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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下挂网。冰下挂网属于定置式、刺网类
渔具。将网具设置在冰下鱼类活动的区域，利用
网具的刺缠进行捕捞。由于网具在冰下作业，故
俗称“冰板挂子”。全省各地均有分布，有的地区
采用明水期的底挂子或三层挂网作冰下挂网。较
大型的、分布于兴凯湖的挂网，主要是捕捞翘嘴红
鲌、鲤鱼、鲫鱼、狗鱼、鲶鱼、黑鱼、六须鲇等鱼类。

袖子网。袖子网也叫袖网，是冬季用木杆置
于江河急流的一种定置渔具。《瑷珲县志》（1920
年）记载：“‘袖网’，冬时凿冰捕鱼具也。”形状如小
张网，又称冰下张网。利用水流冲击，捕捞顺流而
下的鱼类，主要捕小白鱼、小杂鱼，也能捕获草鱼、
鲤鱼等。

冰下大拉网。冰下大拉网属于地拉网类
渔具。该网用人力、畜力或机械力量在冰上曳行，
利用网具在冰下水域包围鱼群，逐渐缩小包围圈，
迫使鱼类进入囊网捕获。冰下大拉网有江河（称

“大江网”）和湖泊、泡沼（称“野泡子网”）两种作业
方式，规模大、产量高、生产历史悠久，大拉网是我
省主要捕鱼工具之一。近年来，由于江河鱼类资
源减少，大网作业已为数不多。随着水产养殖业
的发展，野泡子网已普及全省，主要分布于大型
湖泊、水库，用以捕捞鲢鱼、鳙鱼、鲤鱼、鲫鱼、
鲇鱼等。作业时，首先由工长划定网场，插小
红旗为标志，然后按标志依次打下网眼、左
右两翼的行网眼和出网眼。接着将穿杆、
水线、大绦及网片陆续伸入下网眼。用走
钩在冰眼内开始走动穿杆、穿杆带动水
线和曳纲前进，跟网渔工开始下网，直到
两翼走杆会集于出网眼，最后用绞网机
或马轮子绞引网纲（旱绦），分段将两翼
网同时绞出，待囊网出现后，用抄网捞
取渔获物。

捋钩。捋钩又名片钩，属于耙
齿类渔具，以扒动方式，利用其锐钩捕
鱼。该渔具是一种古老的、个体性生
产的渔具。分布面较广，尤为嫩江流
域为多。捋钩由捋钩片、捋钩枪、捋钩
柄、铁钩和胶皮挡水所组成。1把捋钩
全长6米左右，捋钩片由刮去瓤的竹片
制成，具有弹性，伸屈自由；捋钩枪用
柳、柞木制成，弯成弓形；捋钩柄为木制
圆柄；铁钩为长形。整把捋钩有4～7把
铁钩，用细铁丝等距缠缚于钩片顶端和
侧面上。捋钩是东北地区独特的渔具，用
于冰下即将干涸或冰下拉网不能作业的浅
水区，渔期多集中在梁子放完和冰槽子、冰
下大拉网作业结束之后的隆冬季节或冬末前

后。到下钩场地后，用冰镩凿一冰眼，将捋钩
片弯成弓形，慢慢将前端伸入冰眼，等捋钩枪伸
入冰下后，双手紧握捋钩柄，反复抽拉，待有触动
或沉重感时，即可能有鱼上钩，可抽出捋钩片摘
取。

铃铛网。铃铛网属于陷阱类渔具。系用
木桩将网具固定在冰下横截鱼类通道，利用鱼的
沿边特性，捕捞逆流而上的鱼类。该网起始于苏
联，传入我国已有50多年历史。分布于松花江流
域，尤以下游为多。主要捕乌苏里白鲑、狗鱼等冷
水性鱼类。渔期为小雪前后至翌年立春前后，“三
九”为盛渔期。网场选择有一定的流速，水深在
4～6米处为佳，尤以上有河口，下有陡岸（靠楞）
的网场为最佳。选择好网场后，打成长 13～14
米、宽 0.6米的冰槽子，将网置入水中。下网时需
6～7人。之后在下网口的冰面上架起渔房，由 2
人轮流守渔。鱼入网时，碰动铃弦，带动铃响，随
即提网取出渔获物。

天寒地冻捕鱼忙天寒地冻捕鱼忙。。

冬日捕鱼的乐趣冬日捕鱼的乐趣。。

偶尔一翻日历，猛然才发觉腊八到了！
入冬以来，零星出现的疫情，时刻牵动

着我们敏感的神经，做好防护的同时，还是
静下心来，熬一碗腊八粥吧。

记得小时候，家里穷，尤其是冬天，上
顿玉米面糊糊，下顿玉米粥，能喝一碗香甜
的腊八粥，可是件特别幸福的事。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常听母亲这样
念叨，我们姐弟三个可不懂这些，只知道那
几天特别冷，却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腊八
那天，我们能喝到甜甜糯糯的腊八粥呢！

腊八前一天，母亲就开始准备了。黄
豆、红豆、绿豆、黑豆、红枣、花生和莲子要
提前泡上，大米、小米、高粱米每样一份放
在小碗里备好，还从地窖里挑出几块上好
的地瓜。母亲熬腊八粥不喜欢放糖，她就
地取材，用地瓜或红枣，熬甜了我们的童
年！

腊月初八早上，天刚蒙蒙亮，父母就起
床忙活开了，母亲往大铁锅里添水，父亲抱
来玉米秸放到灶下；母亲淘洗各种米、豆，
放到锅里，父亲就引燃了柴禾，用大火烧
开，用小火慢熬……

等我们闻到香甜味儿，穿上棉衣裤，馋
猫儿似地凑过来时，大铁锅里的粥已经在

“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黄红白黑各种颜色
的食材，在浓稠软糯里跳动，我们就忍不住
咽口唾沫，连声问：“好了吗？可以吃了
吗？”

母亲敲敲我们的小脑壳，说一声：“去
洗手洗脸。”我们应声而去，等回转来，桌子
上就摆上了几碗粥，热气袅袅。母亲指着
那两只最大的碗，问：“谁给后院三爷爷送
去？”父亲说：“谁去对门二奶奶家？”弟弟
小，自然是我和姐姐抢着去。

当我们小心翼翼送到时，三爷爷总是
先喝一小口，然后张开没牙的嘴，笑着说：

“好喝、好喝！”眼里却闪着浑浊的泪；二奶
奶抿一口粥，夸到：“真甜，真甜，我老婆子
有福啊！”

每次家里做了好吃的，我们总会奉父
母之命，给两个老人送去，总以为他们是我
家至亲的人。好多年后，我们才明白，三爷
爷是孤寡老人，二奶奶和子女分家另过，他
们常常饥一顿饱一顿，一直是父母悄悄接
济他们，虽然我家也不富裕。

回到家，母亲给我们每人盛上一碗，我
不时瞅瞅姐姐吃了几颗花生，偷偷拿勺子
在她碗里挖一口；姐姐白我一眼，喊一句：

“馋猫！”就悄悄和弟弟说：“吃不了，我帮
你？”弟弟当然也不示弱，把嘴塞得满满的，
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父母亲笑着，看着
我们斗嘴打闹，直吃得肚子都鼓鼓的……

今年腊八，我也熬了一锅腊八粥，找一
找幼年时腊八粥的香糯感觉，品一品当年
母亲精心搭配的眷眷深情，父亲柴火慢熬
的浓浓爱意；让全家照顾邻居老人的善良
质朴；姐弟们争抢斗嘴的欢笑，温暖每一
天。

熬一碗腊八粥，就是熬一碗亲情、一掬
乡愁，熬出邻里互帮、与人为善的淳朴家
风，也熬出国泰民安的红火日子。

（本文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熬腊八粥所用的食材。

鲜美的腊八粥。

这一网大鱼这一网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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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叉鱼、冰下挂网、袖子网、冰下大拉网、捋钩……

溯源龙江冬捕
□龚强

黑龙江冬季寒冷，冰封期近半年，生活在这里的黑龙江人，尤其是少数民族，创造出了许多冰上捕鱼的方

法。如达斡尔族人对冬天冰上捕鱼情有独钟，每当冬季来临，就在冰封的江面上进行“布日阔”，即冬季冰上叉

鱼。他们还擅长溜冰叉鱼，即在刚结冰不久的冰层上，渔者一边滑冰一边将看到的大鱼迅速用鱼叉将鱼叉出冰

层。凿冰叉鱼，就是在江面冰冻之后，选择鱼群出没的深水处凿开一个大小适当的冰眼，然后在冰眼上面搭建

个小窝棚，遮住阳光或月光。晚上到小窝棚里面叉鱼之前，点燃火炬或油灯之类，当大鱼见光游入凿开的冰眼

时，便用叉将鱼叉出。达斡尔人把这种冬季叉鱼法叫作“布日阔坐贝”。冰封期捕鱼有许多方法，主要有冰下挂

网、袖子网、冰下大拉网等。

梁子。梁子属于陷阱类渔具。每
年随江水上涨，鱼类进入通江的泡沼或
河流内索饵、产卵。立秋后，随着水位、
水温的下降，鱼类又回归大江深水缓流
处越冬。梁子捕鱼是根据鱼类这一活
动规律，适时竖箔截住鱼类的归路而捕
捞窜游到泡沼、河流的鱼类，尤以鲤鱼、
鲫鱼、鲌鱼、鲶鱼、狗鱼、鲢鱼、草鱼、鲴
鱼等为多。黑龙江省的梁子从构造上
说，主要分为有坝墙的和没有坝墙的两
种。有坝墙的梁子场地多选择在泡沼
通江河的进水道口门处，在枯水期用
土、草筏子、草袋子修好坝墙，梁桩和梁
箔扎在坝墙子上。利用淌箱、淌囤的方
法，在冰封泡子后于短期内捕获梁子内
的鱼类。这种梁子，主要分布于松花江
上游及嫩江流域，统称“上江梁子”。由
于出鱼季节晚，又称“冬季梁子”。没有
坝墙的梁子渔场多设在上游有水源而
常年流水的江河口门处，梁桩和梁箔直
接扎在河底部，在梁子的两侧或深水
处，用箔插出“旋涡”，立秋后打开旋门，
随时用抄网捞取进入“旋涡”内的鱼
类。这种梁子主要分布于黑龙江、松花
江的下游及乌苏里江一带，统称“下江
梁子”。由于出鱼季节早，又称“明水梁
子”。梁子是黑龙江地区比较古老的一
种渔具，始于康熙年间。因其产量比较
高，所用材料当地易解决，在很长的一
段时期内成为主要捕鱼工具之一。

冰槽子。冰槽子属于陷阱类渔
具。入冬后通江河的泡沼沟汊先于江
河封冻，江河内流动的冰块撞击作响，
鱼类为了寻找安静场所，暂时进入泡沼
河汊中，渔民便适时用箔片截断鱼的回
路，设箔旋捞取渔获物。冰槽子是黑龙
江地区冬季捕鱼的一种传统渔具，这种
渔具主要分布于松花江、嫩江流域。冰
槽子由趟子箔和旋箔组成。属具有抄
网和冰镩两类。场地选择在通江河的
泡沼沟汊，江河水位下降后近于干涸的
场所最佳。当冰面能擎住行人时，凿开
一趟冰槽子，竖上趟子箔，截断鱼的回
路。每间隔10～20米断一开口，并在其
外侧竖上旋箔和旋嘴。竖箔后，经常巡
视，及时捞取渔获物。此外，还有钩捕、
叉捕、旋网、丝挂子等各种网捕。

（本文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鱼儿肥美鱼儿肥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