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月時，我們全家人一起去高雄 茄萣

區 興達港的魚市場，我看到一種東西，我

就問媽媽說：「媽媽，那是什麼東西啊？」

　　媽媽說：「那是烏魚的小寶寶，叫作

『烏魚子』。」 

　　我問：「那好吃嗎？」

　　媽媽說：「我也沒吃過，不然我們買

一塊回家吃吃看吧！」

　　哇！一片居然要 700 元，好貴呀！





　　過了很久很久，媽媽終於想起冰在冰箱冷凍庫裡的烏魚子，她說今天晚上

要給我們「吃大餐」。我很興奮，馬上打電話給我的好朋友─小玟。 

　　我說：「嘿！小玟，我今天晚上要吃大餐喔！我要吃『烏魚子』。」

　　小玟說：「烏魚子？是……烏魚的卵嗎？」

　　我說：「沒錯！就是烏魚的卵。」

    　小玟說：「喔……我知道你要吃什麼大餐了！」



　「咦！怎麼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啊？」不過還蠻好吃的。

　　媽媽說：「我們可以先將烏魚子用酒浸泡一下，再用火烤，等冷卻

後切片，加上蒜苗，也可以加上白蘿蔔片、蘋果片或水梨片。」

　　爸爸說：「現在也有真空包裝的『一口吃烏魚子』喔！」



　　我問媽媽說：「媽媽，烏魚長什麼樣啊？牠們住在哪裡？牠們吃什麼東

西？幾歲才會生小寶寶？ ......。」

　　媽媽笑著說：「兒子，你問了好多好棒的問題喔！有些媽媽知道，有些

媽媽也不會耶，我們需要一起花一些時間來查查資料。」





　　媽媽花了不少時間查資料，她說：「水有分『淡水』和『鹹水』，大海裡面

有鹽，所以叫鹹水，而溪河是淡水，至於湖泊要看裡頭有沒有鹽份，日月潭是淡

水湖，而我們的水里溪和日月潭裡都沒有烏魚喔！烏魚在鹹水、淡水和半鹹淡水

的地方都可以生活，不過牠們主要住的地方是 ( 大海 ) 沿岸沙泥底的水域，牠們小

時候喜歡住在半淡鹹水的交界的河口、紅樹林等地方 ( 偶而會進入河川內的水域生

活 )，等到要繁殖時，就會游到外海生小寶寶。」

　　媽媽繼續說：「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烏魚啊，像是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就有。

我知道在臺灣的烏魚有野生的，也有養在魚塭裡的。烏魚不只有一種，就像狗也

不只有一種，我們臺灣周圍海域的野生烏魚有三大種群，而我們常說的『烏魚』

是指『每年冬季會從中國沿海南下到臺灣西南海域產卵』的那一種烏魚 (NWP1)。來

臺灣的野生烏魚每年都會在差不多十二月到隔年一月，也就是『冬至』( 每年國曆

的 12 月 21、22 或 23 日 ) 前後十天的這一段時間，牠們會成群從北方，順著中國沿岸

南下，從新竹、苗栗、臺中、彰化、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沿海一路南下，

過了高雄港後，便陸陸續續產卵在高雄至屏東的東港、枋寮的外海，一直到鵝鑾

鼻以後，就又回頭往北游，叫作「回頭烏」。因為每年來的時間都是冬至前後這

一段時間，走的路線都是固定的，所以烏魚又被叫作「信魚」，因為漁民覺得烏

魚很守信用，每年這個時候一定會來。(『守信用」就是跟別人約好要做什麼事、

講了什麼話，自己一定會做到。) 而『烏魚子』，很多人都喜歡買來當作過年送人

的伴手禮呢！ 」

　　媽媽笑著說：「至於這種烏魚到底是從哪裡來的？目前的研究能知道牠們的

分布範圍，至於牠們是從『哪裡』游來臺灣的，還沒有公認的標準答案，我們只

能說牠們是『從中國沿海南下來臺灣的』。」「不過，你問烏魚長什麼樣？以前

媽媽有煮過烏魚給你吃過啊！你忘了嗎？不然我們再去買買看，現在應該買得到。

烏魚不是一年到頭每天都買得到的魚，只有差不多在十一月到隔年一月中前才買

得到。」
◎附註：從「新竹 ~ 回頭烏」一段，文字引自網路

http: / /www2.mtjh.kh.edu.tw/~cyber9303/ l ine/c5401.htm#top







　　我們先去生鮮超市，看

到盒裝的烏魚片。隔天，我

們再去菜市場。喔！原來烏

魚長這樣子啊！

　　老闆說現在在臺灣買到

的烏魚和烏魚子大多是養殖

的，大小條價錢不一樣。我

們買的這一條是 120 元。



　　烏魚有三寶，分別是：烏魚子 ( 雌魚的卵巢 )、烏魚膘 ( 雄魚的精囊 ) 和烏

魚肫 ( 烏魚的胃囊 )。剖腹去掉卵巢等內臟後剩下的部分叫作「烏魚殼」，「烏

魚殼」最傳統的吃法就是煮成「烏魚米粉」。

　　媽媽用「烏魚殼」煮了一道「糖醋烏魚」給我們吃，真是美味極了！





　　我覺得好奇怪啊！「烏魚殼」跟「烏魚子」一樣好吃，可是為什麼烏魚

殼那麼便宜，烏魚子那麼貴呢？是因為烏魚子太營養了嗎？還是太珍貴了？

　　媽媽說：「大人覺得烏魚最有價值的部份是在肚子裡的東西。烏魚子的

製造過程也很費工夫。我找影片給你看看，也許你就懂了喔！」

　　「哇！他們在殺魚取卵的過程，好可怕啊！」我說。







　　製作烏魚子要經過：殺魚取卵、去除血污並清洗、鹽漬、壓形、清洗掉

鹽巴、用豬腸衣修補、連續好幾天多次的曝曬翻面和重壓等過程，甚至可能

連小狗也要來幫忙看顧，以免小偷來偷走烏魚子，真是太辛苦了！賣那麼貴

是應該的。



　　「嘿！今天中午的新聞報導剛好提到烏魚喔！」爸爸說。爸爸一下班回來，

馬上告訴我這件大事。

　　晚上看新聞重播，真的有烏魚的新聞，不過並不是什麼好消息，這是 2020 年

12 月 27 日的新聞。新聞報導說彰化縣的線西鄉有一個小漁港叫作「塭仔港」，他

們有八艘漁船出海，卻捕不到百條烏魚。為什麼會這樣呢？是因為沒有冷氣團來，

暖冬的關係。記者訪問一個漁民，他說他討海三十年來，從沒看過像今年這樣，

( 野生的 ) 烏魚真的都抓不到。最後記者說：「漁民只希望趁著幾天後 ( 年底到元旦

連假 ) 的冷氣團來，他們再出海拼一回。」



　　媽媽說：「要冷氣團來，烏魚才會來 ( 較

溫暖的臺灣西南海域避寒產卵 )；而且塭仔港

漁民的船隻都比較小，風浪太大也沒有辦法出

海捕魚。『冬至』都已經過了，冷氣團現在才

要來，難怪漁民會這麼著急。」



　　元旦連假結束了，這波冷氣團

冷得我直發抖。我問媽媽說：「那

塭仔港的漁民抓到野生烏魚了嗎？」

　　媽媽上網查了一下，2021 年 1 月

2 日的新聞報導說：「塭仔港終於傳

來好消息了，有一位黃姓漁民追烏

魚追到嘉義外海，抓到了 1100 多條野

生烏魚。」黃姓漁民的哥哥說：「我

弟弟就是硬要跟它拼就對了。」記

者還說：「比起去年，今年烏魚少

得可憐。( 塭仔港 ) 有的漁船還遠赴

東引、嘉義和臺南外海，還繼續在

海上追魚。」

　　又過了好幾天，媽媽再上網查

新聞。她說今年苗栗和嘉義抓到的

野生烏魚數量也都很少。

　　我問媽媽說：「媽媽，烏魚怎

麼不守信用了？」



　　媽媽說：「不過 2021 年 1 月 7 日在新北

市貢寮區的澳底漁港有傳來抓到 15 萬尾烏魚

的好消息，漁民說這是土地公給的『意外之

財』。」

　　我問：「15 萬算多還是少？」

　　媽媽說：「臺灣各地捕獲的野生烏魚的

數量，全部加起來，是一年比一年少了，而

且近年來在臺灣東北角外海─就是新北市和

宜蘭縣的外海，有捕捉到烏魚群，新聞報導

說 2016 年 12 月在宜蘭捕到 12 萬尾，這不是一

個好現象喔！因為『地球暖化』─就是地球

溫度一年比一年高，你看我們現在的冬天是

『暖冬』，海水的溫度也在升高，海洋環境

變得跟以前很不一樣，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人類製造太多污染了，造成『地球暖化』，

所以烏魚不來，甚至還跑到東北角外海去

了。」

　　「那以後烏魚會不會又改變路徑，跑

到別的縣市去呢？甚至以後都不來臺灣了

呢？」我擔心的問。



　　我想了想，說：「媽媽，我覺得烏魚量變少，可能還有其他原因耶！」

　　媽媽說：「喔？你覺得是什麼原因呢？」

　　我說：「我覺得有三個原因：第一個是人類製造太多垃圾，讓海水變

髒了；第二個是烏魚被天敵吃掉，......」

　　媽媽問：「那你覺得烏魚的天敵是誰？」

　　我說：「我覺得可能是某種魚類和某種鳥類。」

　　我接著說：「第三個原因是烏魚找不到東西吃。」





　　媽媽馬上查資料，說：「野生烏魚的天敵是海豚和鯊魚，魚塭烏魚的天敵是
白鷺鷥、夜鷺和候鳥。」

　　「啊！」我叫了一聲，並急忙的跟媽媽說：「媽媽，我知道烏魚的天敵是誰
了！其實是『人類』才對。因為媽媽你不是說過有很多海豚都擱淺，有很多鯊魚
的背鰭都被割掉，拿去煮成魚翅羹嗎？而且冬天烏魚游來臺灣是要來生小寶寶
的，可是我們人類就把牠們抓起來，還很喜歡吃『烏魚子』和『烏魚膘』，所以
烏魚的天敵應該改成『人類』才對。」



　　媽媽想了想，說：「嗯，你說得很有道理喔！現代的人類其實是過度捕撈

的。而且不只臺灣人抓烏魚，烏魚在還沒洄游來臺灣之前，中國的漁民就先攔

截捕捉了；還有，人類不但會『炸魚』，現在船隻和設備也越來越先進，一次

就可以抓更多的魚，比如說像現在有儀器可以測得海水的溫度 21℃，漁民就可

以更準確的知道烏魚群的位置在哪裡。」



　　我說：「媽媽，我覺得烏魚好可憐喔！該怎麼辦呢？ ...... 對了！我們可以

在學校養啊！媽媽你不是跟我說過烏魚在『魚苗』、『幼烏』、『大烏』時期
吃什麼東西嗎？我們可以在學校的操場建一個大水池來養烏魚，拜託自然老師
教我們養烏魚，叫全臺灣所有的國小、國中和高中學生都一起來養，養大後再
野放，然後再繼續養、繼續放，繼續養、繼續放 ......，這樣就會有很多很多烏魚
啦！」
　　妹妹說：「不行啦！這樣下課就不能去操場玩了耶！」

　　「烏魚比較重要！」我說。

　　「玩也很重要！」妹妹說。





　　媽媽說：「好了！你們不要再吵了！烏魚很會跳躍，養在學校

如果常常跳出水池也很麻煩，對不對？ ...... 小瑋，其實我們也可以用

別的方法來幫助烏魚喔！比如說想改善『地球暖化』的問題，我們

可以怎麼做呢？這個你是知道的。」

　　我想了想，說：「人類就是過得像大少爺、大小姐一樣，太愛

享受了；工廠因為製造很多東西給我們用，所以排放出很多廢氣，

交通工具也是。人類製造太多污染了！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珍惜

資源，不要浪費，要垃圾減量。」





　　媽媽說：「還有呢？烏魚子 ......。」

　　我繼續說：「喔！媽媽你不是說過我們臺灣人吃太多烏魚子了嗎？不但吃

野生的、養殖的，還吃進口的。我覺得野生烏魚越來越少了，抓到的烏魚年齡

也越來越小，人類應該要讓大海先休息一段時間，讓野生烏魚好好的生小寶寶

吧！」



　　媽媽說：「烏魚雖然不像海龜一樣會吃到塑膠類垃圾然後死掉，但是『水往

低處流』，所以很多陸地上的垃圾，最後都會跑到大海裡，大海裡的塑膠微粒也
是很多的，而且人類也排放很多的廢水到海裡，這些都會讓海水變髒。...... 小瑋覺
得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說：「我們應該不要製造太多垃圾，而且可以去淨灘和『減塑』。」

　　媽媽聽完後很高興，他跟我說：「你說得真好！」



親愛的野生烏魚：

　　原來你有兩個背鰭，我覺得很酷；原來在沿海捕到的你，長度差不多是
30~50 公分，體重差不多是 1~2.1 公斤；原來你幾歲可以生小孩是要看你的生長
環境來決定：水溫越高，你就越早性成熟，雄烏大概是 2~3 年，雌烏大概是 3~5
年；原來你在大烏時期是吃矽藻和腐敗的植物碎片的，你常藉著吃泥沙來磨
碎食物、幫助消化；原來你剛出生時嘴巴還沒長好，也不會游泳。

　　媽媽也告訴我高雄市茄萣區漁民的一些習俗，我覺得很有趣。像是：以
前的科技不像現在這麼發達，這個地方的漁民在出海捕烏魚前，會先去請示
媽祖或王爺並且求籤，籤有「頭籤」和「尾籤」各一張，分別代表「冬至」
前後的魚況，並請神明指示出海的時間和方向，但因為烏魚越來越少了，所
以茄萣原本有四座公廟有求「烏魚公籤」的習俗，現在只剩下金鑾宮還保留
著而已。還有，拜神明時，漁民不會把你當祭品。最重要的是：在盛飯時，
漁民不能說「ㄉㄟ飯」，要說「添飯」( 閩南話 )，因為如果你們烏魚群沉在海
下面的話，漁民就捕不到你們了；反過來說，如果漁民在
海面上看到「烏魚結柱」的話，他們就會笑得很開心。

　　我很喜歡你，我想更認識你、當你的好朋友。媽媽說
你是一種「洄游魚類」，讓我好想拿著攝影機跟著你，記
錄你從小到大、完整的每一天的生活。希望以後愛吃烏魚
子的人可以買到很多很多的烏魚子，吃得很開心；希望漁
夫可以大豐收；更希望你們可以生很多很多的小寶寶，讓
河口裡有很多很多的烏魚苗 (『大金鱗』這種烏魚苗 )，讓
海裡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大烏魚。我最希望的是─希望你們
每年都可以「守信用的」來到臺灣，都游原本那條神秘的
洄游路徑，讓我見你們一面。

          祝　　　　　                     　                    　　　　　　　
　　      平平安安　　　　　　

                                                                               　　　　　　小瑋

                                                                               　　　　　　2021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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