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版
2022年6月29日 星期三

责编 魏振强 E—mail:oldbrook@163.com月光城·民间

鲶鱼地是我曾祖母长眠的一块盆地。我
从小就听奶奶说，这是我们老家牌楼村一块
特别有灵气的“风水宝地”。

一条坡度和缓的深谷。山谷两侧栽种着
一行行柳树，连绵高耸的山峦全是茂密的松
林。粗壮的松树，下面的树干已经龟裂，树
冠漫山遍野连成了片。一条小溪在山谷中流
淌。透过清澈的涟漪，溪底的碎石子仿佛在
颤动。不远处，天地相交的地方，依稀可见
一条深潭里的碧波。

沿着山谷，一侧是整齐的木材加工厂厂
房，堆放着一垛垛从山上砍伐下来的松木。
另一侧，一幢幢规划整齐的美丽乡村农家小
楼，家家屋顶上竖着统一排列的太阳能热水
器，门檐上挂着的春联还是鲜红的。落地窗
玻璃上贴着各色窗花，辉映出彩虹的颜色。
家家农舍院内的一侧建有平房，平房上竖着
的烟囱正炊烟袅袅。

猫儿警惕地竖起耳朵，在院墙的柱墩
上蜷缩成一团。家家户户的院门都敞开
着，高高的院墙里面，整洁的农舍一片
幽静。

我和家人找了处能听到溪水声的碧绿草
场，这是鲶鱼地最开阔平坦的草地。支起帐
篷，折几根柳枝，采一束映山红，挂在帐篷
里，再把各色野花拴挂在柳枝上。原本平淡
的帐篷内，立刻生机盎然起来。

躺在山谷的边缘，周围是一丛丛开得
格外鲜艳的映山红，还有香得使人困倦
的不知名的花。想起小时候奶奶把晒得
很干的干草铺在床上，睡在上面，那干
草的香味也是这样香得使人困倦，那感
觉别提有多舒服！一群来鲶鱼地踏青的
小女孩，从林子后面探出头来，伸出长
着秀发的小脑袋，好奇地看着我们在帐
篷里听音乐野餐，干脆就在我们帐篷附
近嬉闹起来。

村民们散养的母鸡晃着鸡冠，在草丛
里寻觅种种小虫。跟在小女孩身后的几只
小狗，在草地里翻滚。几个留着时髦发型
的小伙子，穿着束进裤腰的干净衬衣，靠
在路边一辆广州牌照的商务车上，彼此兴
致勃勃地谈天、逗笑。他们同伴中的一位
圆脸姑娘从另一辆车的车窗里探出身来。
不知是由于听到了小伙子们说的话，还是
因为看到了我们帐篷旁草地上女孩子们的
嬉闹，笑了。溪边的一个农家少妇伸出粗
壮的胳膊，一只手提着从小溪里打上水的
湿淋淋的塑料水桶，另一只手提着一篮子
在溪水里洗干净的衣服，水桶摇晃着，滴
下一滴滴闪光的水珠。

一位来找小女孩的老妇人，来到我们帐
篷前坐了下来，她穿着新的格子布衣，黝
黑、精瘦的脖子上，花白的头发整洁浓密。
老妇人笑着，布满皱纹的脸上也堆着笑意。
可以看得出来，她年
轻时一定是个美丽的
人儿。闲聊中，她才
知道牌楼村是我的老
家，而且她和我还是
同一辈的族人。老人
的右手上拧着个保温
桶，大概是给孙女准
备的午餐。她打开保
温桶，硬是要我们尝
尝还冒着热气的“水
菊粑”，说：“刚出锅
的绿色食品，吃吧，
城里的老弟！”

 流年碎影

鲶鱼地的人
黎晓东

望江县系古“雷池”所在地,年均降雨量1366
毫米。一面靠山，三面临水，水域阔大，年均径
流量为 8 亿，素有“水乡泽国”“鱼米之乡”之
称。古雷池曾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泽——彭蠡泽一
部分。江湖一体，水脉通联，“天与水模糊，不复
知地厚”。气候温暖湿润，水草丰茂，生物多样性
优良，让广袤水域古雷池蕴藏着无限宝藏。

“靠水吃水”，先人们以水域为依托、利用水
生生物的自然繁衍和生命力，通过劳动获取水产
品，乃为渔业。勤劳朴实的古雷池先民们，不仅
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还创造了悠久丰厚
璀璨的渔文化。

古雷池渔文化历史是悠久的。古代农耕社会
传统四业“渔樵耕读”则以“渔”为首。古雷池
先民的渔猎生产，同样经历了从天然生产原始捕
捉到现代捕捞人工养殖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
过程。“舜耕历山，渔雷泽”。远古时期就有舜曾
耕于东至县东流
历山，在历山江
北望江县古“雷
泽”（雷池） 从事
捕鱼活动的传说。
县内汪洋遗址出土
的新石器文物“陶
网坠”证实，至少
在 5000 多 年 前 ，
望江先民已熟知结
网捕鱼。

早 在 1940 年
代，山东微山湖、
苏北高邮盐城等地
300多户1000余人
客籍连家船渔民慕
名来到望江县泊湖
和武昌湖流域从事
流动性漫长渔业生涯。他们秉承“靠水吃水”的
古训，在浩渺水域中，居家渔船，安扎水中央，
一代一代繁衍生息。趸船就是他们一家一户的

“房子”，旁边的渔船既是他们生产工具，也是他
们小孩上学、上岸买菜买米、诊病等生活交通工
具。他们曾利用风力发电，也通过架设小型卫星
接收器收看电视节目。这种生产和生活场面成为
当时湖泊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从 1968 年开
始，历经政府组织动员,陆续将流入本县数百户
外港渔民分别安居在杨湾、青草湖、赛口红旗
村，分别组建建农和建新两个渔业大队和武昌湖
水上六户人家。随着全省“渔民上岸”民生工程
的实施，又在县城凤凰小区兴建起“渔民新村”。

古雷池渔文化内容是丰厚的。古雷池渔文化
除了富有厚重久远的历史底蕴外，还有着极其
丰富的内涵。一是富饶且珍稀的水生物种。望
江县有名目繁多且不少珍稀的鱼类、甲壳贝
类、爬行类及水禽类等水生动物，其中鱼类共
有 12 个目 23 个科 93 种 （属）。县境内水生维管
束植物约有百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有莲、
芡、菰、荸荠、芦苇、蒲草等。二是日益精致
的渔具渔法和渔船。望江县渔具有百种之多。
有网、钩、箔筌、杂特种渔具 5 大类。三是颇
具特色的渔业工程。首先是特色鲜明的渔类洄
游工程。望江县长江段有 65 公里，是中华绒
毛蟹、中华鲟、江豚、河肫、鲥鱼、刀鱼及鳗
鱼等珍稀濒危鱼类主要生活水域。这些洄游鱼
类每到春秋季节则逆流而上 （包括建闸后人工
定期开闸放水），洄游到县内诸多湖泊水域索
饵生长，而到了秋冬季节又从湖泊返回长江，
直至洄游到江水海水交汇处繁衍后代。

古雷池渔文化形态是璀璨的。渔文化固然还
应包涵渔民在悠久渔业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渔歌
诗画、渔俗信仰、美味鱼宴以及渔规渔政等形态

范畴。一是数千年渔业史，涌现出了不少当地百
姓传诵不衰的，有关与渔文化相关的诗赋谚语歌
谣歌曲。有不乏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檀玑

《秋渔杂唱》、范又蠡 《漳湖秋渔赋并序》 等鸿
文名篇。尤其是土生土长的雷池人、著名黄梅
戏剧作家陆洪非创作的 《天仙配》 经典歌词

“渔家住在水中央，两岸芦花似围墙，撑开船儿
撒下网，一网鱼虾一网粮”更是举国皆知，耳
熟能详。二是诸如 《卧冰求鲤》《宗母还鲊》 及

《渔樵耕读》 等都成为古雷池常见渔文化图画或
雕刻等美术作品内容，而且更是当地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的重要文化载体。此外，望江不少地
方至今还保留过年跳“渔舞”即跳旱船、蚌壳
舞及渔鼓鱼灯等节目表演。三是渔民的独特渔
俗信仰也能彰显渔文化地方特色。渔业风险
大，渔民文化水平低，故生死福祸，常祈于神
灵。也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禁忌，如船家忌

说 翻 、 沉 、 滚 、
搁 等 字眼；吃鱼
不能翻边。武昌
湖沿岸渔民常把
乌鱼头吊在门头
以 期 驱 邪 避 灾
等。有新船下水
前 举 行 祭 船 仪
式 ， 唱 《 祭 船
歌》 ；还有“贴河”

“下季脚”“抢网”以
及“做鱼福”等系列
传统渔俗活动，以
图吉祥平安丰收。

古雷池渔文化
功能是多元的。一
是它的教化德育功
能。厚重的古雷池

渔文化常给人们以智慧启迪和情操陶冶。古雷池
是“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哭竹生笋”“闻
雷泣墓”三孝故事发生地。前两个故事主人公都
与渔文化有关。“卧冰求鲤”是指东汉末战乱，王
祥携继母和弟王览避难隐耕望江。母欲食鲜鱼，
时天寒地冻，祥解衣，卧冰求得双鲤跃出。望江
县今存有“卧冰池”石碑古迹。“哭竹生笋”的
主人公是三国时任雷池监池司马 （专职渔官）
的孟宗。其中“宗母还鮓”早成为小学课本中

“中华德育故事”之一。孟宗在任雷池监渔官时
结网捕鱼，作鮓奉母。母封鮓还之并曰：汝为
鱼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宜深戒之。这
就是孟宗之母，教子清廉，封还鱼鮓，戒以避
嫌的故事。这两个敬孝倡廉故事至今还一直在
当地传为美谈。二是它的哲理处事功能。人们
一惯反对只图眼前不顾长远“竭泽而渔”的处
事做法。孔子曰“钓而不网”同样教人做事要
留有余地，不宜一网打尽。老子曰“治大国、
若烹小鲜”教人凡事要学会掌握火候。“鱼水
情深”寓意关系密切，注重协调和谐。由于鱼
类昼夜不合双眼，时刻保持警觉清醒，因而也
被称颂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律精神。三是它的
进取祈福功能。“鲤鱼跃龙门”寓意打开美好前
程的大门，是一种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吉庆
有鱼”“年年有鱼”谐音为“吉庆有余”“年年
有余”，又常作为人们祈福愿景美好之意。多吃
鱼“聪明灵活”，多吃鱼“多子多福”，“人丁兴
旺”也是当地人的吉言口头禅。

综上所述 ， 古 雷 池 渔 文 化 可 谓 博 大 精
深 ， 我 们 对 其 内 涵 和 外 延 探 究 尚 十 分 有
限。如何保护、传承和弘扬渔文化的精髓，
尤其发展休闲渔文化产业还任重而道远，同
时 也 是 望 江 打 造 生 态 示 范 县 的 一 项 紧 迫 而
又现实的任务。

 安庆地理

古雷池的渔文化
吴志贵

含苞 汤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