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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籲江海聯動「護刀」
無論是餐桌上「真繁榮」，還是市場上「假繁

榮」。不容忽視的是，刀魚正走向消亡。江鮮保護專
家鄭金良一直呼籲，政府出台舉措禁捕刀魚，留下
寶貴的魚類。
早在十多年前，江蘇就出台了禁捕令。幾乎每年4

月1日後開始禁捕刀魚等稀少魚種，那麼為何屢禁不
絕、愈演愈烈呢？

禁捕6年 修復生物鏈
鄭金良說，政府的「禁捕令」其實是「追捕令」，

3月至4月是刀魚的上市時節，前幾年雖然刀魚產量
衰跌，政府還是執行4月禁捕的規定。「現在刀魚游
在哪兒，哪兒就開捕，這還是『追捕令』？」
他同時指出，對於瀕臨絕種魚類，江海應有聯動

機制，不能長江禁捕了，江海匯口開捕了。他建議
政府禁捕6年，修復刀魚及其他稀少魚種生物鏈。
「6年恰好是刀魚生長三個周期。」

鄭金良說，政府關鍵是考慮漁民的利益，但政府
沒有長遠考慮，如果未來沒有刀魚可捕，政府不是
一樣要解決漁民的問題嗎？「刀魚的未來很近，或
許就是明天！」他說。

需政府牽頭部門配合
江蘇靖江市農委漁政站站長顧樹信在接受本報記

者採訪時表示，導致刀魚減少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相
關部門之間缺少配合，導致保護措施存在漏洞。他
表示，目前雖然相關部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
和保護刀魚的需要不相稱。其中一點，就是相關部
門缺少統籌和配合，這點需要政府牽頭，各部門合
作。顧樹信稱，希望相關部門加強保護力度，尤其
是在相關地段，進行人工培育繁殖，把培育的幼苗
投放進長江，改變即將絕跡的現狀。

產自鎮江至天生港
刀魚，學名「刀鱭」。每當春季，刀魚成群溯江而上，形

成魚汛。刀魚體形狹長側薄，頗似尖刀，銀白色，肉質細
嫩，但多細毛狀骨刺。肉味鮮美，肥而不膩，兼有微香。刀
魚是鎮江、靖江、江陰、張家港主要水產品之一，境內長江
水域均可捕獲。刀魚、鰣魚和河豚一起被譽為「長江三
鮮」。奇特的是，長江刀魚上游一過鎮江流域，下游一過南

通天生港，其口味就會發生變化，身價大跌。
專家表示，正宗江刀捕撈數量極少，市場裡大部分「正宗江刀」

其實都是假的。由於今年持續低溫，漁民捕撈的江刀數量極少，
每條船一天收穫兩三條就算是相當不錯了。經營戶是打 「江刀」
的幌子，賣的其實是「湖刀」、「海刀」，上述刀魚雖然也叫刀
魚，但其口感和品質遠遜江刀。更有經營戶將上一年清明後捕撈
的刀魚解凍後出售謀利。

4月 3 日
清晨，

一夜暴雨後的長
江水霧瀰漫，江風清

冷。施建國望 平闊的
江面搖頭歎氣，他出江捕撈

一周只收穫了3條刀魚，連船員的
工資都不夠。

施建國是江蘇省靖江市靖城鎮小橋閘村的漁
民，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們家住在長江
岸邊，四代捕魚為生，到他這一代已經舉步維
艱。

一周只打3條蝕大本
施建國說，每次出江捕魚作業要請6個船員

幫忙，每人每天的酬金250元左右，還要管吃
管住，6個人出江一天，人頭費就達到了1,500
元，再加上柴油漲價，每天要花費500元的柴
油，出江捕魚一天的成本就在2,000元以上。
今年春天長江刀魚開禁捕撈後，施建國就辦
理了捕撈證，帶 船員進江捕魚作業了，
在江上連續作業一周，打到3條刀魚，分別
是2.3 、2.5 和2.8 的，3條刀魚加起來
賣了4,000多元，而出江作業一周的花費就
達到1.5萬元，虧本太大了。

擬轉行種田維持生計
施建國告訴記者，在20年前的1992
年，他們每年都能捕撈刀魚300斤左
右，而在10年前，每年出江捕撈作
業，只能捕撈150斤。從2008年開
始，他們每年出江捕撈刀魚，
就基本上沒什麼收穫了。
他告訴記者，去年，他們捕撈半

個月，也才捕撈到20來條刀魚，出售一
萬多元，而到今年，只捕撈到三

條，等於沒有收穫。施
建國說自

己如

今雖然持有捕撈證，但也只能「望江興歎」。
施建國無奈的說，按照這個情形，他不得不考
慮放棄漁業捕撈，轉行種田維持生計。

江水污染形勢嚴峻
長江靖江段沿岸的漁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刀魚肉味鮮美、細嫩，成為餐桌上的極品
菜餚。但是，近幾年由於江水污染嚴重，被稱
為「長江三鮮」之一的刀魚，也到了絕跡的邊
緣。
漁民們稱長江污染嚴重，在長江岸邊有很多

企業，暗中往長江排污，污染江水。政府雖然
出台了相關法規，採取了措施，關閉了一些污
染嚴重的企業，但是長江的企業污染形勢仍然
十分嚴峻。
一位環保人士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除了沿江工業污染，沿江的白色污染和生活垃
圾污染同樣很嚴重，就拿漁民來說，每天漁船
都會往江面上傾倒生活垃圾，包括生活污水、
塑料袋等，這些塑料袋等生活垃圾被漁船的螺
旋打碎後，最終漂浮到岸邊，風化，污染江
水。

買者非富即貴
漁民施建國告訴本報記者，每年開春，各地

購買刀魚的人就自動找上門來。這些購買刀魚
的人都是身價豐厚的大老闆，或者是政府及其
他部門的工作人員。這些企業的老闆稱，是為
了嘗鮮，因為本身具有很強的經濟實力，就是
為了圖新鮮。而政府部門的人，卻是為了接待
或者送人享用。
施建國表示，這些購買者為了吃到正宗的長

江刀魚，往往在還沒捕撈前就趕來訂購，自己
一再稱沒把握能夠捕撈到刀魚，但是這些購買
者還是相互抬價訂購。
「前幾天，我還沒捕撈刀魚，就有買家趕

來，稱按照市場價，2 大的刀魚給6,000元
一斤。第二天，又來了一位地產老闆，開口
就給一萬元一斤。」面對這些預訂者，施建
國說他只能搖頭歎息，他實在不能確定能否
打到刀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永峰 江蘇常州報

道） 刀魚與鰣魚、河豚稱為「長江三
鮮」。「清明時節吃刀魚」更是道出「刀
魚」吃客們傳統情結。而因捕撈過度等因
素致「刀魚物以稀為貴」，由此引發各上
演「瘋狂的刀魚」。可以預見，如政府再
不採取有效措施，「刀魚」將與鰣魚、河
豚命運一樣面臨瀕臨滅絕的絕境，「長江
三鮮」或成為一段記憶。

「吃刀」成請客規定動作
江蘇常州紫荊公館是一家離市中心高

檔酒店，自3月中旬刀魚上市，這家酒店
主打江鮮，消費相當可觀。「每天都有近
十個包廂食客點上刀魚」酒店一位服務員
說。「客人一般都點『大刀』，刀魚每天
價格都不同，一般都在5,000元左右/
斤」。上述所說的「大刀」指3 左右的刀
魚，一斤3至4條。
在滬寧線以餐飲著稱的常州，幾乎每家

大酒店都在刀魚上市時打出「江鮮節」旗
號。在常州酒店的刀魚最高飆升到6,000
元/斤，「一遇到雨天，基本上就是這個
價，而且有市無價，吃的客人不在乎價
格，只在乎面子。」常州一家酒店負責人
說。
常州餐飲界管理專家潘勝華說，吃時鮮

是常州食客心中的最愛了，「清明時節吃

刀魚」形成了請客者規定動作，不吃刀
魚，心理總覺得不愜意。餐桌上嘗鮮勁兒
如此炙熱，供應鏈開始吃緊。

逆流產卵難逃「雙網」
江鮮保護專家鄭金良介紹說，刀魚是

「長江三鮮」最為奇特的魚類，牠生長於
海裡，逆流而上入長江至江西鄱陽湖產
卵，然後卵復長江入海生長，循環往復。
「上海崇明島是江海交匯處，是刀魚逆流
而上的第一關。」
常州永豐水產公司董事長段永炎向記者

透露，常州長江段很難捕撈到刀魚說明上
海崇明島捕技相當厲害了，「潮汐漲用上
深水網，潮汐落拋下飄絲網，刀魚很難穿
過這『雙網』。」
鄭金良分析道，「海刀」游入長江數日

後變為「江刀」，味道最為鮮美，「海刀」
沒能完成這個關鍵過程，味道是大打折
扣。最讓他心痛的是，刀魚還沒有完成產
卵的使命就在第一關口被捕撈上岸端上餐
桌，「長江的最後一鮮很快就會步入其他
兩鮮的後塵。」
薛姓商販介紹說，他的一位上海朋友今

年投資千萬元，在上海崇明島組建了刀魚
捕撈隊，結果虧損了幾百萬元。「收購價
格被人控制了，捕撈工人的工資上漲，只
好另謀其職，退出了。」

過去十年，長江刀魚價格漲了

二十多倍，從2000年的200多元

一斤，到去年二 以上刀魚賣到

3,000元一斤，而今年已漲至

5,000多元甚至更高。清明前正

是長江刀魚的黃金捕撈期，所謂

「清明前細骨軟如綿，清明後細

骨硬如針」，近日全國的老饕們

紛紛趕赴長三角爭吃已價貴如金的長

江刀魚。

刀魚天價，難擋食客們的吃戮。對於普通人家來說，一尾

小魚就要花費全家整月收入，自然只能避而遠之，無緣再飽

口福。那麼，誰在消費天價刀魚？主角當然是富人。過去食

刀魚只是長江沿岸人家的生活情懷，現在全國的有錢人競相

食之，刀魚已成了高貴身份的象徵。一桌刀魚宴動輒上萬，

富人們一邊豪氣的花巨款品嚐美味，滿足口腹之慾，另一邊

亦大多以此來進行商務宴請，向客人顯示身價和豪氣。

口腹之慾成劊子手
天價刀魚宴的另一類買單人則是公款消費。近年在江蘇太

倉、靖江、江陰這些盛產長江刀魚的小城市，每逢三四月都

會迎來政府及商務考察高峰，其中既有政府考察團，也有企

業交流班，以考察之名享用珍饈，往往都點名要吃刀魚，成

為瀕危刀魚的一個強有力的需求者。

如今，因長江生態環境惡化，以及富人炫富、公款消費促

使需求畸形增長，長江刀魚已瀕臨絕跡。與刀魚並稱「長江

三鮮」的江豚早年就已絕跡，若要刀魚免步江豚後塵，眼下

除治理長江生態環境外，或只有從拒吃刀魚做起。放棄口腹

之慾，給刀魚以生路。人類，請善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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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刀魚 善待自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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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日，一場別開生面的拍賣會將長江刀魚再次推進公眾視野，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這一天，江蘇省

張家港市永聯村舉行長江「刀魚王」公益拍賣會，一條刀魚憑借6.5 體重被收入世界紀錄，成為「2012

年度最大長江刀魚」，拍出了5.9萬元的高價。

「天價刀魚」由此而生，各樣的拷問質疑之聲也接踵而至。不容忽視的問題是，長江生態環境惡化，富

人炫富、公款消費促使需求畸形增長，刀魚過度捕撈，長江刀魚正快速走向消亡。昨日，香港文匯報記者

奔赴江蘇泰州、常州等地深入調查採訪，揭示「天價刀魚」背後的生態危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賈東海、陳錁江蘇靖江報道
﹛

瀕
臨
末
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

■業內人士稱，靖江最大

的水產批發市場的刀魚並

不是本地「江刀」。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錁攝

■靖江最大的水產批發市場成了各色刀魚的天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賈東海 攝

■老漁民施建國捕不到刀魚，準備轉

行種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賈東海攝

■常州百興小湖水產市場，上海崇明

島的刀魚一來，商販一哄而上又一哄

而散。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永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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