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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随着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完善，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创

造了因地制宜，因土种植，发展农村多种经济的条件，使我县传统土特

产品积极地、有计划地逐步恢复发展。我们本着贯彻中央开放历史档案

的方针，服务于农业生产之宗旨，根据有关业务部门提供的材料和我馆

馆藏档案资料整理汇编成《高要县土特产志》。

《高要县土特产志》是收集我县较著名和较大宗的十八项二十二种

土特产品。每项产品主要包括：产品的特点、用途、种植和加工方法以

及产品的历史发展情况和今后展望等内容，提供给领导和有关部门作参

考。

在编写《高要县土特产志》的过程中，得到县经委、外贸局、粮食

局、水产局、农业局、供销社、药材公司、蒲织品公司、土产公司、副

食品公司等单位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为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I

鉴于我馆馆藏档案材料和收集资料不够齐全，原记载可能还有遗漏

之处，加上我们编写水平有限，缺乏有关知识和经验，缺点和错漏在所

难免，望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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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蒲草(芏)，花、蒲席

蒲草是编织花、蒲席的原料。花、蒲席又是我县大宗的传统手工业土特产品，

历史悠久，在国内外市场有一定的声誉。解放后，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这

项传统产品不断向前发展，对支援工农业生产，增加市场供应，扩大对外贸易，

壮大社跌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蒲草的经济价值

蒲草又称芏，是我县大宗经济作物之一。早在宋朝就开始种植，明朝由肇庆

发展到金渡、自土，开始成为妇女的家庭副业。据有关调查材料证明，四会，德

庆、高明等县的蒲草生产，都是由我县所传播的。蒲草经济价值很高，是我县国

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以一九五七年为例，芏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不到

3％，而蒲草、蒲席每年占农业总收入的18％。回龙、莲塘、金渡等主产公社则

占总收入的40一60％。用蒲草作原料可编织成各种包装席(蒲席、蒲苞、蒲袋)

糖席、各种床席(花席、白席、扣边席)、枕头席。包装席最适合装载糖、盐、

鱼货、药材、茶、丝、咸杂、烟叶、军需被服，还用于防洪。糖席可作制片糖

垫底之用。它具有耐咸、坚韧、防潮、卫生、运输方便、使用自如等优点。花、白

席是人民生活日常必需用品，它具有色泽鲜艳、结实、软滑、能摺能叠、携带方

便、不易发霉、夏凉冬暖的优点，用起来使人感到特别舒适。我县花席有高度的

编织技巧，属群众性的家庭副业，有新颖的图案，编织精致，美观耐用，驰名中

外，每年提供一定数量出口，深受国内外使用者的喜爱。岭南杂记有载： “蒲草

出端州，细滑胜于他处，名赛龙须皆此物也"。

蒲草的分布和生长过程

目前，蒲草的种植分布在我县白土、回龙、蛟塘、金渡、蚬岗，金利’、莲

塘、活道、白诸、新桥、大湾等十一个公社和马安煤矿农业区，一百六十多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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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一千四百多个生产队，共有面积二万二干多亩，年收获芏把一百二十多万

把。

蒲草属禾本科，是一种窟根性良好、多年丛生、无枝无叶的常绿水生作物。

又是一种水田幄生、产量高的亚热特作物。草身‘习直尾’皂，皮身青滑带有措质，

一般高度约三至八尺。蒲草喜欢气候温暖，阳光充足，适宜生长温度15—30度，
(摄氏，下同)26——29度生长发育最为有刊，落太阳雨(浴际自撞雨)最喜生，

夏天生长最快，它具有一定的耐寒耐热力，在5——38度的温度也能生长，适应

性较强，但需充足水分，要常年保持水层。

三、种植季节及收获时间

根据蒲草的生长特性和我县的气候特点，蒲草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但以春

植、秋植较好，即农历三、四月和八、九月种随为宜，冬季天气寒冷，芏苗发芽

率差。春种在三、四月种值，种舌按水稻收获四造后，蒲草才可收炭，俗称四造

草或正造草；秋值在七月至十月种植到第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收刘，俗称三造

草，到第三年九月至十月收割，俗称五造草。根据冲堕时间不同，造别不同，收

获时间也不同。具体可分三种造别：即三造草种鳆时间农历七、八月，生民期

一年半，收获时间第二年农历十一月。四造草种值时间农历三、四月，生长期二

年，收获时间第二年农历八月。五造草种渣时间农历八、九月，生长期二年半，

收获时间在第三年八月。

四、价格

自一九五二年蒲织品纳入国家计划后，收购价是由省土产公司统一下达执行

的。以下达中心价为限据，按不同地区收购价格有所变动。例如三级(4。2尺)的

花席，历年中心收购价格是：一九五三年为九角五分，五七年为一元一角五分，

六一年为三元九角正，七五年为四元三角五分，八二年为四元五角五分。又如

二级(2．6N)蒲席的中心价是：一九五三年为二角九分，五七年为三角六分，

七五年为四角三分，八二年为四角五分。蒲草二级中斗芏的中心价：六三年每把

一元四角，八二年二元八角六分。销售价按省规定：花席、自席购销率为百分之

二十八；(包括百分之五，点二六产品税)蒲草购销率为百分之十。以上述购销率

为依据定出本地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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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购销情况

蒲织品常年收购产值约一千万元，最高年产值一千零六十三万元，占我县供

销系统农副产品采购总值的三分之一。常年收购花，白席约一百六十多万张，最

高年产量达二百三十四万三千张，蒲席七百五十万张，最高年产量达一千五百零

六万五千张。这些产品都按国家计划翻泼到全国各地。其中每年向部队提供蒲包

席片(作军需包装用)四百万至四百五十万张，军睡席二十万张；省内防洪包一百

多万个。花席每年计划上调一百多万张，外贸出口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张，该项产

品如能保持规格质量，销路是畅通的。

历年来蒲草生产情况

蒲草属省规定的二类产品，一九八三年三月开始列为三类产品。多年来

蒲草生产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的反复，这都是与奖售改策变化有特刖的关系。

解放功期，全县面积三万一千七百五十九亩，一九五四年实行靛食统购统硝后，

就出现役芏冲浪，蒲筝面汉下降刭一万二f九百一十八．富。以后由于蒲草政砭逐

步落实，加上连年粮食丰收，蒲草面积有所回升。一九六一年在严重自然灾害造

成的暂时困难，蒲草面积再次下降到一万零二百亩。为了发展蒲草生产，当时省

采取补助粮办法，补助我县蒲草粮一百八十万斤，按省下达计划指标和结合我县

的实际情况，每亩蒲草补助粮食二百市斤，但仍然未彻底解决问题。一九六三年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省又采取了奖售粮，肥的政策，即生产每把蒲草补

助稻谷四斤，化肥一斤半，扩种面积每亩预付化肥九十斤，由于这一措施的实

施，蒲草面积再次回升，到一九六六年已经发展到三万二千二百三十八亩，成了

历史最高年份。但后来补助粮又取消了，改为每把芏补助布票三寸，化肥改为一

斤二两。这一政策的变动，粮、芏矛盾重新出现，到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片

面强调肃清“物质刺激”的流毒，把上述措施砍掉了，蒲草面积又一次下降。到

七一年底，全县仅有一万一千八百八十七亩。七二年初，县委根据我县蒲草生产

急副下降的情况，决定又采用补助粮食办法，省又恢复化肥奖售，即生产蒲草一

把，补助稻谷三市斤，化肥一斤二两，七八年蒲草面积又回升到一万九千零七

十九亩。七九年由于粮食丰收，蒲草奖售指标又有提高，即每把芏平均补助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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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斤，化肥一斤半。八0年八月，成立县蒲织品公司后，逢草补助稻谷每把提高

到十斤，望草每把补助五斤，这一奖售政策的实施，蒲草面积恢复得很快，2k--

年初全县达二万一千多亩，基本解决全县编织需要。

<二)竹织品一一洋篮、雨帽

洋篮：是我县传统出口商品。早在清朝光绪初期，新桥开始有编织洋篮工艺，

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洋篮产品具有花色多样，手工灵巧，艺术精湛的特

点，国外用来摆设观赏和装水果、面包等，既是工艺品，又是实用品。远销到五

大洲各地，深受外国人的欢迎。据《补修高要县民国志》记载： “高要洋篮在宣

统年间已颇畅销。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新桥店商专营斯业，多携欧美各国所

织洋篮各种各样已归，广为宣传，劝各乡妇女仿造。⋯⋯洋篮商人收购之后，以

线络装饰，运销欧美各国，获利颇事，每年出口的值五、六十万元"。

竹织洋篮的加工方法t先将竹刨去竹青，破开两边，在太阳下晒成黄腊色，

然后削成竹丝、竹片。根据市场需要编织成各式各样洋篮有大有小，有套装，有

单头，有些产品如要编织成花纹，还要用部分竹片涂上硝酸划成各种花纹。有的

品种还涂上光油或颜料。

，新桥洋篮是一项比较大宗的家庭副业，男女老少只要懂得编织技术，均可傲

这项工作。因此，积极发展这项传统工艺产品，对于支援工农业生产，扩大对外

贸易，获取外汇，壮大社队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九七五年七月，外贸部门在新桥设站收购经营，改变了过去由于内贸部门

兼营产品过多，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不够了解，在产品花式品种、规格质量未能做

到多变等状况。几年来，由于抓了产品花样的创新工作，凡是创新样品，一经采

用，对创新人员，一定给予物质奖励。采取了这一措施后，花式品种比较多。还

抓好了“三按"(按质、按量、按时)、 “两防”(防虫，防霉)工作，产品质量大

大提高。近年来，为了扶持社队企业的发展，外贸部门重点扶助新桥公社的金库

大队和新桥公社竹器工艺厂，帮助活道公社横石大队办起了编织厂场，在山区片

乐城、禄步增设了孙贸收购站，在活道、篷塘、白诸基层社增设了收购点，洋篮

生产发展很快。一九七二年收购额是七一卜三万元，品种七十六个。到八一年收购

额达五百五十万元，创新品种达三百六十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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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帽；我县雨帽生产出于清朝道光初期，距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产

地分布在新桥、莲塘，永安，白诸、活道等公社。以新桥镇和附近的道悦、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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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为最多，占新桥雨帽总产的60—70％。高要雨帽由于材料足、质量优、坚
固耐用、花式品种多而驰名全省，远销国内外租港澳、南洋一带，为广大劳动人

民所害用。

高要雨帽生产除个别生产队设有雨帽加工场专门生产以外，多以家庭手工业

进行加工。新桥镇和十个大队，大多数社员、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擅长编织。雨

帽朴的编织和雨帽的加工，都是分散在各家各户生产的。供销社是通过收购社员

的帽朴，再发帽朴及原材料给社员加工，收回加工成品，付给加工费。

雨帽的加工先用竹削成粗细两种竹笏，编织成帽朴，底面两件称为一合。粗

的竹笏用来编织底的一件，细的竹笏用来编织面的一件，两件帽朴中间夹上竹叶、

油纸，用竹擎缭上藤，便成为雨帽。

雨帽的品种很多，有大密、中密、小密、大钱顶、二钱顶、德胜、三针、二

料、船帽等十多个品种。现在比较大宗的、生产最多的是大密、中密这两个品

种。各个品种都分为一、二、三个等级。雨帽是属三类农副产品。其价格是按市

场需求情况、产品质量、销路情况而随之起变化的。比如大密，中密这两个大宗

品种，其收购、销售价格逐年有所变化。一九五七年大密收购价(帽朴，下同)

每合是三角八分，销售价(制成品雨帽，下同)是七角八分，一九六六年收购价

是八角九分，销售价是一元四角；一九七二年收购价是五角六分，销售价是一元，

一九八二年收购价是八角二分，销售价是·元六建二分。一九五七年中密收购

价是三角二分，销售价是六角六分；一九六六年收购价是三角九分，销售价是八

角七分；一九七二年收购价是四角九分，销售价是八角七分，一九八二年收购价

是八角，销售价是一元三角二分。

雨帽是我县传统土特产品。历年平均的收购量达一百万件以上。最高的是一

九五六年收购量为二百四十多万件，最低的是一九八一年收购量为三十六万件。

近年来，雨帽的收购量逐年下降，使市场上出现供求矛盾，货源紧缺，供不应

求。其主要原因是：丽帽收购价格低，洋篮价格离，群众多媛向于编织洋篮。所

以，雨帽的编织产量减少，质量也相对降低，销路不畅，致使一九八一年收购雨

帽大幅度下降。

随着形势的发展，农贸市场开放，一九]k--年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提高了雨

帽的收购价格，狠抓了产品质量，积极打开雨帽的销路，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同

年六月就收购成品雨帽七万二千多件，基本上解决了雨橱的供求矛盾，产品渠道

畅通了，开始改变了原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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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帽是：广大劳动人民不可缺少的用品，由于需求变化，产量的上升幅度是不

会很大的。总之，雨帽也不会在高要绝迹，特别是新桥地区人民对于雨帽等拍+

织品的收入是一项主要来源。可以这样说： “新桥人民生活富不富，主要看竹织

品销路好不好"。因此，只有继续提高雨帽的产品质量，积极打开产品销路，保

证高要雨帽的声誉，才能更好地发展我县的雨帽生产。

(三)文谬鲤、麦溪鲤

我县特产文艿鲤、麦溪鲤，鱼肥味甘，美味可口，驰名中外，是出口的畅销

特产。

在历史上，文谬鲤被誉为“鲤鱼王”。相传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位钦差大臣

出巡到高要，得尝过文拶鲤，惊叹为难得的美味珍馐，立即派人把鱼赶程送㈦京

师．，清朝慈禧太后尝了以后，也大加赞赏。曾颁赐过一个锈有“岭南第⋯·塘文彦

鲤王’’的匾额给出产这种鲤鱼的文∥墅。因此，过去的人们就流传说： “文，譬鲤

是曾经得到皇帝金口封赐过的‘鲤鱼王7”。解放前，垄断了文拶望的地主集

团，为了进一步抬高文弦鲤的身价，以便牟取更大的利润，曾经刻制过“岭南第

一塘”、“文移鲤王”的印章。这样，那时在整个东南垭各圈，凡是看到发货单上

盖有这个戳印的，资本家就会按最高的时价再加百分之三十来购买那些鱼货。而

终年辛勤饲养文艿鲤的当地渔农，反而“望鱼兴叹’’。

解放后，文髟塑、麦溪望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j，永远结束J，官僚地主集团

垄断特产鲤鱼专利权的时代。文∥、麦溪鲤鱼焕发了风彩，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

国际市场上，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幽家十分重视发腱特

产鲤鱼的生产，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文艿、麦溪两壁养鱼。一九五一年

在广州举行华南土特产展览会上，文拶鲤在水产馆便成为众目睽睽的热门货

之一。到现在为止，文艿鲤在水产馆展览已经有三十年了。近十多年来，曾到我

国访问的兄弟国家渔业代表团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外宾以及港澳|司胞，在广州

和肇庆品尝过文声，麦溪鲤鱼之后，亦极为推崇，称赞它是名不虚传。港澳客商

每年争着与内地外贸专业公司签订文拶、麦溪鲤鱼供货合同。

文艿墅历年来养殖面积一千八百亩，麦溪塑历年来养殖面积一千二百亩。

“文革”前，两望养殖面积、产量相对稳定，但在十年动乱期间，由于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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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路线的干扰，搞“以粮唯一’’，养殖面积不稳定，鱼产量和质量逐年下降。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剔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落实了’

两望养氟面积，从单造插植，鱼禾轮作改为撤播养鱼，实行了养鱼联产承包责任

制。政府又减免了两望粮食征购任务，拨款十三万元，同时发放贷款给两望加强

鱼塘基本建设，充实生产资金，兑现奖售政策，向生产者收购100市斤文艿鲤、

麦溪鲤，7奖售化liE200市斤、饲料200市斤，稻谷30市斤。从资金，鱼种、技术、

饲料，倦肥等方面支持两望发展特产鲤鱼生产，生产形势是好的‘

文箩鲤产地是高要沙浦公社典三大队。麦溪鲤产地是高瑟大湾公社古西大

队·

文澎鲤、麦溪鲤出口规格分为一、二级。一级为一斤五两以上，二级规格为

一斤以上。

文掺鲤的特征、品质：缩头耸膊，头部特小，背部自头部后方急膨隆起，鱼

侧腰背有三道金线，背部略有缩骼形。文艿鲤还有一个比普通鲤鱼更突出的傀

点，就是内脏少，含油多，骨骼鱼鳞软，肉质肥美而清香肉滑，骨软、鱼腥味

少。

麦溪鲤的特征、品质；白银鳞，鱼身鼹侧金星点点，发光，头和咀特别细小，

肉质肥嫩，其味如蜜似鸡。煮熟盼麦溪鲤盼鳞，收缩成小粒，金油白色，鲜甜嫩

滑可口，令人寻味。麦溪鲤个子均匀，体重一般在一斤左右b

如果说文艿鲤以肥美，甘脂而驰名，．麦溪鲤赙以蜜味嫩滑而盛誉，两者风味

各有千秋，只不过麦溪鲤产量比不上文掺鲤产量多罢了。

文秽鲤、麦溪鲤的经济作用：以供出口为主，不符合出口规格、质量的转内

销。规定地销提留比例，既保证了出口供货，又使当地人民群众能尝到肥美甘香

的特产鲤鱼，既出口仓9外汇，又改善了人民生活。

文疗鲤烹调方法；食时最宜清蒸，蒸时把鱼剖开两边，不用去鳞，可不放

油，只撒上一把精盐，把鱼蒸熟，虽不放油，而清切的肥油，源源流出碟上，甘

美可Vl，肉味精美无比，比桂花鱼更幼嫩润滑，比鲈鱼更为甘香浓郁。

麦溪鲤烹调方法：可以多式多样。当地人认为清蒸麦溪鲤嫩滑，比较原味。

葱油干炳麦溪鲤则有甘、香、酥、脆、滑五味俱全。如果将麦溪鲤除鳞去内脏，

以盐酽制腊干后，则又另具独特芳香，其味无穷。

文j琴鲤、麦溪鳃的生产季节性很强，每年约在六月中旬放鱼种出墅，当年十

一月中下旬干塘上市，养殖时间五个多月。

文秽鲤、麦溪鲤的生产方式是：

文彦鲤：文男墅历年来由大队经营，1980年和1981年l-自社员承包后，产量急

剧上升而质量稍有下降。该塑养殖文序鲤有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养殖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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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的面积大，．因此，塑内不仅繁殖有许多浮游生物，同时还生有一种形象马蹄仔

(荸荠)的野生植物，而这种野生植物是含有丰富的糖份和淀粉，鲤鱼最喜欢吃

它，成为最精美的饲料。加上望内早造收割看(近几年由插植改为撒播)，留在

水里的谷粒、稗仔和沤腐的稻干等，则成鲤鱼丰足精美天然优质饲料。这样～

来，由于文艿鲤在前期得到一个非常广阔的活动场所，而且饲料充足，不论游到

那里，都可以饱餐一顿，因此，它长得又肥又大。

麦溪鲤：是白溪、麦塘两口望塘所出产的白溪鲤、麦溪鲤的统称。两塑紧

接，只间隔一条河涌，塑中长有野生马蹄仔，是鲤鱼天然饲料，由于自然条件相

同，所产鲤鱼体形一样，长得分外肥美，故一般统称麦溪鲤。麦溪鲤的生产方式

与文声鲤大致相同。它的经营方式，白溪塘属大队所有，历年来由大队经营，有

养鱼专业组管理。麦塘属古西联队所有，历年来由联队经营，也有养鱼专业组管

理。近年来麦溪望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对麦溪鲤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

用。

文岿鲤、．麦溪鲤历年产量、价格与购销、出口情况：

文艿鲤：最高年产量是1965年683担，最低年产量是1976年82担，一般年产

量是1978年150担。麦溪鲤：最高年产量是1968年314担，最低年产量是1977年

121担，一般年产量是1979年165担。现将文艿塑，麦溪望近年生产和两种鲤鱼价

格与购销、出口情况列襄如下：

裹一： 文男墅、麦溪塑近年生产情况裹

1981： 685_⋯～T●⋯‘¨⋯⋯-Jt—H⋯一⋯-～⋯ 306

356 276

477 317～⋯～．上，⋯～一．
注；上市总产量是描苏、鲤、鲩、什鱼等。

袭=： 1977年1】月一1979年10月文黟鲤、麦溪鲤价格单位：担、元

收购价j零售价 j供出口调拨价

．——————————．1——————一 ．——一⋯——

120 150 145．86一————⋯——』——一．一．一!一——～一——
110 138 t33．76

一‘‘——————}————一一一一-_一‘——～‘一————
110 138 133．76⋯一r一一『——～————一，～————————————
100 125 1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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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三：现行文艿鲤、麦溪鲤价格(由1979年11月1日起执行)

品 名 级别f收购价f零售价i供出口调拨价
文劣鲤 一级： 150 193 t82

文劣鲤 二级． 140 180 170

麦溪鲤 一级} 140 180 170·
I—J

麦溪鲤 二级l 130 167 158

衰四t 1979—1981年文隽篷、壹溪鲤购销、出口情况袭 单位：担

文岁箩鲤、麦溪鲤是我县名贵出口的土特产品，只要各级党委重视，渔业政策

落实，完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量、质量，可望得到进一
步的发展。

(四) 鱼 苗

鱼苗(又名鱼花)是我县为利较大的项目之一。据说元朝末年，高要县渔民已经

开始装捞鱼花，距今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它是本县天然出产物，国内只有西江与

长江有的，而西汪特多。西江之内，又以高要县肇庆镇景福围内的七十二鱼苗炒

为最著名。

这些鱼苗绝大部分都是在广西省的西江上游，由于巨鱼产卵，受精卵顺水流

下，沿途孵化，逐渐繁育成刚出世(脱壳)的幼鱼苗，如一支小针状。因为它幼

小，有待养大，如种树育苗一样，所以称之为鱼苗。因为它繁杂如花一样多，又

称鱼花。其种类有鳙(又名花鲢、大头、乌苏)，鲢(又名自缝、自鳊、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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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三：现行文艿鲤、麦溪鲤价格(由1979年11月1日起执行)

品 名 级别f收购价f零售价i供出口调拨价
文劣鲤 一级： 150 193 t82

文劣鲤 二级． 140 180 170

麦溪鲤 一级} 140 180 170·
I—J

麦溪鲤 二级l 130 167 158

衰四t 1979—1981年文隽篷、壹溪鲤购销、出口情况袭 单位：担

文岁箩鲤、麦溪鲤是我县名贵出口的土特产品，只要各级党委重视，渔业政策

落实，完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量、质量，可望得到进一
步的发展。

(四) 鱼 苗

鱼苗(又名鱼花)是我县为利较大的项目之一。据说元朝末年，高要县渔民已经

开始装捞鱼花，距今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它是本县天然出产物，国内只有西江与

长江有的，而西汪特多。西江之内，又以高要县肇庆镇景福围内的七十二鱼苗炒

为最著名。

这些鱼苗绝大部分都是在广西省的西江上游，由于巨鱼产卵，受精卵顺水流

下，沿途孵化，逐渐繁育成刚出世(脱壳)的幼鱼苗，如一支小针状。因为它幼

小，有待养大，如种树育苗一样，所以称之为鱼苗。因为它繁杂如花一样多，又

称鱼花。其种类有鳙(又名花鲢、大头、乌苏)，鲢(又名自缝、自鳊、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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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皖(白、黑皖)鲮(又名鲮公)。$骨、鲤、马刀、参敢、赤眼、桂花鱼等。

而历来淡水养殖的，只取鳙、鲢、自光、鲮四大家鱼。其余的叫做“花杂”，在弃除

之列。

龟苗的产期，每年自“谷雨”至“立秋”期间(四月底至八月)，以西江洪

水上涨之迟早而略有迟早，有时迟至“立夏”后才见的，亦有时“立秋”后仍有

的，此时多属鲮鱼，叫做“秋鲮”。一般以五至六月份为旺季，产量最大，旦鳙、

鲢、鱼完、鲮四种居多。 “夏至”后鲮鱼最多，鳙、鲢、皖次之。往往在于水初

退时来，聚于水微缓处，又日q漫长流水，这里即是危花珍，(够或作埠)邸沿岸

采捕鱼苗装置泡具的地方，分深水、浅水两种，深水j步是沿岸有极高堤围的地

方，水最大时亦能采捕；浅水够9【I』相反。而以景福围内七十二=}步为最著名，由梅

子汛至羚羊峡，一河两岸，均其范围。

现在高要县属装捞鱼苗，都是在西江两岸的河边。有禄步、大湾、南岸、金

渡、广利、永安、沙浦、金利等地。

捕采鱼苗(花)，叫做装捞。装捞的工具叫做够(喽)，是用苎布制成如喇

叭形的东西。够口圆周十一尺，尾圆周一尺五寸，身长十二尺。箩口有绳圈十个，上

下各五个，连结拉布与布缝的地方，绳圈左右各有一条绳，装置时箩口以竹二支

穿于绳圈内。竹长九尺六寸，径约一寸，竹上可并装二箩，另用藜松等木为柱，

叫做鱼苗戤，放在两竹之间，使箩口常张开，凡保持一定大小。各木柱的下端，

有一绳圈，用来穿在竹的下端，用绳扎着，并用长九尺六寸、径寸半的木，贯串

在箩心，使它浮起，口尾齐整而不参差。又有工具名池仔，亦用苎布制成，但布

纹比箩布为细密。池长方形，长三尺阔一尺，深一尺。全个用布十一尺。一端有

孔，大如箩尾，装置时，将四角上方扎在长方形的木架，使它浮起，将有孔的一

方，接连箩尾的孔，仇苗同2够内纵横扎成，与岸成直角，排列成行，叫做一拍，

每拍同怠可扎鱼莆箩二十个以上，每～茁鱼醪，大珍可装十五、六拍，小珍五，六

拍不等。

洪水初退时，就在鱼苗坊装置箩池等渔具，箩口向逆流，箩底接连池仔。每

隔一小时半，捞取一次，每日可捞十六次，转载于一较大四、五倍的大池。鱼苗

之来，是看天空闪电来推测的，闪电在最高处则洪水来速，低则洪水来迟。如

东、西方面同时闪电，洪水必大(今日在东，明日在西的也是这样)。只西方闪

电则略小。东、南、二l匕一方面闪电则与西江无关。一般来说，东西对闪，闪电一

晚，水涨四尺，闪电二晚，水涨八尺。闪电密则水来速，疏则迟。如果西江上游

两江水一齐来，比单江水来时鱼苗较多，单江水装捞只有两、三天，而两江水则

有六天。水由抚河来，约四天可到肇庆，鱼苗颇少；J由抚河、柳江两河来，约十二

天才到，鱼苗较多，且易长大；从南河来，约一个月到，鱼苗最多。一般每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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