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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到西南观赏野花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到西南观赏野花，，其实到东北观其实到东北观
察野生植物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察野生植物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最佳窗口有两个最佳窗口有两个：：一是一是
44月下旬月下旬55月上旬月上旬，，二是国庆前后二是国庆前后。。前者观察林下地被植前者观察林下地被植
物的花物的花，，后者观察变化莫测的秋叶后者观察变化莫测的秋叶。。

（左）毛茛科朝鲜白头翁（右）猕猴桃科软枣猕猴桃

到到东北欣赏草木东北欣赏草木
□ 刘华杰

蔷薇科水榆花楸的叶子。这种植物非常美。前几次均没
有准确鉴定出来，直到最后采集到果实才确认了它的名字。

葡萄科山葡萄与桦木科白桦

印象最深的几次品尝弹涂鱼，都在闽
东，当地称之为跳跳鱼，颇为珍视。弹涂鱼
摸样很丑，黑不溜秋的，初看像拇指大小的
泥鳅，但是有鳍，前肢仿佛小爪，还有一双
大而突出的眼睛。我不忍多看，就像对付泥
鳅一样，断其头，啮其身，弃其骨，饮其
汤。弹涂鱼肉质细嫩，但我怕麻烦，更愿意
喝鲜汤。

我吃海鲜，大多是稀里糊涂，吃过就
忘。记得跳跳鱼完全是因为它的怪模样，以
及这个有意思的俗名。弹涂鱼产于海岸滩
涂，潮退，泥滩上到处都是，跳来跳去，此
起彼伏，一有动静就迅速钻进洞穴。据说它
们还善于攀岩，能爬上红树林的枝条——缘
木求鱼被人嘲笑了千百年，原来并非无稽，
至少是通往弹涂鱼的道路之一。

八闽文献里常见到弹涂鱼的身影。《海
错百一录》 说，跳鱼产咸淡水，大如指，
肉细味清，腹有黄子尤胜，泉州漳州称花

跳，福州呼江犬，仙游谓之超鱼。民国
《霞浦县志》 描述道：“跳鱼，一名弹涂，
又名泥猴。藏海泥中……味亦清，颇可
口。”《澎湖纪略》 说：“生海屿边泥涂中，
大如指，善跳，故名，俗曰花鱼，以其身
有花文也。作羹食，味颇佳。”

说到弹涂鱼味美，可能缺乏共识。在
福建，闽东弹涂鱼地位最高，是招待贵客
的海鲜名菜。霞浦海边有不少池子，围了
一人多高的网，用竹竿固定，据说就是人
工养殖弹涂鱼，围网内不时响起扑通声，
腾空跃起一个黑色的影子。闽南海鲜市场
罕见弹涂鱼，厦门的酒家或海鲜排档，几
乎没有这道菜。一位厦港渔民告诉我，从
前筼簹港和厦港避风坞的海滩上弹涂鱼很
多，人们不看重，厦门人更喜欢吃外海
鱼。有位从小在集美社讨小海长大的朋友
说，弹涂鱼最贱，从前是穷人家配地瓜稀
饭吃的，不能上桌待客。江浙各地对于弹

涂鱼的态度，也是爱憎分明，反差很大。
明代太仓才子陆容在 《菽园笔记》 中说：

“余姚人每言其乡水族有弹涂，味甚美。详
问其状，乃吾乡所谓望潮郎耳。此物吾乡
极贫者亦不食，彼以为珍味。”

弹涂鱼机敏，善跳，给海边的孩子带
来无穷乐趣。鲁迅的散文 《故乡》 里，少
年闰土提到乡下的稀奇事之一，就是“我
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
鱼儿只是跳，都是青蛙似的两个脚”，让少
年鲁迅神往不已。滩涂泥软，一脚下去没
到腿肚子，行走不便，浙江舟山六横岛的
渔民发明了一种名叫“泥鳗”的木滑板，
人坐其中，一脚在外推动，一推可滑行数
丈，是纵横滩涂对付阑胡——当地称弹涂
鱼为阑胡——的独特交通工具。俞樾 《右
台仙馆笔记》描述说：“其捕阑胡之法，先
以竹筒千百遍插泥中，乃乘泥鳗东西驰
逐。阑胡遇孔必跃入，则尽入竹筒矣。”

用竹筒捕捉弹涂鱼，广泛流行于东南沿
海各地。大概情形是，在滩涂上埋上许多小
竹管，用泥巴覆盖，手指戳个小洞，伪造出
一个假穴。弹涂鱼一受惊，急急忙忙往最近
的洞口钻，正好落入竹筒。《重刊兴化府志》
介绍莆田人抓弹涂鱼的方法，略有差异，但
也是造个假洞：“海边人欲取之，抟土为筐，
以罩其穴，别为浅穴其旁。鱼出游，人逐
之，则入赝穴，因就执焉。”行动快于思想，
就不免认错家门，落入陷阱。这道理对人对
鱼都适用。

弹涂鱼终生在泥滩中打滚，地位卑贱，
并不影响它们志存高远。何乔远《闽书》指
出，到弹涂鱼“生泥穴中，夜则骈首朝
北”。这一点，松江华亭 （今上海） 人冯时
可《雨航杂录》也观察到了，说阑胡如小鳅
而短，头有斑点如星，数千百跳踯涂坭中，

“以盂覆活者数百于地，旦发视之，皆骈首
拱北，盖亦朝斗之意。玄修者忌食”。遇到

这种心中有神灵的鱼，吃货们要小心了。博
学的冯时可提醒说，唐朝对卖鲤者、卖蠡者
都要杖六十，因为鲤朝日、蠡朝星，都有坚
定的信念，食之者皆有祸；“阑胡虽小，头
亦有星，故土人皆戒勿食”。

我这才知道，古人不食弹涂鱼的原
因里，其中之一是它们有信仰。它们的
头上，烙下了星座的标记。这个卑微的
物种，有一天会离开滩涂，奔向星辰大
海吗？

（作者系福建泰宁人，作家。从事文学
和人文地理写作，长期为 《中国国家地
理》、《华夏地理》 等杂志撰稿；著有 《时
光之砂》、《文化生灵》、《我们住在皮肤
里》 和“中国的掌纹”系列 （《自然骨
魄》《大地栖居》《华夏边城》） 等著作十
余种；现为厦门晚报编辑。）

弹涂鱼：一种有信仰的鱼
□ 萧春雷

我害怕读冷冰冰的生物课本我害怕读冷冰冰的生物课本，，很想写点不一样的东西很想写点不一样的东西———应该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应该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但是充满文但是充满文
学想象力学想象力、、睿智睿智、、温情的文字温情的文字。。

早年山居早年山居，，写过一本写过一本《《文化生灵文化生灵———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生物—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生物》》的书的书；；如今岛居如今岛居，，便想续写便想续写““萧氏萧氏
海错海错———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海洋生物—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海洋生物””专栏专栏，，多识鳞介水族之名多识鳞介水族之名。。

华夏民族发祥于内陆华夏民族发祥于内陆，，来到海边来到海边，，他们如何认识大海里的奇特生物他们如何认识大海里的奇特生物，，真是一部玄幻的趣史真是一部玄幻的趣史。。我讲我讲
述这些故事述这些故事，，并将这些作品定位为并将这些作品定位为““文化物种学文化物种学””或或““民族物种学民族物种学”（”（我自己生造的两个概念我自己生造的两个概念））文文
本本。。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我的主题并非科学知识我的主题并非科学知识，，而是一个民族的科学探索而是一个民族的科学探索———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如中国人如
何通过传闻何通过传闻、、偏见偏见、、想象和亲历想象和亲历，，建构起一个奇异的中华海洋生物世界建构起一个奇异的中华海洋生物世界。。

从2016年12月起到现在，一年
当中我已 5 次东北观察、拍摄植
物，最近的一次是在刚过去的国庆
黄金周。

我老家在东北，回去很正常，
但这一年自费密集返回北京与东
北，只为了一个目的：为吉林松花
湖边的一座山 （名字叫大青山） 编
写一本植物手册。我自己给自己布
置的任务，别人没有强迫我。拍
摄、鉴定、描写也都由我一个人完
成，目前《青山草木》书稿已经全
部完成，能否出版以及怎样出版还
是未知数。这将是我这样一个局外
人，继 《崇礼野花》《延庆野花》
后撰写的第三部野生植物手册。为
什么？因为像我这样的植物爱好者
特别需要这样的实用手册。因为没
有，我只得自己上阵！

以前从未认真想过要为吉林的
某地编一本植物手册。严格说，也
偶尔想过，因为记忆中家乡非常
美，植物多极了。几十年倏忽而
去，具体的物种形象仍能清晰地浮
现在眼前，如蕨菜、刺嫩芽、猴腿
儿、山凳子、猪牙花、山葡萄、秋
子梨、东北李。也就是说，也曾想
把个人印象、记忆描述出来，分享
给他人。但是以前没有相机，仅靠
文字说不清楚。就算有相机，在胶
片时代，想拍也拍不起。另外，小
时候我知道的都是土名，土名是地

方性知识，很重要但没法与外界交
流。只有等我重启博物学，自学了
分类学，才有可能准确地介绍家乡
的宝贝植物。

2016年冬季的一天，我来吉林
松花湖滑雪并给易居沃顿的学员讲
一次博物学，一下子就喜欢了那里
的植物。松花湖，并不陌生，36年
前参加全国地学夏令营时我就来
过，当时在通化市一中读高二。那
次夏令营影响到我高考时报考了北

京大学地质学系，博物学的种子悄
悄地埋下。事后想来，现在我致力
于复兴博物学文化，或许与那次夏
令营有关联。

中学那次来没爬松花湖周围的
高山。这次坐在先进的脱挂式高速
缆车吊箱里，快速上了大青山。滑
雪当中不经意就会注意周围的植

物。我突然发现林缘有许多东北百
合的蒴果，显然是秋季之后留下
的。走进树林，见到黄心卫矛张开
的蒴果、大叶柴胡的茎叶、兴安升
麻的蓇葖、黄海棠的果序、钝苞一
枝黄花的总苞。又发现了林生茜草
和宽叶蔓乌头。这种蔓乌头很特
别，其茎的手性可左可右！

看着周围的白桦、硕桦、裂
叶榆、胡桃楸、水曲柳、蒙古栎
大树和猕猴桃属大藤子，再瞧着
林下的多种枯草，我猜测这里植
物非常丰富，早春的地被植物一
定差不了。第二天我专程到了大
青山最高点，用长焦了拍摄了山
顶 公 园 中 裂 叶 榆 树 干 上 的 槲 寄
生，然后慢慢从西侧雪道边走下
来，只为了沿途在雪中看植物。
菊科大叶风毛菊的枯枝非常多，
还有最熟悉不过的蕨！ (上篇)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博物学文化倡导
者。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哲学
和科学社会学。主要作品有《浑沌
语义与哲学》《分形艺术》《中国类
科学》《博物学文化与编史》《檀岛
花事》《青山草木》 等。曾获吴大
猷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大鹏自
然好书奖等。）

恐龙是出现于中生代多样化
优势陆栖脊椎动物，最早出现在2
亿3千万年前的三叠纪，灭亡于约
6千5百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所发
生的白垩纪末灭绝事件。恐龙的
许多未解之谜，至今仍被许多科
学家和科普爱好者关注、探寻。

今年初秋，笔者闻名来到被
称为“恐龙之乡”的黑龙江宜春
市嘉荫县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了
解到百年间嘉荫恐龙化石群发现
前后一些故事。

我国第一个恐龙化石发掘地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恐龙产
地之一，我国的恐龙化石发现地
遍及东西南北，但我国最早发现
并被科学命名的恐龙化石却是发
现在嘉荫县一个叫渔亮子的小渔
村。嘉荫县地处黑龙江中俄交
界，早在1900年前后，黑龙江沿
岸的中国渔民就发现，每年涨大
水以后，总有一些动物骨头从河
岸被冲洗出来，但他们并不知道
这些骨头究竟是何物。一名俄国
上校马纳金得知消息后前来调
查，初步判定这些骨头是某种古
象的化石，就带了一些化石回到
俄国。1902年，马纳金在伯力报
刊公布了这一消息，同时还把化
石送到了伯力博物馆。马纳金的

发现引起了一些俄国地质和生物
学家的重视，他们陆续来到嘉荫
考察和挖掘，最后在1915年把这
些残骨化石认定是恐龙化石。

第一架恐龙化石骨架流落俄国
俄国专家在嘉荫大规模挖掘

出恐龙残骸化石后，又开始装架
组装，于 1924 年组装成一具高
4.5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
架，定名为黑龙江鸭嘴龙，又称
满洲龙。这是第一条由中国出土
的恐龙化石组成的恐龙骨架，因
而也被称为“神州第一龙”。令
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积
贫积弱，军阀混战，政府无暇顾
及科学文化，这个出自中国的第
一副恐龙化石骨架并没有留在国

内，而是被俄国人盗走，陈列到
彼得堡地质博物馆里。

嘉荫县得名“恐龙之乡”
庆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

嘉荫县境内仍不断有新的恐龙化
石骨被发现，引起了我国古生物
家的重视，从70年代至今，我国
地质工作者和古生物学家一直在
对嘉荫的恐龙化石进行大规模的
发掘。至今从嘉荫县龙山发掘的
恐龙化石已经被装成了10具恐龙
化石骨架,分别保存于中国地质大
学 （武汉） 博物馆、黑龙江地质
博物馆、长春地质学院博物馆内
等处。有关部门还在这里建成了
集遗址保护和挖掘、科普科考、
观光休闲为一体的恐龙国家地质

公园、恐龙博物馆。嘉荫县遂成
为闻名世界的“恐龙之乡”。

我国恐龙科普场馆知多少
我国除去嘉荫恐龙国家地质

公园，在其他地方还有一些著名
的恐龙场馆，如常州中华恐龙
园、山东诸城恐龙博物馆、云南
禄丰恐龙谷、四川自贡恐龙博物
馆、河南西峡恐龙蛋博物馆、内
蒙古二连浩特市恐龙博物馆、
汝阳恐龙地质公园、广东河源恐
龙博物馆等。这些地方有些也是
著名的恐龙化石出土地。另外，
在中国科技馆、北京自然博物馆
以及一些省市的博物馆，也辟有
专门的展厅，展出恐龙骨架、恐
龙化石或恐龙模型。

嘉荫县国家恐龙地质公园神州第一恐龙
发掘地纪念碑

“ 恐 龙 之 乡 ” 话 恐 龙
□ 嵇立平

绒顶柽柳猴 长颈羚

勃氏新热鳚

巴西角蝉

生物的多样性，为我们这个星球平添了奇异而不可思议的
图景。瞧，这些精灵古怪的动物，你不觉得它们很可爱吗——

朋友，现在还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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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Boleophthalmuspectinirostris
俗名：跳鱼、花跳、泥猴、阑胡、望潮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