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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關於小 島漁獲量黃金時代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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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居 住 的 小 島 名 叫 東 引 島， 我 的 依 公 跟 著 大 公、 大 嬤

從大陸來到小島，靠海為生，安居樂業。

註 : 大公、大嬤，閩東語，曾祖父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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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公年輕時，是小島漁貨量黃金時代，尤其是「黃瓜」。

所以「黃金島」的名號不脛而走，聲名遠播。

註 : 大公、大嬤，閩東語，曾祖父母之意。 註 : 黃瓜，閩東語，就是黃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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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常常在吃飯時，

跟我們說「討黃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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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東引的黃瓜很多，每到四、五月

黃魚季，就會有來自中國大陸、南竿、北竿

和莒光的漁船到東引捕黃瓜。」依公說 當來自各地的漁船靠港時，小島

上的居民，便燃放起鞭炮，歡迎

來小島一年一聚的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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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各島的討海人，下船時每人肩頭扛著一袋沙子，手提簡單行李，腳一蹬，

從船頭跨到岸邊，他們帶來東引海邊沒有的沙子，當作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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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爸 說 :「 四 鄉 五 島 裡， 就 我 們 住 的 東 引 島 沒

有沙灘 !」 依公接著說 :「我們現在住的房子就

是 那 時 候， 每 一 年 收 到 的 沙 子 禮 物， 而 蓋 起 來

的呢 !」

弟弟瞪大了眼睛說 :「是喔 ! 」我也覺得有趣，

笑了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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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常常起霧。

依公跟隔壁的叔公們，每天傍晚都趕著要出海，港邊停著依

公的船，船不大，船頭尖尖向上翹起，兩側畫上了眼睛，像

一尾擅泳的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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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公 在 沒 有 導 航 系 統 及 訊 設 備 下， 開 著 船 在 濃 霧 中 捕 黃

魚，大咬時，甚至待上一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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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四至六月，「黃瓜」魚群會從東南沿海進入東引海域產卵，

因為肚子痛，所以會發出像開水沸騰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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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代，沒有探器，船上靈魂人物「老代」，能聽聲音辨識「黃瓜」的位置，當「黃瓜」集結

在一起的時候，叫聲就更大了，在澳口裡都能聽到遠在一千餘公尺外「黃瓜」的叫聲。

尤其在下午四、五點水落到底，要開始漲潮的時候，聽聲是最準確的，也是「討黃瓜」的最好時機。

註 :「老代」，閩東語。就是船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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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弟弟說了不該說的話，被依媽罵了一頓，依公笑著對我

們說 : 依弟真是「東引黃瓜乞嘴害」呀 !

我問 :「是什麼意思？」

「就是形容黃瓜是因為自己發出聲音才被漁民捕到。」依爸說。

依爸繼續說著，同時也用來調侃話多有害。

註 :「乞嘴害」，閩東語，被嘴巴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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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次 玩 躲 貓 貓 遊 戲 時， 弟 弟 也 是 一 直 說 話， 結 果

被 當 貓 的 表 姊 發 現， 我 們 笑 著 說， 難 怪 依 公 常 常

說依弟是「東引黃瓜乞嘴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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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們 叔 公 的 船 就 很 大 艘， 總 能 捕 到 更 多 的 黃

瓜，有一次黃瓜大豐收，多到浮在海面，黃澄

澄的魚體連成一條金色大道，我們就踩著黃瓜

走到岸上 ! 」依公這麼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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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的兩眼迷濛，臉上的表情既認真又陶醉。

我跟依爸對看一眼，不發一語，發現依公的嘴角揚了起來 !

真是難以忘懷的討黃瓜歲月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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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島曾流行一句俗諺「東引『黃瓜』打倒『豆

官 』 店 」， 意 思 是 說 黃 魚 盛 產 時 的 價 錢 比 豆

腐還要便宜，那個時代還真幸福啊 !

註 : 豆官 : 閩東語，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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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呢 ? 黃 瓜 已 經 越 來 越 稀 少， 有 漁 貨 上 岸 時， 就 會 聽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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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公所廣播 : 漁船碼頭，張家的漁船上有黃瓜賣」這時候黃

瓜的價錢可是五、六十年代的百倍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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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市面上看到的黃瓜，多半都是養殖的，就算是野生的，

價格也要上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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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黃魚的肉質，哪比得上野生黃魚鮮美 ? 以前野生的黃

瓜很多，餐桌上常出現煎黃魚、炸黃魚塊、甚至老酒蒸黃魚

等黃魚料理，讓我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的吃……」依嬤這麼說

著，彷彿在回憶野生黃魚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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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下課回到家廚房飄出酸甜香味，看到依爸手拿鍋鏟，依媽

在旁邊切薑片，原來是在煮我和弟弟最愛吃的糖醋黃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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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 成 金 黃 色 的 魚 體 盛 在 盤 裡， 鍋 裡 正 勾 芡 的 湯 汁

在 冒 泡， 依 爸 將 魚 放 入 鍋 裡， 輕 輕 翻 攪 淋 湯， 再

起鍋。看到糖醋魚上桌，我跟弟弟直流口水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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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愛吃「乾煎一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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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爸愛吃「老酒黃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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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媽最愛吃「炸黃魚」



依弟最愛吃「糖醋黃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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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依嬤用黃瓜做了一道料理給

我們吃，當我們快吃完整隻魚時，依公就

從黃瓜的頭骨兩側各取出一塊小石頭說 :

「這是情人石，一邊一個，拼起來就像愛

心，我年輕時還送給你依嬤喔 !」 

「黃魚所屬的石首科，在們的頭骨兩側上

都會有專門用來平衡身體用的『耳石』，

一開始會是白色的，後來會變成粉紅色或

米白色，是自然現象喔 !」 依爸補充著說。



26

這時，依嬤從房間裡出一盒珠寶盒，衝著我跟弟弟打開盒蓋，有一整盒大大

小小的情人石，我跟弟弟急著找配對，發現我們的手都有濃濃的魚腥味，我

跟弟弟相視一笑，原來依公、依嬤的愛情，充滿了幸福的魚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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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明 節 連 假， 我 們 全 家 一 起 到 海 邊 散 步， 依 公 看

看海上的霧，就說 :「這霧，讓我不禁想起年輕時

討黃瓜的故事啊 !」

我問依公 : 「你以前每天都會去捕魚嗎 ?」

依 公 說 : 「 不 一 定， 不 過 農 曆 初 一 和 十 五 是 大

水， 是 每 月 兩 次 的 漁 汛， 我 們 都 會 滿 心 期 待 黃 瓜

『 發 』， 開 著 漁 船 到 橫 山 捕 黃 瓜， 所 以 黃 瓜 也 稱

為『橫山』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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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發」 : 閩東語，大豐收之意 「橫山」 : 就是亮島「 大水」 : 閩東語，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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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當被單吃橫山。」這時候依公說了這個諺語。

意思是說三月是黃瓜盛產的季節，也是黃瓜最肥美的

時候，每個人都會想要吃上一口當季的黃瓜，就算沒

有錢，也想把棉被當掉，換成黃瓜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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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和依公一起看電視，是一個介紹偉人的節目，我問依公 :「你小時候有最崇拜

的人嗎 ?」依公說 :「有啊 ! 我最崇拜年輕時漁船上的『老代』，他對黃瓜發出的聲

音很有一套專業辨識法，據說魚膘若發到『嘶嘶』聲就是雌魚在排卵，『咕咕』聲代

表雄魚追上去受精。我總夢想有一天能變成『老代』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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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依公臉上露出一種我沒看過的神情，

彷佛很驕傲自己曾是一位勇敢的討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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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釣魚的依爸說 :「黃瓜剛捕上來時，背部呈現灰褐色，

跳幾下就不會動了，腹部兩側才轉變成金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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撈 捕 黃 瓜 一 般 都 用「 黃 花 繒 」，

「 黃 花 繒 」 是 流 刺 網 的 一 種， 魚

頭 鑽 進 網 子 的 洞 裡， 鰓 被 細 網 勾

住 逃 不 掉 了， 就 被 漁 民 一 網 撈 起

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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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討海人收網回航，

而臺灣來的冰船已等在港灣收購魚獲。

「七、八人一艘的漁船，兩個月漁季下來，

漁 貨 收 成 多 在 二、 三 十 萬， 百 萬 以 上 也 時

有聽聞。」依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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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黃色的「黃瓜」造就了東引小島的傳奇。

但現在已不是過去「年年有魚」的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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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海正面臨著資源枯竭與嚴重的生態危機。

你們看 ! 澳口港邊的漂流木、垃圾，人類造成的汙染，最後得要我

們自己承擔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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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爸說 : 我們住的小島有一句諺語 :「黃瓜放春子」。

長輩表現或成就都比晚輩好，引伸為一代不如一代。

就好像我們原以為海洋生態可以生生不息。

依爸語重心長的說 :「我們要時時警惕自己，不要讓這句

諺語靈驗，不論是海洋，還是我們自己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