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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5:;*M的早期记录跨越 $&# 余年后! "#$" 年 % 月紫水鸡"1(*3"0*#(3(*3"0*#(#终于在厦门被重

新发现并得以确认其繁殖群的存在& 继而在检视以往文献过程中! 注意到对于紫水鸡在中国状况的认

识! 无论是对其分布!还是亚种认定! 均多存疑问之处& 本文对紫水鸡在中国南方各省"区#的发现和

记录过程做了大致梳理! 概述了以往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紫水鸡分布认识误区的产生原因! 并指出当

今中国鸟类学界对中国紫水鸡亚种分布态势上的不同意见& 作者提出这些问题与同行探讨! 以期促成

消弭疑问! 并希望鸟学界同仁能够关注紫水鸡在中国的动态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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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水鸡"1(*3"0*#(3(*3"0*#(#广泛散布于东
半球中’低纬地带! 自西向东由西南欧的伊比
利亚半岛"比利牛斯半岛#间断性地至中南欧
和近东地区并北非’赤道非洲’非洲南部和马达
加斯加!又见于几乎整个东洋界地域包括印度
次大陆’中国南部地区’中印半岛并马来半岛’
大巽他群岛’菲律宾群岛!延至南太平洋诸岛
屿’澳大利亚东南部及塔斯马尼亚岛和新西兰

"WM6K*=*M?46+$DDB!Y4=6*ZM?46+$DD’#&
"#$" 年 % 月! 紫水鸡在福建厦门被 -重

新.发现"林植等 "#$"#! 在检视以往文献的过
程中! 注意到对于紫水鸡在中国状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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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其分布!还是亚种认定! 均多存疑问
之处! 现概述如下! 以期与同行探讨&

;<对于紫水鸡在中国分布状况的认知
过程

!!就目前所能查检到的文献而言! R*7MZ?
/\5:;*M于 $’BB 和 $’B’ 年两度发表在 O75V上
的关于紫水鸡见于厦门的报道! 应当被视为是
发表于正式学术刊物上论证紫水鸡在中国有见
的最初记录& 在 $D 世纪余下的时光里! 似乎
再没有人提及紫水鸡出现于中国东南沿海及任
何其他地方&

进入 "# 世纪! 在中国南方多个省-区.出
现有关于紫水鸡分布的报道! 现分述如下&

广东![M66"$D""#曾报道在市场上见到过
" 只活体紫水鸡! P4Y*9>;M"$D%$ ($D%&#又曾
援引此记录& C# 多年后! 高育仁等 "$DDD#报
道了在海丰发现紫水鸡! 跟进研究表明紫水鸡
在海丰是繁殖鸟"胡军华等 "##B#! 且数量足
够可观 "胡军华等 "##C#! 于该地当为留鸟&
"##0 年 $ 月! 汕头观鸟者郑康华在饶平沿海目
击到 $B 只结群活动的紫水鸡! 次年在该地拍
到紫水鸡幼鸟照片! 近期又在澄海和潮阳见到
紫水鸡"个人交流#&

云南!就西方人对云南的早期探险和鸟类
标本采集! 杨岚"$DD0#多有叙述! 并指出系由
R*?;V>;56W"$D"B# 将云南的紫水鸡判定为亚种
3(,#(2%3"+,)&! 采集地点为腾冲-腾越.! 同时!
)云南鸟类志* "杨岚 $DD0 #中又添加了潞西
-芒市.’耿马’景东’西双版纳’石屏等分布地
点& 目前已知紫水鸡在滇西的分布除腾冲’潞
西外!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一线直至滇西北
的中甸! 且数量可观! 另外! 紫水鸡近期又见
于昆明滇池&

广西!在 /?ZMVM34::"$D"D4! 7!$D%#4! 7#
那 & 篇论述广西鸟类的早期文章中尚无紫水鸡
记录! 而 WM/>;49M:VMM"$D’&#则明确指出紫水
鸡在广西有分布! 但却未能说明依据或出处何
在& 就国内状况而言! 据蒋爱伍言! 紫水鸡在
广西的最初记录见于韦振逸和吴明川 $D’& 年

所编辑的一份 )广西野生动物分布名录 "鸟
兽#*! 为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的内部交流材
料! 其中提及紫水鸡在宁明为偶见鸟& 后又有
贺县-贺州. "广西动物学会 $D’C#& 今紫水鸡
在广西的分布点又增加了合浦’防城’钦州’八
步区-原贺州.’钟山等处"周放 "#$$#&

贵州!WM/>;49M:VMM"$D’&#曾言紫水鸡有
见于贵州东部! 但吴至康"$D’B#并未将紫水鸡
收入)贵州鸟类志*!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
录*再度提及贵州 "郑光美 "##0#!而 )中国动
物志(鸟纲(第五卷*中仍未收录贵州 "王岐山
等 "##B#! 其后李筑眉等人""##C#报道紫水鸡
在威宁草海有见& 由此看来! 中国学者对贵州
紫水鸡野外目击记录的首次报道出自李筑眉
等人&

海南!WM/>;49M:VMM"$D’&#曾言紫水鸡见
于海南岛! 但郑光美等 " "##0 # 未予认同!
U**W\4ZW""##B#则明确指出紫水鸡在海南岛
为留鸟和繁殖鸟& "##’ 年 $ 月 $# 日中午! 香
港嘉道理农场野外调查队在海南岛腹地儋州见
到 $ 只遭当地人就近捕捉的紫水鸡个体& 另据
梁伟! 紫水鸡在昌江一新建的湿地公园中并不
罕见&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第二版#
遂将海南纳入"郑光美 "#$$#&

香港!首次目击记录为 $D’’ 年 ’ 月 "& 日
于米埔"P4\ZM:>MM?46+$D’D#! 随后数年持续
有见! 多时可同时见到 % 只个体 "尹琏等
$DD&! "##B#! 先被视为迷鸟 "尹琏等 $DD&#!
复又称是逸鸟"尹琏等 "##B#! 因 $DD" 年$" 月
在距米埔仅数百米之遥的水禽养殖园有两只紫
水鸡逃逸",4ZM=M?46+"##$#&

四川 ! 最初记录出自蒲江 "张家驹等
$D’0#! 近年来观鸟者在西昌邛海持续有见&
"#$" 年 $$ 月 "C 日汉源县桂贤乡的乡民于灌
丛中发现 $ 只紫水鸡! 经检查身体无伤后
放飞&

福建!继 /\5:;*M"$’BB! $’B’#之后沉寂
近 $%# 年! 唐兆和等 " $DD% # 报道了他们于
"# 世纪 B# 年代在福州和 ’# 年代在长乐对紫
水鸡的两次标本采集! 最终! 林植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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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对紫水鸡在厦门的重新发现及对紫水鸡厦
门繁殖群体的确认& 在厦门! 尽管由于开发占
用而使得 "#$" 年春夏季紫水鸡活动和繁殖的
那片湿地面积已由原来的 #E&& a3" 缩减为
#E"# a3"! 直至 "#$% 年 $ 月下旬! 仍可见有多
只紫水鸡在那里活动! 足以认证紫水鸡在厦门
为留鸟! 至 "#$% 年 % 月下旬! 那里的紫水鸡开
始出现求偶行为& 另外! 虽金门’马祖两地至
今仍无紫水鸡正式分布记录出现"/中华民国0
野鸟学会鸟类纪录委员会 "#$$#! 但据中华鸟
会程建中言! "##B 年 B 月 "% 日在大金门岛曾
有一笔紫水鸡的记录& 该记录是否为走私逃逸
鸟! 亦未可知&

西藏!紫水鸡在西藏东南部有分布"郑光
美 "##0! "#$$#& 又据搜狐网转载新华网消息
";??]$gg:M\V+V*;9+>*3g"##D$$"Cg:"B’0$ 0%"$+
V;?36#! )人民武警报*"##D 年 $$ 月曾报道武
警西藏总队昌都支队芒康中队的战士们救助一
只腿部受伤的紫水鸡! 并配发了数张现场
照片&

!!湖北!尽管紫水鸡自 "##% 年以来于冬季
在洪湖地区多次有目击记录! 数量最高可达
$## 只"林植等 "#$"#! 但见诸正式报道为卢卫
民""##C#&

上海!"##’ 年 $$ 月 "" 日午后! 上海崇明
东滩保护区管护站站长袁赛军见 $ 只紫水鸡于
崇明东滩" ;??]$gg\\\+79:W]5>+>*3g"##’g$"g
C"B&+V;?36#&

台湾!直至)台湾鸟类志*刊行"刘小如等
"#$##! 台湾 -岛.仍无紫水鸡分布记录的报
道& 但在随后出版的-台湾.中华鸟会刊物)飞
羽*上! 载有紫水鸡在台湾的记录! 认为是迷
鸟! 且并未给出-相关.亚种状况"/中华民国0
野鸟学会鸟类纪录委员会 "#$$#& 据中华鸟会
程建中言! 具体情况为 $DDD 年 $" 月 ’ 日在台
南县虎头埤之环湖桥下所见& 依本文作者看
来! 台湾不应当没有紫水鸡的分布记录! 而对
台湾紫水鸡亚种归属的判定! 也绝非可顺势视
其为与东南沿海地区相同之那般简单&

另外! 据雷刚称! $DDB 年 $" 月在湖南东
!!

图 ;<紫水鸡在中国的分布示意图"制图$江航东#

$&(N;<HX#,7"6*C./,"#.77533#’7#./,"#Q53CA#V*AA&’5A#&’B"&’*
/已知确切分布地点% 2 以往曾有记录!但尚需进一步验证的地点% " 2#可能的分布地域&

/,*:X5Z3MW 6*>465?5MV% 2 IZM4?*7MX9Z?;MZZM>*:X5Z3MW% " 2# IZM4*X]*VV576M*>>9ZZM:>M*X?;M75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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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保护区的君山’$DDC 年冬季在湖畔低地
曾两度观察到紫水鸡个体! 期望此湖南纪录今
后能得到进一步的实证&

><对于中国紫水鸡种下分类的种种
意见

!!紫水鸡的分类问题历史上颇为纷繁"jM?MZV
$D%&#! 今多从 [4=Z"$D%’#的意见 "O:Va5]] M?
46+$DDB!WM6K*=*M?46+$DDB#! 但近期依然有
人提出当视紫水鸡为一复合体 -,*3]6MA.
"/4:TV?MZ$DD’ #& 在刚刚出版问世的 )Y;M
K*\4ZW 4:W [**ZM,*3]6M?M,;M>a65V?*X?;M
N5ZWV*X?;MU*Z6W*"&?; MW+#中! 将紫水鸡视作
一个种! 下 辖 $% 个亚种 "i5>a5:V*: M?46+
"#$"#&

就中 国 紫 水 鸡 的 历 史 记 录 而 言! 当
/\5:;*M"$’BB# 第一次看到一只饲养于他人笼
舍中 的 个 体 时! 即 判 定 它 肯 定 不 是 1D
3(,#(2%3"+,)&"P4?;43 $’#$ # 而 有 可 能 是 1D
&@+*+/>#$)&"YM335:>a $’"C #% 两 年 后! 当
/\5:;*M得到一只活体时! 他觉得该鸟应当是
1D&@+*+/>#$)&之下的一个亚种! 同时! 考虑到
该鸟在形态上与 1D&@+*+/>#$)&之间的差异!
/\5:;*M又 /试探性地 0将它命名为 1(*3"0*#(
2(%,%&4#&! V]+:*̂+"/\5:;*M$’B’#&

依据形态特征并遵循命名上的优先权法
则! /\5:;*M文章中所提及的 &@+*+/>#$)&今被
视作紫水鸡 #$>#2)&亚种 "K*ZVX5M6W $’"$#的同
物异名!而他所建议的新种 1(*3"0*#(2(%,%&4#&
则被视作是亚种 B#*#>#&"NMT75M$’%&#的同物异
名"R5]6M=$DCC#! 均已废置不用& 以 /\5:;*M
所处时代相对有限的信息交流状况而言! 大概
/\5:;*M只知 &@+*+/>#$)&而尚不知有 B#*#>#&也
在情理之中! 但他明确指出厦门紫水鸡肯定不
是 1(*3"0*#(3(,#(2%3"+,)&的观点! 承延至今&

简而言之! 第一个对中国南方紫水鸡分布
状况做出评估并明确提出中国存有紫水鸡 " 亚
种的人当推 WM/>;49M:VMM! 他提出! 由腾越
-腾 冲 . 至 云 南 南 部 的 紫 水 鸡 为 亚 种
3(,#(2%3"+,)&! 而亚种 B#*#>#&则为留鸟见于福建

南部’ 广东’ 广西’ 贵州东部并海南 岛 " WM
/>;49M:VMM$D’&#& 随后! )云南鸟类志*从发
现者意见"张家驹等 $D’0#而视四川紫水鸡为
亚种 3(,#(2%3"+,)&! 并给出了昆明动物研究所
以往在云南西部和南部的数个标本采集地点及
标本的量衡度"杨岚 $DD0#&

进入 "$ 世纪以来! 有三部重要著作面世$
其一!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郑光

美 "##0 #! 视福建与广东的紫水鸡为亚种
B#*#>#&! 视西藏-东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
贵州’四川’广东’香港’广西等地的紫水鸡为亚
种 3(,#(2%3"+,)&! 此处虽提及两亚种均见于广
东! 但并未给出具体地点! 且将香港分立%

其二! )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 "王岐
山等 "##B#! 认为仅分布于云南西部和南部的
紫水鸡为亚种 3(,#(2%3"+,)&! 见于福建’广东’
广西’四川的紫水鸡则为亚种 B#*#>#&%

其三!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第二
版#"郑光美 "#$$ #! 坚持了该书第一版的观
点! 将香港分立且在两亚种之下均列有广东!
并在亚种 3(,#(2%3"+,)&的分布区域上又增加了
湖北’上海和海南-岛.&

在新近出版的)广西陆生脊椎动物分布名
录* 中! 视 见 于 广 西 的 紫 水 鸡 均 为 亚 种
3(,#(2%3"+,)&"周放 "#$$#&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最有趣的纷争出现
在香港$ 继 $D’’ 年 ’ 月 "& 日于米埔出现的紫
水鸡香港首次目击记录后! 根据多次的野外观
察将所见个体视为亚种 3(,#(2%3"+,)&"P4\ZM:>M
M?46+$D’D!,4ZM=M?46+"##$#! 后又-不那么肯
定地.提出是亚种 B#*#>#&"尹琏等 "##B #& 再
后! 在 "##D 年出版的)香港鸟类图鉴*中! 又
偏偏没有紫水鸡的照片"香港观鸟会有限公司
"##D#! 甚是遗憾&

另外! 分布于整个印度次大陆和南亚的紫
水鸡被认为是 3(,#(2%3"+,)&族群-TZ*9].! 且多
出现个体差异! 并有养殖和野放现象! 于是!
至少是在马来半岛已有亚种 B#*#>#&与大巽他群
岛亚 种 #$>#2)&的 自 然 交 汇 区 出 现 "UM66V
$DDD#& 而 NZ4@56""##D#在其著作)N5ZWV*X1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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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54*中认为见于广东汕头地区的紫水鸡当属
-亚种 . 1(*3"0*#(3D3(,#(2%3"+,)&! 即所谓的
/lZM=2;M4WMW /\43];M:0! 却不知是何道理&

?<讨<论

在 Y4=6*Z等"$D’’#的著述中! 附有一张绘
制精准的紫水鸡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区域示意
图! 惟中国江南以/20代之! 表示作者对于该
地域内紫水鸡分布状况在认识上的不确定性&
而今! 虽然这种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却至少已
经可以大致勾勒出紫水鸡在中国大陆的分布态
势&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 Y4=6*Z与 4̂:
jMZ6*对紫水鸡在中国的分布状况如此之困
惑呢2

紫水鸡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带有无分布! 可
称得上是中国鸟类学研究上的一段/公案0! 而
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又与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带紫
水鸡的最初报道有关$

其一! 当年 /\5:;*M"$’BB#在厦门所见到
的第一只紫水鸡是饲养于朋友笼舍中的鸟! 而
对于他所见到的第二只鸟! /\5:;*M又语焉不
详地说是/带了只活体送我0! 其后的描述让人
感觉 更 像 是 只 养 乖 了 的 宠 物 鸟 " /\5:;*M
$’B’#%

其二! 在 [M66"$D""#的文章中记述曾两度
在广东市面上见到紫水鸡! 其后! 在 P4Y*9>;M
"$D%$ ($D%&#的著作中只是援引了 [M66的记
述! 并且! 在同时期出版的著作 ) /*9?; ,;5:4
N5ZWV*中! 同样没有对紫水鸡见于中国东南沿
海地区的野外标本采集记录并相关报道和论述
",46W\M66M?46+$D%$#&

考虑到自 $’&# 年之后的/五口通商0! 厦
门和广州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对外口
岸! 无疑也成为海外向中国大陆输入各种商品
货物的入口! 而由经东南亚而来的各国商贾
-包括国人.带个把只笼鸟到厦门也绝算不上
是件异事! 加之自 /\5:;*M之后近百年无任何
标本采集记录! 这或许就是郑作新老先生
"$D00! $DCB! $D’C! $DD&! "####对东南沿海
地区的紫水鸡记录一直持疑问态度的缘由& 由

于一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无论是正面的还是
负面的! 这个问题被搁置了上百年之久! 直至
唐兆和等人 " $DD% # 披露紫水鸡在福建确有
分布&

于是! 就所能够查检到的文献而言! 紫水
鸡在广西’贵州和海南三省"区#有其分布首先
是出自 WM/>;49M:VMM"$D’&#的著作)Y;MN5ZWV
*X,;5:4*! 该书与其说是专著!毋宁说是本野
外手册更为贴切! 因为该书在对各个种的叙述
中并未给出具体的来源或出处& 考虑到 WM
/>;49M:VMM是位资深的美国鸟类学家! 当年曾
出任位于美国宾州费城自然科学研究院的鸟类
研究部主任! 且郑作新老先生亦曾不无感慨地
对作者"何芬奇#说过!在美国各地收藏的中国
鸟类标本比我们的全部馆藏还要多! 更考虑到
紫水鸡在广西’贵州和海南三省"区#有其分布
已为新近的野外调查结果所 "再次#验证! 故
WM/>;49M:VMM著作中的资料信息当是言之有
据! 而绝非空穴来风& 尽管 WM/>;49M:VMM的这
部著作对于中国鸟类学界而言并不能说是陌
生! 但不幸的是! 无论是 WM/>;49M:VMM对紫水
鸡在中国境内分布范围的论述还是他对中国紫
水鸡 " 亚种出现地域所持的态度! 都没有能够
得到应有的尊重&

而我国学者近年来在紫水鸡种下分类问题
上的态度! 更令人感到局面并不那么乐观& 较
之中国以往的鸟类学论文和专著而言! )中国
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郑光美 "##0# 一书对
紫水鸡在中国的分布及其种下分类问题可谓是
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意见! 至少也是代表了一家
之言& 翌年! )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 "王
岐山等 "##B# 问世! 书中对紫水鸡在中国出现
的 " 亚种 "3(,#(2%3"+,)&与 B#*#>#&#做了相当细
致的形态描述! 给出了相应的量衡度! 制作了
针对这两个亚种的检索表! 并系统阐述了以往
对紫水鸡在中国分布状况的认识过程! 同时!
该书在紫水鸡亚种分布态势上的看法与)中国
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一书观点差异颇大& 从
出版年代顺序看! )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
可以说是对)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一书



% 期 何芬奇等$中国的紫水鸡,,, 其分布与种下分类问题的回顾与探讨 (&D0!!(

中就中国紫水鸡亚种分布态势观点的厘正& 考
虑到)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作者并未将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引作参考文献! 这
可能是由于)动物志*出版周期上的时滞所带
来的延误! 于是! )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
也至少应当是代表了"另#一家之言& 然而! 在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二版#中"郑光
美 "#$$#! 尽管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五卷*
为参考文献! 却在中国紫水鸡亚种分布态势的
问题上不加任何解释或注释地坚持了该书第一
版中的意见"郑光美 "#$$#!本文作者谨此希望
该书作者能够尽快择机提供相应证据&

姑且不论紫水鸡 B#*#>#&亚种在中国大陆的
分布态势若何! 当前所需要去正视的首要问题
是! 在 /\5:;*M那个时代甚或更早一些! 紫水
鸡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带究竟是否是原发的2 它
们在一定区域内的存在又是否是连续的2 如果
答案是肯定的! 虽不能说一切尽在情理之中!
却也能使局面极大地明朗化% 反之! 推演过程
必将极其纷繁而复杂&

其实! /\5:;*M那个时代的学者撰写文章
或考察报告的风格就是如此! 因为许多标本也
确实不是他们亲手采集和制作的& 关于这一
点! 阿尔芒(戴维神父"jwZMIZ34:W i4̂5W#在
四川穆坪"今宝兴#对大熊猫的发现过程即是
例证"N*9?4: $DD%#! P4Y*9>;M"$D$%#也曾采
用过大致相同的笔法&

以当今所汇集的资料去看待和认识紫水鸡
在中国大陆的分布北线! 由西向东从芒康"西
藏#’蒲江和汉源"四川#’洪湖"湖北#直至上海
崇明岛! 北纬 %# 度应当被视作一条基准线&
同时! 如果今后在淮河以北对紫水鸡有所发
现! 也算不上什么奇怪的事&

@<结<语

基于长达近 $0# 年的沉寂之后紫水鸡在厦
门的重新-被.发现及对其厦门繁殖群体的确
认"林植等 "#$"#! 作者查阅了相当数量的有
关紫水鸡在中国和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和南
亚的历史文献资料! 并注意到中国鸟类学界在

紫水鸡研究上的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 即随着
对紫水鸡一些以往分布点的再确认和对以往未
知分布点的披露! 对中国紫水鸡种下分类状况
的认识反而愈显扑朔迷离! 而对中国紫水鸡亚
种鉴定上的混乱或至少是不确定! 又直接导致
了国际鸟学界对中国紫水鸡在其分布与分类问
题上的纷争与困惑& 就当今所认知的紫水鸡在
全球 范 围 内 的 分 布 态 势 而 言! 在 秧 鸡 科
"R4665W4M#鸟类中! 紫水鸡扩散能力之强’其拓
疆努力之成功着实令人赞叹& 于是! 中国南方
广大区域至少是作为或成为了紫水鸡在印度次
大陆与东南亚的两亚种"3(,#(2%3"+,)&%4B#*#>#&#
间相互交汇与渗透的北疆地域! 如果再加上台
湾! 局面有可能会更为复杂& 作者在本文中提
出这些问题! 以期促成消弭疑问! 并希望鸟学
界同仁能够关注紫水鸡在中国的动态变化与发
展! 这将是个很有趣的过程&
致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杨晓君’罗旭’
闻丞’张炜提供有关紫水鸡在云南的资料信息!
雷刚’胡鸿兴提供紫水鸡在湖北的资料信息!马
志军提供紫水鸡在上海的资料信息!李筑眉提
供紫水鸡在贵州的资料信息!周放’蒋爱伍提供
紫水鸡在广西的资料信息!梁伟提供紫水鸡在
海南-岛.的资料信息!沈尤’危骞等人提供紫
水鸡 在 四 川 的 资 料 信 息! 梅 伟 义 " i4̂5W
[M6̂566M#提供紫水鸡在香港的资料信息并其他
文献!1W\4ZW i5>a5:V*: 提供最新刊世的观点!
作者谨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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