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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座断崖峭壁、巍然屹立的山门间，
从雁荡山上游奔来的大荆溪溪水，经百
折迂回奔流汇聚于此，形成“雁山十景”
石门潭。

这里因景美成为游客览胜之地，又
因生态适宜成为“雁山五珍”之一的香鱼
在浙江最重要的“家”。

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变化，香鱼数
量急剧下降，被收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今年，乐清启动香
鱼洄游调查保护工作，计划用两年时间
查清香鱼等洄游鱼类路线，找到导致香
鱼数量下降的原因以及恢复、保护香鱼
资源的科学方法。这也是乐清近 20 年
来首次启动淡水鱼类种质保护工作。

夏秋之交，我跟随来自上海海洋大
学的调查团队走进乐清，开展野外调查。

5时起床6时下网

吴雨倩是上海海洋大学研究生，也
是此次乐清香鱼洄游调查保护工作的现
场采集带队人。这次她和4名队员一起
到乐清北部，计划花 3 天时间完成对大
荆溪流域的第二次香鱼生物信息和环境
DNA采集工作。

凌晨5时，天已亮，吴雨倩喊大伙儿
快起床：“抓紧收拾一下，我们要赶在 6
点准时下网。”

“为什么这么早？”我还睡得有些迷
糊，不解地问。

每月一次的野外调查，要在几天时
间里找到香鱼出现的 6 至 8 处水域，采
集到足量的生物样本。香鱼数量骤减的
情况下，完成这样的任务难度很大。上
一回，吴雨倩和队员们花了4天时间，结
果连香鱼的影子都没见着，所以这一次
她调整了调查的行动方案。

将出发时间提前到清晨，就是第
一步。

在上一次采集中，由于频繁出入水
中，加上高温天气，队员们集体中暑。因
此，这次早早出发，将结束的时间延迟到
傍晚，但中午高温时段将短暂休整。“一
是尽可能多地花时间在野外，多走几处
可能出现香鱼的水域；二是尽可能避开
高温作业。”吴雨倩说着，给我们每个人
都递上一瓶藿香正气水。

戴好帽子、穿好防晒衣，我们拎着渔
网、样品采集工具、水桶、氧气泵等设备
出门了。

香鱼是亚洲太平洋沿岸的特产鱼
类，每年夏天，香鱼会选择在水质清新、
水流湍急、深度不大，附生藻类多的通海
河流中摄食生长。9 月份，发育成熟的
香鱼顺流而下，在江河下游近海口处产
卵，繁殖后死去。卵产后流入海，当年孵
出的小香鱼，在近海越冬，再从近海入河
内上溯到清冷的河流中摄食生长。出发
路上，吴雨倩向我介绍起了香鱼的洄游
习性。正是根据这一习性，每年8、9、10
三个月是最佳的采集样本时机。

当天的第一站，我们选择了位于乐
清湾入海口的盛家塘村。临近入海口，
这里的大荆溪非常开阔，水流湍急。眼
前的情形不由让人有些发怵，一不小心
就可能被冲进海里。上一回，考虑到安
全因素，队员们只在靠近岸边放下了地
笼，效果不好。于是，这回调整的第二步
就是向本地有经验的渔民求助。在乐清
市农业农村局的帮助下，当地捕鱼经验
丰富的张聪成了“摸鱼”主力。“你们都在

岸上等着”，张聪一
把拦住我们，自己跳

入水中开始布置地笼
和渔网。

我在岸上帮忙拉住渔
网的一端，张聪则向对岸游去，

将渔网的另一端铺开。我伸出手指
与渔网比对，网的大小竟比一只手指还
要稍窄一些。“这是 0.8 指尺寸丝网”，吴
雨倩说，原本带的是 1.5 指，张聪一看
说：“网孔比鱼还大，摸到鱼就怪咧。”于
是他们赶紧换了尺寸。

收网还需静待些时间。为抓紧时间，
我们逆流而上，向着下一个采集点出发。

8个点仅1个有香鱼

从乐清湾入海口开始，向大荆溪上
游行车25公里，就抵达香鱼活动的最远
一端。

早在 7 月份，乐清启动香鱼洄游调
查保护工作之初，野外采集队就在大荆
溪全域进行了走访。按照香鱼生活洄游
所需的条件，包括着生藻类的鹅卵石底
质，覆盖代表性的拦河坝、有过香鱼活动
的痕迹等，初步设定了8个采集点。

我们一路上在大荆雁东小学附近、
五虎山风景区等采集点逐一布网，可是
除了捕来一些光唇鱼、草鱼外，始终没有
见到香鱼的身影。连续的失败，加上长
时间户外作业，大家都有点疲惫和失

落。吴雨倩为了活跃气氛，给我出了一
道题：“汽车沿公路开，如果通畅的话走
完 8 个采集点大概花 35 分钟。公路边
的水路就是香鱼的洄游通道，它们的回
家路你估计得花多少时间？”

这题可难不倒我。都说香鱼寿命
短、生长快。鱼苗经 1 年的生长达到性
成熟，完成产卵繁殖后即死亡，因此又称
为“年鱼”。“一生就是从入海口到上游再
折返一趟，是不是大约半年时间？”我计
算一番后说。“既对，又不对”，吴雨倩说：

“因为水路不通。一路上的堤坝、碇步
墩、桥梁，对香鱼来说，每一道都像生命
通道上的路障。只有汛期或台风等雨量
特别大，水位抬高的时候，才有机会越
过，不然连‘年鱼’都做不成。”吴雨倩的
解释让我一下子明白，为什么我们找了
7个采集点，却都不见香鱼。

今年3月，乐清在大荆、仙溪等乡镇
共计投放香鱼苗 74.4 万尾。同行的乐
清市农业农村局干部徐义平介绍，增殖
放流是保护香鱼的一种措施。

说话间，车子抵达了距离入海口最远
的第八个采集点——仙溪镇甸岭村，这也
是投放香鱼苗的点位。村民们得知我们
的来意后立即带我们到了一处堤坝边。
清浅的溪水之下，一个不断转动的水漩涡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仔细一看，漩涡里泛
着亮光的弧线，来自游速很快的小鱼。

这些活蹦乱跳的水下小精灵，让我
们的一身疲惫一下散去，心中暗喜：这里

可能有香鱼。
有了前面的多次经验，我们已经分

工明确：吴雨倩准备物品、采集水样环境
DNA，我和队员们一起放丝网。这回因
为水位浅，我们脱掉鞋袜，卷起裤腿，直
接踏在高低不平的鹅卵石床上。两张丝
网同时张开，一张由下游往上游拉，另一
张则自上游往下游移，将溪里的小鱼团
团围拢起来。经验丰富的张聪跳入水
中，抓起丝网将捕来的小鱼，选取不同种
类逐一放进桶中。

不一会儿，七八尾形状大小不一的
小鱼上岸了！头小，又尖又扁，背部黑绿
色，身体两侧和腹面白色，鳍是淡黄色。
再闻一闻，是黄瓜味⋯⋯我按照吴雨倩
提前科普的知识点逐一核对，确认无误：

“没错，就是香鱼！”

争分夺秒采集样本

“赶紧采样用来提取香鱼 DNA 和
RNA 的组织。”当我还沉浸在找到香鱼
的惊喜中时，吴雨倩已经在做样本记录
了。她递来一双橡胶手套，让我先戴上
手套再抓鱼。

其他队员有的给香鱼拍照，有的取
鱼眼放入RNA保存液中储存。

“RNA 降解速度很快，慢了就会大
量损失，相当于白抓了。”吴雨倩说。

听她这么说，我下意识想把鱼抓得
更牢一些，结果手一滑，香鱼飞了出去。

小小的鱼身在水泥地上猛扑腾，我们几
人轮番上阵都抓不住，最后还是张聪出
手才制服了。怪不得当地人都说香鱼黏
糊糊、滑溜溜，特别难抓，得用鱼钩子
才行。

逐个取样、拍照、记录、再冷冻，逐个
处理样本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些还没处
理的香鱼鱼鳃活动异常活跃。

“是应激反应，得注氧才能活。”队员见
状，急忙打开增氧机并将注氧管塞进水桶
里，这样才能保证将鱼活着带回实验室。

这些香鱼样本随后会被送往实验
室，经清洗、整理、记录，作种类鉴定和基
本生物学数据测量，分析出鱼的肥满度、
食性、食物组成等数据状况。

实际上，香鱼的生存情况不能单从
香鱼本身找答案。一番固定样本的工作
完成后，队员们又开始采集与香鱼生活
在一起的其他鱼类和环境样本。

吴雨倩带我来到岸边，指着沿岸水
中一层厚厚的藻类告诉我，这是香鱼最
爱的食物。不一会儿，她用自动取样器
取满溪水，并倒入样品瓶中，待回去真空
抽滤后再作分析。“这些分析结果会告诉
我们如今的香鱼生活状况如何，我们要
打通怎样的洄游线路，再造怎样的生态
面貌，才能让香鱼赖以生存的环境得以
恢复。”吴雨倩介绍。

“这也是我们启动香鱼洄游调查保
护工作的目的和意义。香鱼资源当下
枯竭非常厉害，单靠增殖放流效果有
限，必须要打通洄游通道，恢复生态，这
都需要通过调查找到针对性的保护方
案。”徐义平说，除了今年对游往入海口
产卵的香鱼定期采集样本以外，明年
起，他们还要从入海口标记部分新生香
鱼，并在河坝、摄食场所设置摄像头，通
过追踪其路线记录香鱼活动情况。最
终，探明大荆溪洄游鱼类组成，香鱼的
洄游路线、摄食场所的环境条件等，从
而规划大荆溪香鱼的保护区域和保护
措施。

乐清启动香鱼洄游调查保护乐清启动香鱼洄游调查保护，，记者跟随调查团队记者跟随调查团队——

为香鱼寻找为香鱼寻找““回家的路回家的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琳子周琳子

一组同心圆，一圈火焰纹，构成一轮
炽烈蓬勃的太阳，两侧长着钩喙的鸟昂
首望天⋯⋯

9 月 14 日，一迈进位于余姚灯具市
场二楼的“囊匣师”顾坚的工作室，我就
一眼瞟见工作台上躺着一张河姆渡博物
馆“镇馆之宝”之一——双鸟朝阳纹象牙
蝶形器的描摹图。“今天，就是要为它做
新囊匣！”顾坚说。

顾坚口中的“囊匣”，俗称锦盒。“买
椟还珠”的故事不少人耳熟能详，“囊匣”
就是其中的“椟”，是为文物“量体裁衣”
制作的外包装容器，用于存放、运输
文物。

中国囊匣制作技艺已有近 2000 年
历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在各大博物馆里，几乎每件
文物都有专属囊匣，这不，顾坚刚接下河
姆渡博物馆的订单，就被上门“拜师学
艺”的我撞上了，为 7000 年前的文物造
个“新家”，想想就很酷！

测量误差不超过1毫米

“走，量‘三围’去！”顾坚作了简单示
范，便带上我直奔河姆渡博物馆，为双鸟
朝阳纹象牙蝶形器（复制件）量尺寸，这
是制作囊匣的第一步。

抵达博物馆后，我拿到了这件“镇馆
之宝”，依样画葫芦，将“文物”轻压在一
张白纸上，拿笔顺着弧形的外沿，勾画平
面轮廓。按照顾坚所传授的方法，先画
基本模型图，再测量文物最基本的长宽
高，尤其要注意各突出部位的数值。

“似乎不难！”我心里暗想着，可没等
我画完，就被叫停了。

“这误差，得有四五毫米了吧！”顾坚
一脸严肃。被我小看的“量”，是制作囊
匣最关键的一步。

“内行人夸谁囊匣做得好，只会用一
个词‘严丝合缝’。”顾坚随手拿起一只装
瓷碗的囊匣，打开盖子倒扣着，里面的碗
却不会掉出来。“甚至，我把它扔到10米
以外，盒子坏了，碗都不会裂开，这考验
的就是测量尺寸的能力。”在顾坚的经验
里，抽象的效果被换算成更直观的数据：
囊匣与文物要完全吻合，误差不能超过
1毫米。

说话间，顾坚已拿起笔：“笔本身有
厚度，画的时候，要靠眼睛去掉多余数。”
当他一画完，我便迫不及待拿出尺子，将
图纸与实物左量右比，试图找出其中的
误差。最后，我不得不信服：“顾师傅，你
这眼睛好比一把尺子，几乎精准无误！”

“这里面有20多年功力呢！”顾坚的
话匣子打开了。成为“囊匣师”对顾坚来
说是偶然，也是必然。今年 49 岁的他，
爱古玩，也爱收藏。最初，手巧的他常自
己动手做锦盒装古玩，渐渐地，古玩圈的
朋友都来找他做“盒子”。

“自己做着玩可以，但要帮别人做，

那就得专业了。”较真的顾坚由此踏上求
学之旅，先后去了乐器厂、西泠印社等学
艺，从此，一脚迈入了“囊匣师”这个隐身
在文物背后的职业，一干就是26年。

回到顾坚工作室，在他的案头看
到一大叠勾画出来的平面图纸，我一
张张翻看。相较于我刚画的“镇馆之
宝”图，那些长脚或长角的异型文物，
才最检验手上功夫，图纸上密密麻麻
标注着数据。

“量体只是‘基本功’，一只囊匣要经
历裁剪面料、裱糊外匣、压埋边角等 10
多道手工工序。急不得！做一只，最快

也得 1 天，复杂的甚至要花上数月。”顾
坚适时给我打起了“预防针”。

一块海绵修整七八次

在顾坚的指导下，我按照文物尺寸
计算出囊匣的大小：长 20 厘米、宽 10 厘
米。随后，裁切板料、榫卯拼装、裱糊布
料⋯⋯一只囊匣外壳转眼就在我们手中
成型。

“成功！”我有点洋洋得意，可顾坚却
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

说着，顾坚拿起“镇馆之宝”的图纸，

给我细致地讲解起来：“这是象牙雕刻
器，经过数千年时光，相对比较脆弱，其
表面有纵横凸棱，两侧较薄，后背正中央
凸起，说明这个部位更能受力⋯⋯”

“文物放置在囊匣里，需要支撑点，
这器物怎么放？”说时，顾坚的“考题”猝
不及防抛来。

“内囊托住后背凸起部分，就稳了！”
被顾坚一点拨，我也摸着些门道，脱口
而出。

囊匣就是文物的金钟罩、铁布衫，精
妙的设计以便更好保护文物，这是所有

“囊匣师”一辈子的追求。顾坚就曾为一
个青铜鼎设计过囊匣，检查文物时，细心
的他发现一只青铜脚上有轻微裂缝。“于
是设计内囊时，我就考虑到其材质和损
害程度，利用内囊托住青铜底，让‘受伤
的脚’悬置在囊匣中‘养伤’！”

“懂手艺，更懂文物！”我开始理解顾
坚身上的“多重身份”，是“囊匣师”，是古
玩大师，也是文物修复专家。“什么都玩，
什么都修，就为摸清各种材质的脾气。”
顾坚笑笑说。

转身，顾坚利索地从库房里掏出一
块方形的弹力海绵，又带着我到切割机
上，动手切挖，不一会儿，文物的“席梦
思”就有了。可顾坚的眼睛似乎还不满
意，又来回修整了七八次才点头。

每一只囊匣，顾坚都这样慎之又慎，
亲力亲为。这几年全国“博物馆热”持续
升温，各地文化频繁交流，越来越多文物
开始走出“家门”，像去年，“河姆渡文化
发现50周年考古成果特展”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开幕，324 件（组）文物进京所用
的囊匣就全部出自顾坚之手。

文物频频出访，也让“囊匣师”被更
多人看见。“现在很多博物馆已经把囊匣
制作归入‘文物修复与研究’，因为制盒
也是一种文物环境控制，保证文物存放
微环境的稳定和洁净⋯⋯”说起这，顾坚
一脸自豪，而身边的人却“吐槽”他对制
匣越发苛刻了。

一年做1000多个盒子

顾坚的工作室“藏”得很深，在灯具
市场二楼最偏僻的角落。100平方米的
空间里，摆放着几张长条桌，上面堆着大

大小小的盒子半成品。
这会儿，我们正在收尾的河姆渡定

制囊匣，也安安静静地躺在桌台上。
闲暇之余，我打量起四周。几台老

掉牙的切割机算是最“现代”的工具了，
这个给文物的家做了 20 多年“装潢”的
男人，却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工作环境做
上一次装修。我悄悄数了数顾坚工作室
近一年的“出货清单”，他和三名工人足
足做了1000多个盒子。

“走！还差最后一步！”顾坚丢下这
句话，便捧起新囊匣，快步走向通往工作
室二楼的狭小楼梯。我紧跟上，没想到
打开了顾坚的“另一个世界”。

二楼，古色古香，木质博古柜上，摆
着各式各样的囊匣，大的，小的，方的，圆
的，柜前还架着一根拍摄杆。顾坚将新
囊匣摆正，架好手机，就轻驾熟地录制起
解说视频：“老铁们，欢迎来到《顾说锦
盒》⋯⋯”

“每次有新设计，或有纪念意义的囊
盒，我都会精心制作视频，发到网络平
台。”顾坚解释，这被他称为制作囊匣的

“最后一道工序”。
“手工囊匣费时费力，工艺要求又

高，是个很小众的职业。宁波就我一人，
全国也没几个。”顾坚道出初衷，6 年前，
为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传统技艺，他开始
录制视频传播。没想到 2021 年 5 月 7
日那天，他的一个双层囊匣视频突然火
了，“3 天粉丝涨了 1000，后台私信爆
了，回复了一晚上都没回完！”

视频火了，囊匣订单雪片般飞来。
之后顾坚的囊匣不仅走遍全国，还卖到
了国外。

“国家越强大，民间收藏越旺，囊
匣的需求越旺。这几年我还在设计上
创新，像有一款囊匣设计为三层，拼接
后每一层的内部结构都有所不同，同
时外表的锦布能够完全拼成一幅画，
融汇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几何美学，
又增添了囊匣的趣味性。”在顾坚看
来，囊匣要充分展示文
物的独特个性，所以每
件囊匣都是一件艺术
品，它传递的不仅仅是
技艺，更是一代人的文
化自信与自觉。

记者体验神秘职业“囊匣师”——

给河姆渡文物造锦盒
本报记者 陈 醉

陈 醉陈 醉

记者（左）体验囊匣制作。 拍友 高嘉鸣 摄记者记者（（左左））体验囊匣制作体验囊匣制作。。 拍友拍友 高嘉鸣高嘉鸣 摄摄

囊匣作品。 受访者供图

记者（右）
和调查团队成员
一起采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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