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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彼此依存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而淞江鲈

的科学与人文，共同组成了关于这一物种的完整的历史遗产，流传至今，历久弥新。

从《搜神记》记载的“左慈钓鲈”到《晋书》析出的“莼鲈之思”的典故，再到南宋诗人范

成大“除却松江到处无”的名句，从仅限满足人类口腹之欲的食材，到吴地文化的借

代，淞江鲈具备了文化符号的涵义。通过现代生物学的理性解读，淞江鲈正变得可

知，面目也日益清晰。该鱼具有河海洄游习性，孵化后迁入淡水河流或湖泊生长、育

肥，成熟后又返回浅海繁殖。虽说淞江鲈并非仅限分布于上海，但上海的简称“沪”

缘自曾经用于捕捉淞江鲈的渔具“扈”，淞江鲈由此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最近30
年来，水利设施的兴建、河流污染的蔓延，影响了淞江鲈的迁移和栖息，该鱼的身影

从此淡出了上海人的视线。1988年，淞江鲈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名录。直到研

究人员突破了淞江鲈人工繁殖的技术瓶颈，这种鱼才再度唤醒了上海人的记忆。

真正的科普作品，应该是深得下去，又浅得出来。《河海使者——淞江鲈》延续了

《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书》的传统，即科研与科普齐头并进、相得益彰。本书的三位

作者都有鱼类学研究的工作经历与背景，其中两位来自复旦大学，长期工作在科研

的第一线，对淞江鲈的认识不仅广泛，而且深入，另一位作者则长期从事动物科普工

作。有了这样的一种科普创作组合，我相信本书能够较好地把淞江鲈这一物种的内

涵、特性恰到好处地发掘出来，并希望能够得到读者们的认可。这几位作者同时参

与了科普纪录片《松江鲈鱼》的创作，该纪录片以影视的形式表现了淞江鲈的生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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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纪录片《松江鲈鱼》与本图书互为姊妹科普作品，以各自的优势服务淞江鲈及

关心它的人们。海阔凭鱼跃，我更乐见志趣相投而又各怀技能的人们能够在科学教

育这一广阔天地里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

对于淞江鲈的保护事业而言，单有科研这一源头活水依然不够，还需借力科普宣

传。科研工作当如溯河生长的淞江鲈，力争上游，图求发展；科普工作又当如降海繁

殖的淞江鲈，顺流而下，绵延久远。如此周而复始，可保生生不息！

汤汤吴淞江，悠悠苏州河，既是文化之河，也是生命之河，淞江鲈置身其中，自然

更是“如鱼得水”。然而，淞江鲈之于吴淞江畔大上海，其故事却颇具戏剧性：该鱼“发

迹”于斯，一度又匿迹于斯，而后又回归于斯。回想“莼鲈之思”的典故，要把淞江鲈与

故乡上海分开确实很难，也不应该。但若真想把“根”留住，以致年年有“鱼”，还需社

会各界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贯通淞江鲈的“生命通道”，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洄游

通道的畅通。

王小明

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上海科技馆馆长

2015年7月于上海



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了“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并提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方

针。为了弘扬科学精神、推进科学传播，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

书》第一部《两栖之王——中国大鲵》出版了。这套丛书凝聚了众多优秀科学家的最新

研究成果，体现了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谨此，我代表上海科技馆理事会

和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对系列丛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动植物资源的国家，以大熊猫、金丝猴、朱鹮、扬子鳄、中国大

鲵和中华鲟为代表的特有珍稀物种繁衍于中华大地，见证了自然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变

迁。了解这些物种生存的历史和现状，探索人类与自然共存的基本法则，唤起人们热爱

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这是我们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本系列丛书的主编王小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在他的指导下，上海科技

馆科普工作者们与工作在各领域的科学家紧密合作，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探究、考

证，用朴实、充满情趣的写作风格，为我们展现了不同物种的栖息环境和特有的生物学

知识。作品还探究了不同物种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将科学普及与文化传播结合起

来，既丰富了内容，又增添了可读性。

《中国珍稀物种探秘丛书》与《中国珍稀物种》系列科普纪录片，是依托不同传播媒

介的姐妹作品。纪录片《中国大鲵》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和喜

爱。我相信，在此基础上推出的系列丛书第一部《两栖之王——中国大鲵》，将会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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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公众对该物种的认知，并为后续推出扬子鳄、岩羊、震旦鸦雀等纪录片和图

书，打下良好的开局。

上海科技馆的科普工作者和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对本系列丛书和科普纪录

片的创作，为激励科普研发、培养科普人才和探索科普文化产业发展途径树立了

一个典范。推动文化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任重而道远，我相信本系列丛书和

纪录片的创作将成为众多科学家和公众参与的科普教育平台。

本系列丛书和纪录片的出版，不仅得到上海科技馆和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

会的支持，更得到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等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多方面的鼎力支持。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政府部门

和社会各界对科普教育事业和科普文化产品的研发给予关注和支持。随着本系列

丛书的出版，也预祝有更多的后续科普项目能早日策划和实施。

左焕琛

全国政协常委 上海科技馆理事长 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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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使者（夏建宏供图）

淞江鲈（Trachidermus fasciatus Heckel，1840），隶属于硬骨鱼类

中的辐鳍亚纲（Actinopterygii），鲉形目（Scorpaeniformes），杜父鱼科

（Cottidae），淞江鲈属（Trachidermus）。于1840年由赫克尔（Heckel）发

现并命名。



解读它的中文名称，还着实要费一番周折，它同被称为“上海之

根”的松江，同上海的一条河——吴淞江，即苏州河，息息相关。追溯

起来，淞江鲈可理解为吴淞江的鲈鱼，而就是这条江，历史上亦被称

为松江[1]，所以，又有松江鲈之称呼。若只因这条江的名称而得名松

江鲈或许还不够，今日的松江区，曾经的松江县，再早时的江南松江

府，恰是松江鲈名称的另一种解读。历史文献和传说中大量记载了

松江城外，秀野桥下，松江鲈格外肥美，尤为繁盛。古往今来，传诵至

今，松江鲈也就和这个地方合为一体，成为松江的经典符号。而松江被称

为上海之根，是上海的发源地，所以松江鲈也就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一张

亮丽而独特的名片。本书中，我们选用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淞江鲈这个名称。

在民间，淞江鲈还有着多种多样的别名，比如尼克松鱼、老虎鱼、媳妇鱼或者

花鼓鱼，等等。在上海地区，人们更愿意将其称作“四鳃鲈”。这些名称的由来，

大多与它的外形长相、脾气秉性、历史故事和传说有关，这也就使得“淞江鲈”这

个概念超出了一个物种本身的内涵，承载了厚重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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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淞江鲈的长相

淞江鲈通体前部平扁状，中部接近

圆筒形，向后部逐渐变细。头大，宽而

平扁；口宽大，端位；吻宽而圆钝，上颌

稍长，上颌骨伸达眼睛后缘下方；眼小，

上侧位；鳃孔宽大，鳃膜连接于颊部；前

鳃盖骨具 4棘，上棘最大，棘端钩状上

弯，第二及第三棘斜向下方，第四棘向

前。

成体体型不大，全长一般在 13~18
厘米，成鱼体重一般在 30～60克，也有

60～80克的个体，自然种群中最大个

体体重一般不超过 100克，在人工条件

下，当年成体有雄体125克、雌体147克
的纪录。淞江鲈雌雄异形，在生殖季节

明显可辨。雌性个体因卵的发育占据

了腹腔大部分空间，身体两侧明显向外

膨胀，呈椭圆形；雄性身体则不膨胀，呈

梭形。

淞江鲈通体灰黑色，成年期渐变为

黄褐色，特别是繁殖期体色格外鲜艳，

其鳃盖、鳍基布满橘红色。体侧具有

5~6条灰黑色横纹，鳃膜和臀鳍基底具

有橘红色条纹。尾鳍、臀鳍、背鳍和胸

鳍均具有褐色斑点，背鳍鳍棘前部具一

黑色大斑，腹鳍白色。吻侧、眼下均有

暗色条纹。

淞江鲈又名“四鳃鲈”，之所以有此

别名，是因为其独特的鳃上结构。淞江

鲈两侧颊部鳃孔前各有一呈鳃状的凹

陷，与鳃孔的形状相似。凹陷在生殖季

节呈橘红色，与真鳃孔颜色一样，乍看

起来，犹如两侧共有四个鳃孔。有关四

鳃的解释，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有人认

为原本用于遮盖鳃弓的鳃褶因为其橘

红的颜色看起来像多出一个鳃裂，橘色

的条纹就像鳃裂中的鳃弓裸露在外面，

每侧真假鳃各一，两侧相加就有四个

“鳃”，故名“四鳃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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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雌雄异形（王金秋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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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淞江鲈和其他大多数鱼类一

样，仅有两鳃，另两个似鳃结构，内外不

通并无鳃的功能，即为假鳃。

幼年淞江鲈鳃膜的颜色并无独特

之处，与皮肤颜色浑然一体。然而，每

年 9月份天气转凉后，淞江鲈便开始大

量摄取食物，个体进入快速生长发育时

期。这时候，其鳃的外侧也开始慢慢变

成橘红色，鲜艳夺目，成为淞江鲈一个

非常典型的特征。

吕洞宾朱砂点“四鳃”

关于淞江鲈四鳃的来源，上海松江民间流传着一段有趣的神话故事。传说八仙

中的吕洞宾，一次下凡到松江秀野桥旁饭馆喝酒。餐桌上有一盘塘鳢鱼，他吃得津津

有味，但总觉得腥味太重、肉质太粗，就问店主这叫何鱼。店主如实相告，但吕洞宾不

罢休，还是想见见活鱼。于是店主从后厨用盘子托了6条活鱼出来，吕洞宾一看觉得

此鱼好生丑陋，便一时兴起，要来了一支毛笔和一碟朱砂，饱醮笔端，往鱼的两颊上描

了橘红色条纹，又在两鳃的鳃孔前各画一个红色鳃状物。他将鱼买下后，放生在秀野

桥下的沈泾塘里。这6条被吕洞宾放生的塘鳢鱼转眼变成了四鳃鲈，成为松江四鳃鲈

的始祖。由于吕洞宾的点化，松江四鳃鲈变得十分俏丽，全身裸露无鳞，皮肤光滑，腹

部灰白，背呈橘黄，鳃孔前又有一对假鳃，非常惹人喜爱。其肉也变得无腥味，且细白

肥嫩，鲜香味美。其生命力也比一般鱼类强。从此，松江四鳃鲈被人们奉为松江的精

灵、江南的宝物，关于“吕洞宾朱砂点四鳃”的传说也就家喻户晓了。

图 1-2 假四鳃（王金秋供图）

知识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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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淞江鲈鳃膜上的橘红色、橘

黄色是怎么形成的呢？

鱼类的体色和斑纹是由鱼体色素

细胞的多少、分布的区域、色素细胞内

色素颗粒的状态以及虹彩细胞中反光

体的反光能力强弱等决定的。硬骨鱼

类的色素细胞分为黑色素细胞、红色素

细胞、黄色素细胞和虹彩细胞。不同种

类的色素细胞其形态结构、色素、色素

颗粒、色素色都不一样。鱼类的体色经

常会随生长发育及环境的改变而变化，

其变化包括形态学体色变化和生理学

体色变化。影响鱼类体色变化的外部

因素包括食物、光照等，其中食物里面

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起着尤其重要

的作用 [2~4] 。

成年淞江鲈体表色彩多呈橘红色、

橘黄色。从已有的对鱼类色素细胞和

体色调控的研究推断，与其呈色相关的

主要是红色素细胞和黄色素细胞，其物

图 1-3 淞江鲈的鳃（崔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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