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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猫开始的柔情 

 

金仁苗 

教育学部 交換留学生 中国 

 

日本人喜欢猫喜欢得出了名。我与和歌山的结缘也是自猫开始的。 

两年前，我以旅游目的第一次来到了和歌山纪川市。和歌山给我留下的初印象便是：温

柔、安静、美好。在人迹罕至的小路间漫步徘徊，听不见嘈杂的鼎沸人声，唯独有鸟啭、风

吟，庭院人家的翠松在萧萧作响，以及，几声猫啼。 

在贵川车站有一只高龄的三花猫，名叫做“小玉”。小玉的母亲曾是一只流浪猫，被一位

善良的小店店主收养后，产下了小玉。贵川车站收养了小玉，前所未闻地将一只猫封为了车

站站长。在所有人的关爱与注视下，小玉从一只不起眼的流浪猫变为了美丽而威风的站长大

人，时刻守护着这个站的同时也被和歌山的人们所守护着。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和歌山

人与其他物种间的亲近无距离与对待细小生命的一份温柔。 

时隔两年后，我以留学的目的再一次来到了和歌山，来到了和歌山大学。缤纷夺目的社

团里我看见了一个叫做“猫咪”的社团。怀着对猫的喜爱与好奇心我加入了这个社团，想看

看在这个神奇的社团里可以与猫咪产生怎样奇妙的相遇。 

和大生活着很多猫。不同的体态、不同的花色、不同的性格，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

这是“猫咪”社团带给我的第一个惊喜。这群猫被赋予了名字，就不再只是一群无所归处的

孤独的流浪猫，而是被和歌山大学这个大家庭所包容与接纳，环抱在这一片山顶温暖的阳光

与青葱的林木里的和大一员。胖胖那只外号叫做デブ、茶色的这只花猫叫サビ、有着短短尾

巴的叫タビ、一身黑的叫クロ。每个名字都那么切合他们自身的特点与闪光点，就如同母亲

给予自己孩子的爱称一般。在放学时点，夕阳的照耀下，去唤着这些猫咪的名字，附身去抚

摸轻拍他们的头、背脊，看着他们在你的手下半眯上双眼微微发抖发出咕噜咕噜满足的声音，

或是紧贴着你的脚踝摩蹭着你的小腿，你的心也能随着这份人与动物间的亲近而柔软下来。 

社团里会根据大家的时间空余来安排上午与下午两个时段的喂猫日程。社团内部会为猫

咪们购买专门的猫粮与猫碗，喂猫的时间就带着猫粮在校园的各处寻找猫的身影，找到了就

晃动手中的袋子，猫咪们就都会喵喵地凑近来寻讨早餐或者是晚餐了。对我而言如同这般把

校园的猫当做家猫来喂养的体验也是极为新鲜的。在中国，流浪猫们只能靠自己到垃圾堆中

解决三餐。它们或许在何处受到过惊吓、虐待，不信任人类，看见人类便逃得远远的。但是

在和大这一片土地上，猫儿们相信着人类，亲近着我们，想必是从这群人这里收获了温饱、

获取了关爱吧。 

在形形色色的猫中有一只猫与他人有那么一丝不同。每日，我都可以从 line 的社团群组

收到关于“今天喂过药了哦”的信息提示。这只猫的名字叫サビ，就是那有一身棕茶色杂毛

的花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询问了这只猫的背景——是一只心脏患有疾病的虚弱的猫咪。

若不这样靠着药物来维持生命，她可能早就消逝在和大校园中了。细微到这一步的爱悯与体

恤着实让我由自内心感到惊叹。在给予温饱的基础上，他们更是延伸到了对生命的救赎。我

仍旧清晰地记得学长在强调务必记住给サビ喂药的认真肃穆的神情，以及部长在为我解释サ

ビ病痛的消息里一颗一颗沉重又充满决心的字眼。这一切让我看到了这一个整体的充满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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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心，对脆弱微小的生命的关怀。每当想起，都为之感动，受之鼓舞。 

对于小生命的关怀，是关怀的起点。离开了这群猫咪，在生活的中的其他各种场合里都

能够见证并感受着这份关怀，如在公寓一楼张贴着的为让更多的盲人收益而唤起的导盲犬培

训捐款募集；在国际交流大厦的通道里为方便盲人确认楼层位置的语音播报等。同时站在我

自身的角度，作为留学生，在异文化交流中结识的老师时刻给予我日语上耐心而细致的指导，

在教育学院老师的带领下获取了在日本小学见习的机会等，这一切难得的体验与经历，都是

我在和歌山感受到的“情”至深的关怀。 

果然，至今为止和歌山留给我的印象仍旧是那份温柔，安静与美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