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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境内有很多河流，仅柞水县
就有乾佑河、金井河和社川河 3 条汉
江二级支流。这 3 条河中，金井河因
其源头山系有脉金资源而最有名气。

商代以来，多有采金、淘金者在其
流域居住谋生，因其发源地北河与南
河交汇处有两个“金井”，故称金井
河。相传汉代武当山重修金顶殿时，
朝廷分派陕西官员筹措黄金 10 万两，

陕西官员即派 10万名军役沿金井河布阵淘金。期间，在金井处凿通了地下夹
层之水，出现了“金井泛金”的奇观，也给多鳞白甲鱼找到了一个越冬的藏身处。

金井河又称甲水。为什么称为甲水，许多人认为是因为金井河的水质最好，
但笔者考证后发现，其实是因为金井河过去生长一种珍贵的鱼，叫多鳞白甲鱼。

多鳞白甲鱼（Onychostoma macrolepis）原名多鳞颜颌鱼，属鲤形目，鲤
科 ，鲃 亚 科 ，白 甲 鱼 属 ，俗 称 鳈 鱼 、梢 白 甲 、赤 鳞 鱼 。 英 文 名 Largescale
shoveljaw fish，现在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几年前我去山东旅游，发现当地养有赤鳞鱼，其形态很像柞水金井河的鳈

鱼。查找资料后得知，赤鳞鱼正是鳈鱼，即白甲鱼的一种。
资料记载，白甲鱼的最佳种群生活在陕南山区。白甲鱼性喜温水，在多砂

石的急流险滩的乱石茬产卵繁衍，冬天要生活在气温比较温暖的岩缝里，或者
藏在喀斯特地貌的地下温泉里，清明到谷雨时从岩洞里出来，进入河流生活并
产卵繁殖。所以，镇安有鱼洞峡，旬阳等地有出鱼洞，汉中有飞鱼洞，当地人春
天在洞口用背篓和筐子接鱼，一次出来几千斤甚至上万斤，这些从山洞里出来
的鱼正是白甲鱼。

因为白甲鱼习惯在海拔 300—1500 米的清澈河流里生长，在长江主流很
难见到，过去鱼类资料没有详细记载，直到濒临灭绝时，才被专家研究发现，现
已被《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名录》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金井河的最低处柴庄海拔 600多米，源头金井海拔约 1500米。金井正是
地下温水的出口，冬天还冒着热气，很适合白甲鱼藏身生长。在柞水溶洞和凤
凰镇、杏坪、云蒙山一带，有连绵的喀斯特地貌，白甲鱼能藏在里面越冬。所
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柞水三大流域经常见到白甲鱼。

白甲鱼非常珍贵，肉多味美，除腹部肋骨和脊刺外没有小刺，是催乳的好
食材，为古时贡品。多鳞白甲鱼有发散风寒、抗衰老的功效，其体内的钙质能
提高骨密度，有助于防治骨质疏松症，是产妇和儿童难得的补品。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柞水人几乎不吃小杂鱼，下河捕鱼，首选目标就是
多鳞白甲鱼。

金井河两岸山势较陡，河水下切力强，民间有“金井河水不肥田”的说
法，所以河底多是乱石，正是适合多鳞白甲鱼繁衍的地方。前几年在金井
城遗址采风时，当地一位老人说，李世民当年巡视南山防务时，曾在金井城
避暑，住了三个月零八天，尝野味，吃鳈鱼。李世民走后，当地官员每年都
要进贡白甲鱼供他品尝。

著名诗人李白在《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中写道：“鲁酒做琥
珀，汶鱼紫锦鳞。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诗中的汶鱼即多鳞白甲
鱼，在泰山一带又名泰山赤鳞鱼。现在全国各地发现的多鳞白甲鱼有“金赤鳞”

“银赤鳞”“豆赤鳞”和“草赤鳞”，“金赤鳞”最为珍贵。金井河的白甲鱼以“草赤
鳞”较常见，“豆赤鳞”过去也有种群存在。这种鱼在野生环境里生长得很缓慢，
一般一年增长一厘米左右，一条身长 20 厘米的白甲鱼可能已经生长了 20 年。
目前人工养殖的白甲鱼生长得快多了，但风味和野生的白甲鱼差太远了。

因为山东地区生长的白甲鱼是赤色鳞，所以称“赤鳞鱼”。《泰山药物志》对
赤磷鱼早有记载，它与洱海的油鱼、弓鱼和青海湖的湟
鱼、富春江的鲥鱼并列为中国五大名贵贡鱼。

由于近几十年来对多鳞白甲鱼的过度捕捞，加上
各项建设损毁岩洞，沿途河道多有水库堤坝和人为的
蓄水横拦坝，多鳞白甲鱼要么冬天无处藏身被冻死，
要么春夏不能洄游产卵，已经濒危，很难见到了。
现在它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如果非法捕捉，是
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这种鱼在商洛区域或偶有存在，垂钓爱好者
如有钓获，应立即放生。现在长江流域十年禁
渔，何况珍稀保护鱼类是绝不容许垂钓的。

为了抢救这种珍稀鱼种，现在已有人工繁
育成功，山东泰安普遍养殖，陕西省安康市也
有养殖，但还原多鳞白甲鱼的生存栖息水域，
比如在海拔 300—1500米的河道清除不必要
的横截拦河坝，在必要的拦河坝留出鱼类洄
游通道，给多鳞白甲鱼和众多野生鱼一个洄
游和恢复种群的空间，也许是我市甚至是
陕南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一项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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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州区夜村镇的两水寺，顾名思义，就是境内有两条
河和一个寺庙。从流岭槽流下来的一条河与西沟河交汇
处，很久以前有个寺庙，后来改建成两水寺乡政府，周边
有初中、小学，后来撤区并乡，两水寺乡归属夜村镇，初中
也并入沟口的白杨店中学。

两水寺历来以风景秀美著称，境内沟壑纵横，各种
林木郁郁葱葱，景点也有不少。从丹江南岸进沟，遇到
的第一村是黄沟，黄沟对面的夹里沟，是两面石崖夹出
的一条缝隙。再往南有个金洞子，高宽一丈多，里面全
是水，人不敢进去。继续南行，有个绣花岭，传说王莽
追刘秀时，刘秀在此被一绣花女所救。

再往前，就到了洞底村。该村原来的小学由寺
庙改建而成，教室合围着操场。沿着石阶而上，老
师的宿舍就是建在崖窝窝里的庙宇。现在这所学
校已经废弃了。学校北面是一面山崖，上面有许
多跑匪洞，从半山腰可以进去。

西沟河里的担水沟，年年都有庙会，很是

热闹。南边的官掌地，传说以前有钉马掌的。距沟口约 10
公里的流岭槽，集市上山货成堆，应有尽有。再翻过几座
松涛阵阵的大山，就到了山阳县境内。

过去，沟里的农户大多住在半山腰上，点的是煤油灯、
桐油灯，穿的衣服补丁压补丁。一条通沟路，全是石头尖
尖，去流岭槽赶集时，一路上坡，得一步一步推着自行车
走，回来时虽然骑着自行车，但得躲避路上的石头尖尖，如
同在大风大浪里颠簸，再好的自行车也经不起几番折腾。

那时，木料是两水寺唯一的资源。流岭槽的集市几
乎就是个木头集，盖房用的椽、做家具用的木料排成一
行行，专等川道里的人来买。树木是特产，也是祸害。
那年月川道里柴火奇缺，经常有人到沟里来偷砍树木。
只要听见对面山梁上有“梆梆梆”的响声，山里人就知道
偷柴的来了，喊叫几声，一般人就走了，可有时遇上胆大
的，就是不放手，山里小伙气不过，便扛上一把农具过去
吓唬一下。即便这样，川道里的人还是把山上的树木一
背篓一背篓地背回去了。

两水寺人爱种豌豆，一种一面坡，长得很茂盛，绿油油
的到膝盖高，引得川道里的孩子一群一群来偷，拿回家煮
熟剥开，吃起来特别香。更不必说每年春天，川道人为了
偷摘春椿，常常把树枝折断，都是贫穷惹的祸啊。

过去的两水寺人，不仅物质生活匮乏，由于不通电，
精神生活也一片苍白。洞底村有个小伙看到了这个商

机，就带了一台发电机和一大包录像带，到流岭槽租
了几间房，开了个录像厅，果然生意火爆。山里人没
见 过 外 面 的 世 界 ，把 卖 木 头 的 钱 都 看 了 录

像，那个小伙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有一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传闻，说两水寺的河道里

有金子，于是男女老幼都来“浪金子”，乡政府前河道里，淘
金的人成群结队，非常热闹。结果，“浪”出的多是黄硫和
乌鸦银，没见谁发了财。

一番空欢喜之后，大部分山民都选择出远门打工去
了。女孩大多远嫁山外，挣了钱的小伙在城里买了房，结
了婚，没挣到钱的男孩，回家依然是光棍。

过了 2000 年，两水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沟
有 3 个人，一个在周围包活修路，一个在西安包活盖房，一
个在陕南一矿区开矿，每个人手下都有一大批人，带动山
民搞劳务致富。

黄沟的一个小组长，有一年买了机器，收红薯做粉条，
带领十几个乡亲一起发展特色产业。西沟河的几个年轻
人，先是在西安做金属废品生意，后来一个买了塔吊搞租
赁，一个办起了工厂，手下都有几十个工人，被乡民称为

“有本事的大能人”。
如今，一条平坦的水泥路一直通往沟顶的流岭槽集

市，村村通大客车，几十分钟一趟。流岭槽小学校舍焕然
一新。西沟河里的担水沟，曲折蜿蜒的通村路都成了水泥
路，沟口幼儿园的汽车可以一直开到沟里面接娃。村村都
通了电，拉了光纤，两水寺人用上了电器、手机，通信不再
靠吼，在地里做活的人用手机和家
里联系，一个问：“饭

熟了没？”一个说：“熟了。”于是，做活的人就收拾农具回家
了。好多人在沟口和城里买了房，沟里人少了，家家土地
更多了，更富裕了。

留在沟里的村民有了更多的土地，又是种粮食又是种
药材，屋里几个大柜装得满满当当，一年收入几万元。外
面的人一到两水寺，认识不认识的山民都打招呼，问你吃
了没，你若说吃过了，就取出土特产招待，你若说没吃，就
被热情地拉进屋里，好饭好菜招待，使你不由得感慨万千：
山里人永远是厚道的。

走进两水寺的西沟河和洞底村，你可以看到一排一
排的新房，有的人家修了沼气池，用沼气做饭；有的人家
房顶上安装着太阳能设备，用来做饭、取暖和洗澡。香菇
大棚一大片一大片相连，水泥水渠里的水欢快地从河滩
地中间流过。

来到两水寺的山里，但见漫山树木郁郁葱葱，空气清
新，氧气充足。一树一树火罐柿子红通通的，无人采摘。
真可谓环境优美，交通方便，村民富裕，一切电器化，物质、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水泥大道上，奔跑着村村通客车和摩
托、私家车，沟外 4 个幼儿园的校车争着拉娃，笑声歌声不
断，好不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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