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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述智载着一船的鱼鹰去捕鱼。

▲宋述智刷洗自己的渔船。

马踏湖上最后的鱼鹰……
文/本报记者 罗静 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宋述信将鱼鹰嘴里含着的鱼弄出来。

“呦嗬嗬——— ”一串串指挥鱼鹰的号子在碧

绿的马踏湖面上飘荡，两位老人站在小船上，撑

着竹篙、唤着鱼鹰，捕着为数不多的小鱼。据了

解，鱼鹰捕鱼在马踏湖已至少传承了百年。鱼鹰

捕鱼曾经是一个家族生存的支柱，而现在鱼鹰

捕鱼的技艺几近失传。

一个村里，仅剩两人养鱼鹰

桓台县起凤镇华沟村的
宋述信和宋述智两兄弟，是当
地仅存的还在养鱼鹰的人。每
天早上7时，兄弟俩就划着带
着岁月痕迹的小船，船上站着
十几只鱼鹰，到马踏湖上捕
鱼。已入深秋，蓝蓝的天空下
是绿油油的湖面，此时是捕鱼
的好季节。

随 着 一 串 串 的“ 呦 嗬
嗬——— ”的口号，一只只体长
约 3 0厘米的鱼鹰拍打着翅
膀跳进湖中。只需几秒
钟，嘴里叼满小鱼的
鱼鹰便在老人的
呼唤声中慢慢

地向小船游去。不一会儿，老
人的小船上便堆了一小堆新
鲜鱼儿。

两位老人说，刚捕的小鱼
儿卖得特别好。“就在湖边的
小道边那里卖鱼，有本村的、
有过路儿的，都来买鱼。尤其
是很多开车从这走的，买
鱼 的 特 别
多。”

传承百年，曾养活一个家族

据今年已69岁、养了50年
鱼鹰的宋述信说，鱼鹰捕鱼是
从老一辈子传下来的，大约传
了四辈子了。“老一辈的跟我
说，从我老爷爷那一辈就已经
用鱼鹰捕鱼了，至少有一百年
的历史了。”

“在进生产队之前，鱼鹰
捕鱼是很挣钱、很先进的活
儿。当时人们一般是打短工，
给人种地，一天也就挣一元
多。鱼鹰捕大半天的鱼就能
挣一二十元。”宋述信老人
说。据了解，百年前，宋家大

约有一二十口人，大部分人
都是靠鱼鹰捕鱼、卖鱼赚钱。

“听老人们说，鱼鹰就是我们
家的支柱啊。”

据宋述信讲，养鱼鹰最繁
盛的时候还是在生产队的日
子。“那时候20个人养了200多
只鱼鹰，都是属于集体的。到
了放鱼鹰的时候，我们这20来
个人就直接住在河边。200多
只鱼鹰放下去能把百米长、四
五十米宽的水域占满。那时一
天能捕四五条水沟里的鱼。捕
得最大的鱼有近十斤重。”

后继无人，传统技艺渐衰落

自上世纪80年代生产队
解散后，养鱼鹰的人就越来越
少了。据了解，自从几年前桓
台县的乌河、小清河等被污染
后，两位老人便只在马踏湖区
域捕鱼了，捕鱼的水域和数量
比起以前大大减少。尤其是近
年来利用电和药物来捕鱼的
人数增多，导致鱼鹰可捕的鱼
越来越少，质量也越来越差，

一般捕到的都是三四寸长的
小鱼。“今天我一上午就捕了
一二十斤的小鱼，都是三四寸
的，也就卖二三十元钱。”

因为鱼鹰捕鱼赚钱少，
已 无 人 愿 意 去 学 这 门 技 艺
了。“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
了，要么上学，要么出去打
工，没有愿意学这个了。”宋
述信老人说。


	Y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