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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宏杰

孟冬季节，陈圣平兄约我至湖州吃鳖，因与陈兄产品合作的养殖基地在德清下
渚湖湿地附近，当时心下颇有些不以为然。我曾在湖州城中尝过丁莲芳千张包、诸
老大粽子、周生记鲜肉笋衣馄饨，甚至吃过南浔绣花锦（地产名种大青菜），这些
才是湖州的特色美食，而鳖处处皆有，湖州的又能好吃到哪里去呢？

家乡的捉鳖三法

鳖，另叫“甲鱼”

作为江南水乡长大的
孩子，我自是对鳖十分熟
悉。家乡把鳖叫“甲鱼”，外
乡另有水鱼、元鱼、团鱼、
王八等名。王八是骂人的
话，甲鱼在家乡亦不是好
话，如以“老甲鱼”来形容
老奸巨滑的男人。甲鱼以
水中小鱼小虾为食，牙齿
锋利、性情活跃、行动敏

捷、攻击性强，受刺激时容
易咬人，儿时听大人讲，甲
鱼咬人手指轻易不松口，
直至晚上明月升起方罢，
当然这是无稽之谈，只要
把甲鱼沉入水中使之长时
间不得呼吸，甲鱼自然张
嘴，手指便可脱困。

旧时村民捉到甲鱼，
往往舍不得自用而将其拿

去街市出售，野生鳖因滋
补而十分抢手。乡人偶尔
吃一回，则将甲鱼壳晒干
至中药店换钱。

另，甲鱼壳可驱蚊，农
户夏日傍晚将堆在打谷场
上的湿草点燃产生大量烟
雾以驱蚊，如加甲鱼壳，则
有奇效，但甲鱼最怕蚊叮，
一叮便死，此谓相生相克。

何为乌鳖

参观完鳖稻共生区，我
们一行便在食堂用餐。菜品
虽简单，但诸如土鸡蛋烧猪
肉、藕夹、炒娃娃鱼、蔬菜等
食材均为种养，当然重头戏
是乌鳖。

王先生讲现在还不是
吃鳖的最好时机，这我当然
知道，好吃莫过“菜花鳖”
“桂花鳖”，菜花、桂花盛开
时，野生鳖最为腴美。记得
多年前春日访扬州宝应，同
学招待我吃近 2 公斤重红
烧野生老鳖，味道之美不可
名状。吃饲料的养殖鳖生长
迅速，虽肥，味道远逊野生
者，20多年前，无锡十八湾
公路边常有村民将养殖鳖
抹上烂泥，假装野生鳖以招
徕外地牌照轿车客人，后因
手法简单拙劣而为人所识，
后再无上当者。

王先生食堂席间共上
鳖汤、蒸鳖两味，均取已长 4
年的半公斤多乌鳖制成。
《随息居饮食谱》讲“鳖，宜
蒸煮食之”，确实如此，鳖汤

乃加当归、红枣等长时间炖
煮而成，当然是食补的好东
西。

先尝一碗汤，再吃数块
鳖肉，我感觉与平时所尝大
不同。鳖汤清而隽，鳖肉鲜
且少油，无论汤、肉绝无半
点腥味，口感极佳，这些均
为乌鳖之特色。席散前，我
将所剩鳖肉一扫而光，肉已
冷，但仍不腥。

当晚中国药科大学许
教授也在座，他多年研究
“乌鳖提炼小分子肽”的课
题。据许教授介绍，乌鳖
营养丰富，各类氨基酸、
胶质蛋白等含量均较高于
其他鳖种，乌鳖的药用价
值也犹为突出，富含稳定
自由基、抗癌物质硒和维
生素 B17，具有消除自由
基、抗氧化、提高免疫力、
延缓衰老等功效。据此，
陈圣平兄已经开发成功了
乌鳖蛋白小分子肽饮品，
而且准备将乌鳖推广到常
州，这下，我们有口福了。

品鳖之美食

行至湖州境内，我想起
《侠骨禅心》一书中的话：
“在众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中，最难解读的，恐怕湖州
算一个。”此地物产丰饶、人
杰地灵，诗人孟郊的故乡就
在德清。

经过城内游子路再至
郊区八字桥村清溪鳖业，主
人王根连带我们参观数千
亩鳖稻共生区，鳖稻共生的
好处是稻田给鳖提供野生
的自然环境，鳖又可给稻田
驱虫施肥。此时气温较低，
水稻已收割，鳖也开始钻入
稻田泥土中冬眠。我问王先
生何为乌鳖，他便从地里挖

出一只鳖，拭去烂泥并翻转
鳖身，原来这种鳖不仅背甲
甚至腹部也色呈乌黑，四肢
脚爪及鳖尾亦为黑色，故曰
“乌鳖”，当真是开了眼界。

原来上世纪九十年代，
王先生从农民手中购买野
生鳖，偶尔发现其中 6只甲
鱼与众不同，此即为乌鳖。
乌鳖在当地也是十分稀有，
王先生用了 5 年时间培育
与扩繁，又经连续五代选育
而成乌鳖新品种，后来又与
日本鳖杂交再创花鳖新品
种，已获得中国名牌农产
品、国家原产地地理标志注
册。

家乡捉鳖，用传统的
垂钓法难有收获，另有三
法。一为“摸”，甲鱼常伏于
河泥中，有经验者可入水
中摸之。友人朱学东之父
善捕鱼，亦是摸甲鱼之好
手。每次赴朱家作客，我最
喜听老人家讲古今，他有
次在村前河中摸到了甲鱼
窠，5只大大小小的甲鱼叠

在一起，结果无一漏网，被
老人家一摸而空。

二为“放”，将缝衣针
后端剪成尖形，中间系线，
针之两端串起一小块隔夜
臭猪肝（甲鱼喜食），待傍
晚抛入河中，线之另一端
系岸边，甲鱼一旦吞食猪
肝，针便打横卡于喉咙，待
第二天清晨收线，常有所

获。
三法为“厾”，工具是

一头系有多只锋利钩子且
有配重之抛竿，待甲鱼在
河中冒头透气，捕鳖者眼
明手快，抛竿一甩，带线的
钩子落于甲鱼左右，再迅
速转动抛竿上的转盘收
线，钩子便勾住甲鱼之身，
此法全靠经验与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