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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我敢说，除了把鱼作为图腾的民族、地区
之外，没有一个地方的鱼，能够比得上浙西开
化的鱼，受到世代开化人的尊重和礼遇。 开化
的鱼，是充满了神性的鱼。

开化清水鱼，最近几年得了神助一样，走
出了浙西开化那个小县。 如开化境内钱塘江
源头的四溅水花一样，荡漾涟漪在两浙大地，
引得八方吃客闻风而至。 大快朵颐开化清水
鱼后，才会兴尽晚回舟，哪怕误入藕花深处，
依然掩不住喉间回味无穷的开化清水鱼。

我栖居的小县城， 几年前开过一家开化
清水鱼的饭馆，楼上楼下两间两层店面，有大
厅散座，也有几间大小包厢，最惹眼的是门前
大广告牌，从店面大门上方一直向上，遮住二
楼通到三楼窗下，足有几十平米，左上首一条
活蹦乱跳的鱼， 竖排两行字，“开化清水鱼”，
简洁明了，直奔主题。 平时嗜鱼的我，曾呼朋
唤友专门去品尝了一番， 不知是厨师的手艺
问题还是什么原因，感觉也就那样，说不出比
本地山塘鱼、 千岛湖有机鱼的味道好到哪里
去。 回头想想也释然，正如人家的调侃，买了
袋老婆饼，总不成搭个老婆给你，这世上名不
副实的多了去，何必计较那么多呢！

这个春天，我因机缘巧合来到了开化县。
开化的朋友一再说，到了开化，不能不去钱江
源头和根宫佛国， 不能不品绿茶佳茗开化龙
顶，不能不吃开化清水鱼。开化龙顶我几年前
已经有幸喝过，确是难得一见的好茶，茶汤清
亮，扑鼻清香，入口清爽。 吃清水鱼我有点两
难，在老家时给我的原有印象并不见佳。除非
这清水鱼也是逾淮之橘能变成枳， 我在老家
县城吃的是枳。

我说了自己的顾虑， 开化的朋友笑而不
答，看我不理解，就说让开化的鱼来告诉你答
案。

车子出了县城，一直向北向北，我从车子
看出去，感觉一直向山向水。 一溪碧水，始终
随着我们的车子依偎， 两边的青山， 时而近
拱，时而远围，只感觉车子越来越向着山的纵
深处开去，窗外的绿荫越来越重，路下清冽的
溪水质感越来越强。

山环水绕了近一个小时， 我们在立着一
块村牌的路口下了车，路牌上“淇源头”三字，
让人眼睛一亮。 溪、淇两字，在我老家方言读
音一样，这到了溪流的源头，这水，这水里的
鱼，可以留给人无边的想象。

淇源头是个小山村， 几十户人家有些杂
乱地沿溪建在千把米的山谷， 村中一条几米
宽的山溪如一条绳子， 串连着大大小小的几
十幢农房。我们下车的地方，有一棵几十米高
树皮斑驳很有些年纪但我叫不出名字的树，
树下出现几个半人高用鹅卵石砌成的方池，
池上随意放着几根枯树或毛竹。 开化朋友介
绍， 这些池里养着的就是名声在外的开化清

水鱼。 于是，立马凑上前去，池约三四米深，水
极清，可看清水底的砂石，几十条大小不一的
鱼儿，在水里悠然自乐。 对于池上突然出现的
几个人头和映在池底的人影，丝毫不受影响，
你来我往， 偶尔也会吃两口人们特意扔进池
里的鲜嫩青草。 朋友介绍， 池里的鱼大小不
一， 是因为不是同一个时间放养的， 池里的
鱼，除了青草，从来不喂鱼食。 一般都养四五
年以上， 才能在家里来了贵客或者逢年过节
时，打捞上来吃。 每个鱼池都是从山溪接进来
的活水，绕道临溪一边，看到建池时预留的两
个口子，一个口子进水，另一个口子出水。 难
怪我看到每一个鱼池的水都是清澈见底，鱼
儿在池底游动时，鱼翅轻轻摆动带起水流，池
底的细砂也跟着缓缓移动， 站在池边一目了
然。

一路走去，从我们下车的村尾到村首，几
百米路程，居然有六七十个各式鱼池，宛若一
根屈曲的长藤，结了一大串各种形状的瓜，不
同的是， 瓜里的瓜子是名声在外的开化清水
鱼。 池都不大，都是十几米、几十米见方的，细
看池边标着的建池时间，让我大开眼界。 大部
分鱼池建在百年之前的民国， 一部分建在清
朝，最早的居然是明末清初，只有少量是最近
二三十年里建成的。 这种情况简直令人匪夷
所思，怎么都让人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可以夸张一点说， 这里的鱼是穿越了几百年
历史风雨，从明朝悠游而来。

我生长在山村， 对山村的情况是比较清
楚的，山溪水平时流量不大，雨汛和大雨后就
会一下子变大，山间溪涧落差大，不太有深的
水潭，这样的先天条件，最适宜的是二三指长
短的石斑鱼之类小鱼。 这和我在淇源头看到
的全是几斤甚至十几斤的大鱼， 且都是大鱼
塘里惯见的草鱼、鲤鱼，迥乎不同，真是让人
叹为观止。 这一切自然应该得益于几百年前
的开化先民，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想出
这么一个奇特的养鱼方法， 不仅让家人吃上
了最生态环保的清水鱼， 也让那些居住在平
原地方的亲朋好友大开眼界并为之对山里人
从此刮目相看。

据说， 以前有个山里人娶了个平原姑娘
为妻，这个山里女婿最不能忍受的是，每次去
丈母娘家总不免受到奚落和调侃， 说山里人
平时只能吃点山货家禽， 要吃新鲜的鱼虾只
能到丈母娘家解解馋。 这个聪明的山里后生，
回家后就琢磨开了，他在家门口挖了一个池，
不声不响地养起了鲤鱼、草鱼。 开化山里有个
传统， 八月十五女婿要备礼物上丈母娘家走
亲戚。 果然，当这位山里女婿在中秋节用弯弯
竹扁担挑着大鲤鱼上丈母娘家走亲， 顿时成
了四村八寨的传奇。 自此后，那一带居然形成
了风俗，中秋节那天，女婿一定要挑着一条头
朝下自家养的大鲤鱼上丈母娘家， 有的村里
干脆在中秋前后挑一个黄道吉日进行赛鱼，
评出哪家女婿养的鱼最大，封为鱼王，拥有鱼
王的女婿自然被四邻八村人推崇为最孝顺女
婿。 这个风俗沿袭几百年，至今依然在开化山
里一些地方沿袭。

一条普普通通的鱼，游进山里人的鱼池，
集中了山里人的勤劳和智慧，不仅如此，每年
中秋节前后的赛鱼节， 鱼儿又成了孝心的代
言， 这条鱼更是成了山里农家的面子和生活
质量的参照物。 这样的鱼再也不是一条寻常
的鱼，成了山里人眼中的圣物，它不仅代表聪
明才智，更代表了身份、尊严。 于是，自古到
今，淇源头和周边很多村子一样，即使人与人
有矛盾，从来没有对鱼过不去的。 几百年了，

淇源头村中几十个鱼池这样敞开着放养，从
来没有发生偷鱼、毒鱼等事件，那是世代村里
人一致公认的不齿行为。

在淇源头村首一家叫“鱼大哥” 的农家
乐， 我亲眼目睹主人从屋旁鱼池里捞上一条
四五斤重的草鱼，开膛破肚，又用农家柴火大
灶烧煮。 已经烧热了的铁锅，放上农家猪油，
直接下锅的新鲜鱼块上下翻炒， 只放盐和姜
片，主人说如果放其它佐料，正宗开化清水鱼
的原味就没有了。 一会，一大盆浓汤鲜鱼端上
了桌，顿时屋内升腾起一股浓香。 鱼汤色泽乳
白，和牛奶一样，舀一勺慢慢入喉，爽口嫩滑，
香鲜无比。 再看盆里鱼肉，也是嫩白如玉，夹
一块入口，想着细嚼慢咽，好好品品，不料鲜
嫩得入口即化。 至此才算真正领教了开化清
水鱼的极致美味， 果真是独一无二的人间美
味， 也难怪开化朋友一开始就信心满满地让
我等待清水鱼自己来解答。

在开化另一个叫长虹乡的地方， 有个村
子从几百年前开始，有杀猪禁渔的习俗，每年
禁渔前按村里人口杀猪分肉， 吃了猪肉后就
不能随便捕鱼，假如有村民违规捕鱼，也要杀
猪分肉作为惩罚。 长虹有的村至今把禁止偷
鱼、毒鱼等写成村规民约镌刻在石，有的村每
年都要对禁渔、 捕鱼进行沿袭几百年的传统
方式祭祀。 敬鱼、爱鱼，在开化乡村已经融入
了日常生活之中， 成为山民人生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一个叫高源村的一座老房子里， 我看到
了开化先民对砌鱼池的重视和认真。 据村里
老人说，那座房子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一
个小小的四合院，院中的天井就是鱼池。 这幢
房子临溪的一面， 三开间的房子后墙建在数
米高大块石垒砌的石坎上， 石坎后墙上布满
爬山虎类的植物，平添几分沧桑。 令人叹为观
止的是这几米高、十几米宽的石坎下面，另砌
了一条数十米长的水渠， 从溪流的高处引来
清澈水流，流进石坎里，原来这是流进院内鱼
池里的进水口，另有一处是出水的洞口。 仅此
两处设置，可以想象当时肩挑人抬修筑石坎，
是何等的艰辛。 即便如此， 我们后人也看到
了，整幢房子的建造，是在修筑好鱼池后，再
造房子的。 也就是说，这古民居屋主的先人是
先鱼后人， 由此可以想象鱼在开化山里人心
中，占据了何等重要的地位。

根据史书记载，在开化山里，除了喂点青
草不放任何饲料引活水的清水古法养鱼，已
经有 600多年的历史了。 走在开化山里，每户
人家至少有一个鱼池， 多的好几个， 几百年
来，赛鱼、禁渔等各种尊重鱼、保护鱼的鱼风
俗、鱼故事之类鱼文化，到处演绎着精彩绝伦
的不同版本，一直在传承发扬，就像分布在全
县各地三千多个各式鱼池一样， 星罗棋布散
落在开化山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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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回味无穷的开化清水鱼

一溪碧水潺潺流动

石彻的清水鱼池

淇源头农家乐

厅堂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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