起公开亮相。据上野动物
园的工作人员介绍，出生时单只仅有120多克的
熊猫幼崽，如今体重都已超过14公斤。根据防疫
规定，每名游客的参观时间只有1分钟。

由于东京都的新冠疫情近来有所恶化，上野动
物园11日开始临时关闭。但园方特许12日至14日每
天进行2小时的大熊猫双胞胎幼崽与妈妈“真真”公
开展出。据报道，在公开参观期间，园方每天仅放
1080名游客入场，他们都是在去年底抽签活动中的
“幸运儿”，因为中签率“低得惊人”，平均348人中抽

一位。
据共同社报道，12日上午10点正式开始参观

前，游客们迫不及待地一个接一个进入园内。第一
个见到双胞胎幼崽的55岁的东京都练马区设计师
川添尚子说，早晨5点就来排队了，“毛茸茸的好可
爱，一会儿啃叶子，一会儿爬树。能看到它们真是
奇迹”。另一位来自埼玉县川口市的52岁女性公司

高管满面笑容地说：“（‘晓晓’）平躺在树上的姿势
太可爱了。终于看到了，非常激动。”

据新华社报道，来自横滨的荒井多映子说，能
够中签并且亲眼看到双胞胎幼崽非常幸运，期待日
中两国以大熊猫为纽带永远友好下去。上野动物园
教育普及课课长大桥直哉称：“双胞胎幼崽从早晨
起就很活跃，服务精神满满。虽然目前停业，但希望
大家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来关注它们的成长。”

目前，上野动物园共有5只大熊猫，分别是旅
日雌性大熊猫“真真”（中文名仙女）、雄性大熊猫

“力力”（中文名比力）以及它们的孩子“香香”和
“晓晓”“蕾蕾”。按照中方与东京都签署的协议，
“香香”本该在满两周岁时归还中国，但因疫情延
期，最新达成的协议显示“香香”的归还时间延迟
至今年6月30日。

01 疫情挡不住对熊猫的热爱

估算产生超300亿日元效益02
上野动物园去年8月7日至20日为这对大熊猫双胞

胎幼崽公开征名，最后获得19 . 2712万份回复。包括网
上收到18 . 8720万份，园内等处的征集箱收到3992份。这
个数字逊于4年前出生的“香香”，当时为它公开征名时
收到创纪录的32 . 2581万份回复。

上野动物园表示，这次征名评委由著名电视主持
人、畅销书《窗边的小豆豆》的作者黑柳彻子和音乐评论
家汤川丽子等6人担任。经“大熊猫名字遴选委员会会
议”商讨，东京都政府最终选定“晓晓”和“蕾蕾”两个名
字。上野动物园相关负责人对这组名字的汉字寓意进行
了说明，“晓晓”意味着黎明时光芒越来越灿烂的景象，

“蕾蕾”意味着花苞开始绽放出美丽的花朵迎接未来。
去年10月8日命名的消息一出，上野动物园当地的

商店就推出新商品的销售和促销活动，并表示“双胞胎
幼崽亮相时，希望整个街区进一步炒热气氛”。位于动
物园附近的大型百货店“松坂屋上野店”，还在命名当
天紧急推出了一场特卖活动。在双胞胎幼崽诞生两天
后，总店位于上野动物园附近的人偶制造商“久月”发
售了熊猫父母抱着两只宝宝的玩偶。该公司公关负责
人表示：“虽是临时赶制的商品，但十分畅销。”

日本资本市场同样也有“上野熊猫概念股”。去年
10月双胞胎幼崽命名后，中餐集团“东天红”的股价开
盘大涨10 . 25%，另一家上市餐饮公司“精养轩”的股价
涨幅也超过7%。这两家公司的股票交易量也随着市场
热度飙升，达到过去三个月平均日交易量的10倍。

这两家餐饮连锁的本店都设在上野不忍池旁，其中
“精养轩”更是1876年设店上野的老店。“精养轩”从两只宝
宝诞生次日起，就开始销售画有双胞胎幼崽图案的特制
甜点。总经理秋元秀夫说：“拍照的客人很多，备受好评。”

深谙大熊猫对日本人吸引力的上野动物园，在“真
真”诞下双胞胎后，立刻开始售卖相关产品——— 熊猫的
便便形状的点心，有各种口味可供挑选。商品旁边还配
上了“贴心”说明：成年大熊猫简直是行走的“产屎官”！
一天100个，每个15厘米，串联起来能有15米，相当于5
层楼高；熊猫幼崽的一个便便5厘米……

据旅日侨网报道，一位“艺高胆大”的日本大叔买了
一袋“熊猫便便”回去做产品评测。他买的是抹茶口味的
熊猫幼崽版“便便”点心，吃完点评道：“脆脆的，很可口，
带着抹茶清香，也可能是竹子清香吧。难
道真实的熊猫便便也是这个味儿？”

东京商界一直憧憬“真真”产子能为
上野动物园吸引大批游客，带旺动物园周
边经济。据共同社报道，上野动物园的大
熊猫双胞胎诞生后，日本经济学家、关西
大学名誉教授宫本胜浩估算，参考“香香”
的先例，“晓晓”和“蕾蕾”公开亮相一年内，
门票收入和游客消费等将产生超过300亿
日元（约合16 .5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

宫本当时预测称，从疫情长期宅家的
压力中释放出来，举家前来一睹上野首对
大熊猫双胞胎身姿的游客将会增加。然
而，近期疫情强烈反弹打破了这一憧憬。

旅
日
大
熊
猫
的
魔
力

日本东京都
上野动物园大熊
猫双胞胎幼崽12
日正式与公众见
面，从日本各地
赶来的中签“幸
运儿”当天见证
了“晓晓”和“蕾
蕾”的首次亮相。
因近期新冠疫情
迅速反弹，东京
都规定包括上野
动物园在内的都
立设施自11日起
暂停营业，但允
许事先抽签的中
签者参观双胞胎
大熊猫，见面活
动仅持续3天，至
14日结束。

03 姐姐“香香”当年亮相引轰动

按照协议，2019年6月“香香”满2岁时归还中国。当时，
日本民众一片惋惜和挽留声，希望延长大熊猫租期。经东
京都多次恳求协商，“香香”的归期延迟到2020年底。“香
香”的父母“力力”和“真真”的10年租借期也已到期，本应
于去年2月回国。如此一来，上野动物园将没有大熊猫，失
去园里最吸粉的大明星。但这一切都因疫情而推迟。

日本人对大熊猫特别喜爱。1972年，中国赠送日本的
第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乘机进入日本领空时，航
空自卫队曾派出战机升空护航，享受了国宾级待遇。当
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还亲自到机场迎接。

“兰兰”和“康康”落户上野动物园后立即引起轰动，一天
内涌进30万人，要排5个小时的队才能看上一眼大熊猫。

2011年2月赴日的熊猫“真真”，曾在翌年诞下一只
宝宝，但6天后因肺炎夭折，令不少人伤心落泪，时任日
本首相野田佳彦也表达了“遗憾”。

2017年6月12日“香香”出生时，日本上下欢欣鼓舞，
消息登上各大媒体头条，电视台反复播放小家伙的超萌
模样。同年12月，“香香”首次公开亮相，这是时隔29年上
野动物园再次展出熊猫宝宝。由于粉丝太多，动物园不
得不以抽签方式每天限量2000人，且观看时间不得超过1
分钟。据报道，一名男子为了看“香香”特意休了年假，提
前一天住到动物园附近的酒店，还专门买了新相机。

“香香”出生时，上野商店街联合会当晚在上野街
头送出2万顶熊猫帽子，还举办庆贺大优惠活动，赚得
盆满钵满。附近的餐饮名店“东天红”和“精养轩”的股
价也曾跟着大涨，“东天红”的股价当天上冲38%，一度
涨到10年来最高；上野“精养轩”的股价也涨了11%。

“香香”的影响力不只限于动物园及周边地区，整个
东京都都受益匪浅。宫本胜浩曾做过测算，仅在东京都，

“香香”带来的经济效益就达267亿日元（约合14 . 8亿元人
民币）。而每年的租借费只有约1亿日元。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东京都一再交涉希望延长大熊猫的租借期。

关于“香香”还有一段佳话。2017年12月19日，在中
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一位日本记者用英语提问时
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你对‘香香’今天的公开亮相
有什么评论吗？”由于日本记者的发音问题，华春莹错
将“香香”听成了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杉山”的名字，
进而严肃地回答了“中日关系”的相关内容。

一名中国记者解释了这个误会后，华
春莹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并表示：“大熊
猫非常招人喜欢，是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的

‘小使者’。我们也希望‘香香’能够为增进
中日人民之间的感情和友谊，为推动中日
关系健康发展发挥‘小使者’的积极作
用。”记者会现场也传出了轻松的笑声。

目前，在日本出生的大熊猫已有12只
先后回到中国，日本民众曾多次自发组团
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看望。2018
年6月，日本的“熊猫粉”专程赶来看望从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到深圳野生动
物园生活的“浜家族”成员——— 大熊猫“秋
浜”，并送上从日本带来的礼物。

11月月1122日日，，媒媒体体记记者者在在日日本本东东京京上上野野动动物物园园拍拍摄摄等等待待入入

园园参参观观大大熊熊猫猫双双胞胞胎胎的的游游客客。。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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