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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扬子鳄减少原因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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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经在我国古代黄河、长江流域生存的扬子鳄（1,,#/+2(* &#$%$&#&）如今已成濒危物种，其减少原因在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是有区别的。黄河流域扬子鳄灭绝与栖息地生态恶化有关，而长江流域扬子鳄的

减少主要是因古人稻作生产所致，此外气温变化和人类捕杀也影响了它的生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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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鳄（1,,#/+2(* &#$%$&#&）古称鼍，俗称猪婆

龙（最早见明代郎英的《七修类稿》，宋代不见记

载，估计名称起自元代）、土龙（《本草纲目》引

《博物志》），现为一级濒危保护动物。它可能起

源于渐新世或中新世早期［%］，是中生代（!X& (
"X’ 亿年前）恐龙类的惟一近亲，比我国古代南

方生活在咸水的湾鳄（ !*(9(=0,)& @(*(&)&）和淡

水的马来鳄（ E(4#&2(4+ &9",%/%,##）地理分布广。

! +"" 年前扬子鳄在长江、黄河一带分布很多，

北魏后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据考古证实，

在晋、鲁、豫、浙、粤、皖和沪等地发现其遗骨；据

《诗经》、《史记》、《全唐诗》和各地方志记载在

陕、豫、皖、苏、浙、鄂、湘、川等省曾有其生存。

而目前扬子鳄仅分布在皖南与浙北的狭窄地

域。学者们对其减少各提原因。文焕燃等认为

长江流域扬子鳄在 %* 世纪中叶因中外收购、栖

息地被破坏才剧减［!］。陈壁辉认为主要是气候

变化所致［&］。文榕生［$］和周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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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有论



述。但黄河、长江流域扬子鳄何时衰落，人类活

动和气候变迁对其有哪些影响？都需进一步考

证和深入分析。

! 黄河流域扬子鳄灭绝的主要原因

!"! 古代黄河流域扬子鳄栖息环境概述 黄

河流域扬子鳄绝灭很可能因森林被伐恶化其栖

息环境所致。从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看，

全新世（距今一万年）中期，黄河流域暖湿多雨、

植被丰茂。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的北界纬度较

今为高。东北、华北和黄土高原大部及山东半

岛为暖温带林区；陕西黄龙山、山西霍山、山东

蒙山南麓至 !"#$ 以北为亚热带林区［%］。鲁、豫

两省在商代还是草茂禽多。《诗经·殷武》和《诗

经·定之方中》、卜辞、甲骨文记载了大量树名和

猎捕麋鹿、虎、狼、豕等动物。当时，陕、晋、豫、

鲁等 省 森 林 覆 盖 率 分 别 为 &’(、%"(、%"(、

&%(［)］。扬子鳄和亚洲象（!"#$%&’ (&)*(+’）、大

熊猫（ ,*"+-.$./& (#"&0."#+#&）、麋 鹿（ !"&$%+-+’
/&1*/*&0+’）、苏门犀（ 2*3#-.-%*0+’ ’+(&4-#0’*’）等

都曾在黄河流域生存过。

除了林地，黄河流域湖沼也多。华北平原

自第三纪始在沉降过程中造成许多凹陷，古代

黄河也常溢漫，形成新湖。据文献载，汉以前分

布在冀、豫、鲁的大湖泊有大陆泽、菏泽、大野泽

等数十之多，湿地资源丰富。北魏郦道元写《水

经注》时，仍记载了黄河下游湖沼陂塘约 * "++
多个，大小从方圆几里到数百里不等。渭水流

域和关中盆地，也河溪密布。众多林沼蕴育了

暖湿气候和水域生态。可见战国以前，黄河流

域是适合扬子鳄生存的。

!"# 黄河流域扬子鳄分布范围新考 就考古

发掘看，距今 % +++ 年的山东兖州、泰安的新石

器遗址中有扬子鳄遗骨，在王因遗址文化层三、

四层的灰坑中至少有 !+ 头个体遗骸，经*& , 测

定，为公元前（& +++ - *!’）年。其骨板深黑，可

能被王因人食后所弃［.］。山东大汶口墓葬、河

南安阳殷墟!、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中

均发现扬子鳄腹部骨板或遗存。安阳侯家庄殷

商墓中还出土一个“木身鳄皮鼓”；此外山东广

饶、临朐、汶上、滕州、泗水、枣庄等地也发现鼍

遗存［*+］。山西襄汾陶寺出土了 & +++ 多年前的

鼍鼓，鼓腔中还散落鳄骨板。山西石楼桃花庄

出土商晚期仿鼍的龙纹觥。距今 % &++ 多年河

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蚌塑龙造型也来

自扬子鳄。

从文献来看，甲骨文和金文都有扬子鳄的

象形字“鼍”字和“单”字。甲骨文、金文的使用

区河南安阳、郑州北、内黄县；河北邢台；山东梁

县、曲阜；陕西西安、渭河等地肯定有鼍；从公元

前 *! 世纪《诗经·大雅·灵台》（今西安西南泮河

西、户县东）的民间乐器“鼍鼓逢逢”，到前三世

纪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当宝贝的“灵鼍之鼓”，

表明西安虽一直有鼍，但渐变珍稀。我国最早

的地理著作战国的《山海经》记载伊水（经今卢

氏、嵩县、伊水、偃师等县汇入洛水）流域有一种

如人虎身，吃人的鼍。但经考证，黄河流域鼍还

有更广的地理分布，残存直至清代。《山海经》

记载黄帝用鼍鼓声震五百里，战胜蚩尤；《吕氏

春秋·古乐》记载帝颛顼曾“令1（鼍字之借写）

先为乐倡。1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

英”；《穆天子传》载“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东

至九江，驾鼋鼍以为梁”。九江约在今徐州、邳

州境内［**］；《山海经·海内东经》和《淮南子·坠

形训》都载雷泽有神，龙身人头，会鼓其腹而熙。

这个雷神被考证是扬子鳄。唐人张守节《史记

正义》引《括地志》道雷泽即雷夏泽，在濮州雷泽

县西北。《中庸》载“今夫水，一勺之多”“鼋鼍蛟

龙鱼鳖生焉”。《荀子·富国》载“鼋鼍鱼鳖鳅2
以时别，一而成群”。公元前后的《大戴礼记》记

载孔子的学生曾子，在病逝前说“夫鱼鳖鼋鼍犹

以渊为浅而堀其中”。曾子鲁国人，在孔子死后

终老于鲁国，可见鲁国肯定有鼍。《国语·卷十

五·晋语九》记载赵简子感叹：“鼋鼍鱼鳖莫不能

化，惟人不能，哀夫！”，可见晋国也存有鼍。先

秦的文献把鼍和鱼鳖相提并论，可见其在北方

数量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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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焕然等 !"#! 年认为，北方鼍在战国后就

已灭绝［$］。其实不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不

仅提到南方楚国多鼍，也提到长安（西安）上林

苑有六面灵鼍大鼓。汉武帝时，刘安的《淮南

子·齐俗训》提到南方“川谷通原，积水重泉，鼋

鼍之所便也”。而董仲书《春秋繁露·五行顺逆

第六十》则记述宗庙祭祀时“恩及介虫，则鼋鼍

大为，灵龟出”，“咎及介虫，则龟深藏，鼋鼍3”。

董仲书的活动基本在北方，可见武帝时黄淮一

带都多鼍。班固的《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的

《校猎赋》中有“蹈4獭，据鼋鼍”。杨雄的活动

也在北方。范晔的《后汉书·张衡列传》记载了

“溽暑至而鹑火栖，寒冰5而鼋鼍蛰”的现象。

接着《后汉书·马容列传》记载东汉元初二年，马

容上奏朝廷的《广成颂》记述洛阳广成苑能猎到

“蛟鼍”。张衡在《西京赋》中记述西京长安（西

安）的丰富物产中有“鼋鼍巨鳖”等诡类殊种。

东汉文学家王逸《楚辞章句》里的诗《哀岁》有

“鼋鼍兮欣欣”，王逸主要在洛阳为官，通过上述

记载可断定，西汉东汉两朝，黄河流域仍然多

鼍。

魏收在《魏书·崔休 裴延俊 袁翻列传》中

记载袁翻于北魏熙平年间（%!& ’ %!#）在平阳

（临汾）作《思归赋》，赋中记载他对家乡“巩洛”

“关河”及“鳐鳖及龟鼍”等动物的思恋。可见北

魏时黄河流域仍有鼍。唐朝魏征的《隋书·志第

十 音乐下》记载隋炀帝在大业二年（&(&），想以

隋朝富丽的声乐向将要朝觐的启民可汗炫耀，

便召集各地乐人到东京（洛阳），在芳华苑积翠

池旁演出。有“鼋鼍龟6，水人虫鱼”、“遍覆于

地”的情景。《资治通鉴·隋纪四》也记述了这次

演出。这些鼍很可能是乐人们从北方野外捕获

的。在唐代，全唐诗中有大量记述鼍的诗句，经

考证，大部分指长江流域的鼍，但也有个别诗句

明指黄河流域的鼍。如杜甫在游历山东时作

《暂如临邑至山昔山湖（鹊山湖）亭，奉李员外，

率尔成兴》，诗中描写这个野湖有“鼍吼风奔浪，

鱼跃日映山”的情景。临邑唐属齐州，今山东临

邑县北。鹊山湖在历城县（今济南市）东（参阅

《嘉庆一统志》卷 !&$，《济南府》）。杜甫还常在

诗中用鼍比喻。如杜甫游历回洛阳后，致弟杜

颖的《临邑舍第书至，苦雨黄河泛滥，堤防之患，

簿领所忧，因寄诗用宽其意》诗中有“难假鼋鼍

力”的诗句。杜甫和岑参一起游7陂后作了《7
陂行》有“鼍作鲸吞不复知”（美陂湖遗址位于陕

西户县城西 !)% *+ 处）。韩愈等生活在北方的

诗人也常写到鼍，如果说他们不熟悉鼍是很难

理解的。同时，写在北方的唐诗中还常提到鼍

鼓。如李商隐的《隋宫守岁》“远闻鼍鼓欲惊

雷”；张说的《东都8宴四首》“震震灵鼍起”；徐

知仁的《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9鼓鼋鼍振”。

鼍鼓在唐诗中频现，说明杀鼍制鼓很盛行。虽

然许多诗不能明确写鼍地点，考证困难较多。

但仍可断定，唐代黄河流域还有少量扬子鳄。

根据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记述开封一百

姓发现鼍，“都人兢往观之”，文焕然因此断定宋

代北方没有鼍，可能是此鼍自己游去的。开封

百姓不识鼍，不代表其已灭绝，只能说明北宋黄

河野外的鼍稀少。南宋咸淳年，四明东湖沙门

志磐撰的《佛祖统纪·卷第四十六》（《大藏经·史

传部》）仍载有“宣和元年正月，三月京师大水。

鼋鼍出于院舍。”可见朱翌记载的鼍并非偶然。

明代黄河下游仍存有鼍。明代文学和戏剧家李

开先（!%($ ’ !%&#）有著名的《白云湖夜泛》“中

流击楫鼋鼍出，树底鸣榔乌雀飞。”描写章丘西

北的白云湖（明水镇西北 $( *+，现还有 !, *+$

面积）。清康熙、乾隆年间的《峄县志》（现枣庄

市峄城区）记载在“墓山（现邹坞镇）南数里”众

多深塘中有鼍。可见直至清末，黄淮之间仍有

鼍残存。

以上考证可见，扬子鳄曾在鲁、豫、陕、晋等

省分布较广。但它并不是按照纬度由高到低逐

步灭绝，而与栖息地人类活动兴衰有密切关系。

!"# 黄河流域扬子鳄灭绝原因分析

!"#"! 考古和文献分析 陶寺遗址（公元前

$%(( ’ 公元前 !"(( 年）遗存丰富，面积约 -(( 万

+$。鼍鼓是和石磬等重要礼器一起出土于个

别祭祀及首领人墓中，可见当地鼍并不多，可能

. ((( 年前晋南的鼍就因人类活动而减少。河

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礼器双鸟饕餮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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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流域扬子鳄减少原因分析 江南地

理和气候条件原本较适合扬子鳄生存，但因人

类活动造成生态恶化自宋代始扬子鳄数量减

少。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北宋时江南人口已占

全国一半以上。唐代长江上中下游人口密度分

别为 !"#$$、$#%!、!&#%’ 人()*+，至清代为 ,&#,、

!"+#%、"+,#% 人()*+［!’］。人口激增，不可避免影

响江南生态。唐代前农业以旱地为主，因江东

犁定型，在宋代水稻得以在江南和四川大力种

植，形成圩田、湖田、葑田等多种形式［!%］，南宋

耐旱占城稻的引进，使水稻向丘陵地带推广。

《吴郡志》载吴中“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

《黄氏日钞》载“浙间无寸土不耕”。因南宋后文

献很少提及鼍和湾鳄、马来鳄，这必然与水稻种

植存在密切联系。

据王祯《农书》，围（圩）田是在湖滩地或沿

河洼地取土，筑堤辟田。《续资治通鉴长编》说

它有“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

害”的优点，所以北宋中期后，在皖苏浙的长江、

太湖流域遍布官私围田。大的如芜湖万春圩，

治田 !+’ --- 亩；小的“或三百亩，或五百亩”（苏

轼，《录进单锷吴中水利书》）。据不完全统计，

仅宋代江东一路 的 官 圩 就 有 ’$ 万 余 亩。围

（圩）田虽有利于宋代农业发展，但减小湖泽、易

致水灾，使鳄难以生存。并且圩坝高大，如万春

圩宽 , 丈，高 !#+ 丈，阻碍其交配、觅食。湖田

主要在江浙，排干湖水以湖底为田。北宋时越

州（绍兴）、秀州（嘉兴）、明州（宁波）、常熟县、镇

江府、绍兴府、平江府（苏州）的湖泊都被围垦。

小湖泊被湖田的更多。据淳熙 !! 年（!!%. 年）

统计，仅浙西湖田就达 ! .%$ 处（《宋史·食货

志》）［!$］。

古人不仅侵占鳄栖息地种稻，干旱时也夺

其水源灌溉。苏轼奉旨去润州（镇江）赈灾时曾

写《无锡道中赋水车》，“分涛翠浪走云阵，刺水

绿针插稻芽。洞庭三月欲飞沙，鼍鸣窟中欲打

衙。天工不见老翁泣，换取阿香推水车”。唐宋

时，双季稻在江南和四川都有种植。唐《舆地纪

胜》卷 !’. 引《龟陵志》载：“五月半早稻已熟，便

可食新，七八月间收割已了”。现今扬子鳄 , 月

上旬交配，’ 月上中旬产卵，即使唐宋时气候温

暖，也不会变动太大。可见扬子鳄繁殖与古人

稻作活动正好冲突。扬子鳄喜静卧偏僻处，生

殖期更是如此。若受过多干扰，卵或被吸收或

零星产出，幼鳄也生性胆怯，刺激过度会至死。

古人生产活动迫使扬子鳄迁居偏隅，数量

剧减，现只能在古诗词中寻找它的身影。唐宋

是历史上记载鼍最多的时期。据作者对《全唐

诗》的统计，唐代提到鼍有李白、杜甫等 +- 多位

诗人。而宋代便只有 !- 多位诗词家。他们写

的如：“天欲雨，有东风，南溪白鼍鸣窟中，六月

人家井无水，夜闻白鼍人尽起。”（张籍『白鼍

鸣』）；“鼍鸣江雨来。”（许浑『闲居孟夏即事』）；

“扣栏出鼋鼍”（王安石『金山寺』）；“雨来荻浦夜

鸣鼍”（陆游『北窗』）；“白鼍竖尾月中泣”（元·杨

维桢『湖龙姑曲』）⋯⋯，这些优美的诗句是古人

开发江南时与其遭遇的写照。时过境迁，元曲

和明诗中对鼍的记载便渐少，明代中期后更少。

因此从古籍中记载鼍的次数推断，元明清是江

南扬子鳄减少时期。苏、浙、皖、鄂等省森林覆

盖率从公元前 +’-- 年的 ,./、$-/、,$/、’$/
分别 降 至 !$"’ 年 的 +#,/、%/、&/、!"/［’］。

同时，长江中下游和江浙湖荡洲滩几乎全被垦

殖，清末扬子鳄已经演变为点状分布。

# 关于扬子鳄减少原因的补充考证

如上所述，扬子鳄减少原因在长江流域与

黄河流域是有区别的，但也存在着与区域地理

无关的因素致其减少，尽管不是主要原因。

#"$ 古人对扬子鳄的捕杀 秦代前古人崇尚

礼乐，猎鼍蒙鼓。汉后佛教传入和古人开始崇

拜龙，对鼍捕杀不多。唐宋时捕鼍多为制鼓和

入药，张籍诗中古人凭鼍鸣以断风雨，可见人鼍

关系还算和谐。直至清代《聊斋志异·猪婆龙》

仍记载当地百姓敬畏洞庭湖的鼍，不敢食其肉。

笔者宣城同学家乡 +- 世纪 %- 年代杀死一鼍，

全镇皆不敢食，可见食鼍没成风俗。古人捕鼍

原因大致如下。

（!）猎皮：古人猎鼍蒙鼓可从明代追溯到氏

族时期。鼍鼓从远古打击乐器演变为礼器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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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除考古实物外，古文献记载较多。

（!）入药：三国时，鼍的皮和肉开始入药。

鼍甲可主治逐瘀、消积、杀虫、症瘕积聚、崩中带

下、疮疥恶疾。三国吴国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

虫鱼疏》、梁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和《名医

别录》、唐初甄权的《药性论》；陈藏器的《本草拾

遗》（"#$ 年）、五代后蜀（$#% & $’(）韩保<的《蜀

本草》、宋开宝年（$’) & $"(）大明的《日华子本

草》、宋嘉七年（*+’!）苏颂的《本草图经》；李时

珍的《本草纲目》都载了鼍皮的药用。鼍肉主治

症瘕，恶疮溃烂。梁《名医别录》、唐孟诜（’!* &
"*#）的《食疗本草》、唐《本草拾遗》、宋《本草图

经》、明《本 草 纲 目》、清 代 汪 绂《医 林 纂 要》

（*"()）等都记载鼍肉药效。鼍入药的记述主要

在唐宋。

（#）护畜、护田：《聊斋志异·猪婆龙》记载鳄

“常出沿江岸捕食鹅鸭”，会遭捕猎。芜湖万春

圩百姓防止鳄毁堤压苗，也常捕杀［*(］。

（%）其他原因：明郎英的《七修类稿》记载明

太祖因对鼍憎恨曾下令捕杀。

!"# 气候因素对扬子鳄生存的影响 扬子鳄

是中生代遗留的爬行动物，经历无数环境变迁

生存至今，气候变化只会使其数量产生波动，而

不会致其灭亡。

夏商黄河文明是在全新世冰后期的暖湿气

候中诞生的。但在 # +++ 年前，寒冷期加强，西

周时（公元前 **++ & 前 $(+ 年）出现了近五千年

的首个寒冷期，延续了“一，二个世纪”。《竹书

记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都结了冰［!+］。

东汉至南北朝有一个近 ’++ 年的寒冷期，后有

南宋 寒 冷 期（*+++ & *!++ 年）和 明 清 小 冰 期

（*%++ & *$++ 年）。在近 ! +++ 年中，前一千年

较暖湿，后一千年较寒冷。

气候变化影响到扬子鳄出穴时间。《夏小

正》记载在战国时“二月”“剥蝉”，《夏小正》中 !
月相当现在 # 月，可见比现在扬子鳄 % 月出穴

早一个月。这首先利于鳄增加产卵。如果出穴

时高温少雨，光照足，就能提前产卵期，提高产

卵量。其次也使鳄有足够时间储备体能来越

冬，幼鳄更需如此。夏季高温期长短也影响鳄

卵孵化。鳄卵的孵化温度在（#* , *）-，幼鳄吸

收体内卵黄也需 !+ . #* & #!-高温。气候变

冷不利于鳄冬眠。在明清小冰期，我国气温普

遍比现在低，如清代 *) 世纪 !+ & "+ 年代，长江

下游冬季平均气温比现在低 * & */(-，冬季降

雪数比现在多 *+0 & *(0。而扬子鳄冬眠，洞

穴内温度应在 *+- 左右，生殖腺才能正常发

育。此外，扬子鳄性别由孵化温度高低决定，历

史上平均气温变化可能影响它在一段时期内雌

雄比例失调，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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