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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易伯鲁先生毕生从事鱼类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足迹遍布祖国东北、西南、华东、华中的江河湖泊，发
现了1个新属、5个新种、4个新亚种，并将鱼类生态学研究成果用于解决水利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可仪、可静、可锋编著的《易伯鲁文集》摘选了他的各类文章，分9个部分编排。
研究论文篇幅较大，其中湖北梁子湖、黑龙江和长江是易先生在野外考察中有代表性的江湖，因而将
相关的内容分别单立篇章。
文集还包括了易先生有关渔业和水利建设的论著、推广科普知识和教书育人的文章，以及散文和自传
等。

《易伯鲁文集》的编撰历时多年，始于先生生前，完成于先生逝世两周年后。
文集可对从事鱼类学科研和教学、渔业生产和管理，以及水利建设工作的人员提供参考，可对不同年
龄的人们思考人生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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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部分  梁子湖鱼类考察研究论著（1955—1956、1975—2000）
关于鲂鱼（平胸鳊）种类的新资料
湖北梁子湖鱼类名录
关于武昌鱼
团头鲂和武昌鱼
武昌鱼考
    第二部分  黑龙江流域鱼类考察研究论著（1956—1960）
1957年黑龙江流域渔业考察报告
黑龙江流域水产资源的现状和黑龙江中上游径流调节后的渔业利用
餐条属鱼类和黑龙江流域餐条属鱼类的初步生态调查
黑龙江流域鲤鱼的繁殖、食性和生长
黑龙江流域鳊鱼的种内变异及其生活习性
黑龙江流域鱼类资源
黑龙江流域渔业现状及其发展途径
    第三部分  长江流域鱼类考察研究论著（1959—1966、1984—2003）
1960年长江草、青、鲢、鳙产卵场调查总报告
1961年宜昌家鱼产卵场调查总结报告
长江家鱼产卵场的自然条件和促使产卵的主要外界因素
对当前长江鱼类资源研究的看法
长江家鱼鱼苗数量变动研究计划
长江草青鲢鳙及其他产漂流性鱼卵鱼类胚胎发育的比较研究
铜鱼和圆口铜鱼的早期发育
长江干流和汉江的鳃鱼繁殖习性及其胚胎发育
《葛洲坝水利枢纽与长江四大家鱼》专集前言
长江干流草、青、鲢、鳙四大家鱼产卵场的分布、规模和自然条件
长江草、青、鲢、鳙四大家鱼早期发育的研究
长江干流草青鲢鳙四大家鱼产卵场的分布、规模和自然条件（缩写篇）
长江四大家鱼产卵场调查研究经过
长江干流水系中鱼类群落结构和生态因素的关系（英、中文）
长江、珠江鲸鱼的产卵场和早期发育（英文）
    第四部分  其他研究论著（1945—2006）
滇池枝角类和桡足类的研究
麦穗鱼（罗汉鱼）的生活史（英文）
刺鳅的呼吸（英文）
黄鳝的侧线系统（英文）
胭脂鱼的鱼苗以及随年龄而发生的外部性状变化（英文）
鱼苗捕捞和鱼种饲养
中国的鲔属和红鲔属鱼类的研究
我国的淡水鱼类资源
鳊鱼亚科Abramidinae
希夏邦马峰地区的鱼类
微生物酶制剂情况调查和开展酶制剂工作的初步意见
关于陕西“渭南地区水产工作站”鱼种池的情况调查和意见
鱼类的资源调查和鱼群数量变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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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黝鱼属的种类及其两性异形
谈谈鱼类的移殖驯化
关于当前鱼类生态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和几点看法
青菱湖的水生生物和鱼类增殖措施的研究
湖北咸宁地区的鱼类区系及渔业利用
圆尾斗鱼的繁殖、生长和对蚊幼虫的摄食量
中国的四大“家鱼”
    第五部分  渔业与水利建设论著（1958—1984）
淡水鱼类资源的繁殖保护
对繁殖保护淡水鱼类资源的意见
从鱼类生态学看淡水鱼类资源的繁殖和保护
淡水鱼和渔业
对葛洲坝水利枢纽建设与渔业问题的意见
遵循自然规律发展淡水渔业
美国的鲟鱼养殖（译文）
谈谈长江的鱼类、渔业和水利枢纽建设
关于长江葛洲坝工程不必附建过鱼设施的意见
关于长江鱼类资源下降的主要原因和补救措施——简要情况介绍和建议
关于维护长江中下游江湖渔业生态系统发展淡水渔业的建议
    第六部分  鱼类科普文章（1952—2000）
鱼的饮食习性
市上的鱼是怎样来的
医治鱼病——记中国科学院的一个鱼病工作站
养鱼
谈谈武昌鱼
武昌鱼
《淡水鱼类种群生态学》序言
《中国商品大辞典》辞目：团头鲂
对“鲐鱼类的研究”的意见
《鲟鱼人工养殖技术》序言
    第七部分  学科建设与教书育人（1971—2005）
农业部培训班教材——长江流域的鱼类资源和渔业
水产院校教材《鱼类学》绪论
水产院校教材《鱼类生态学》绪言及目录
水产院校教材《水生生物学》绪言和第二章
关于教学和实验基地建设的初步方案
为毕业学生的题词
湖泊水生生物调查教学录像片
与学生漫谈学习和工作
养殖函授班专题讲座
培养研究生小结
接受学生记者采访在“文革”中曲折发展的水产系——专访易伯鲁教授
    第八部分  散文随笔（1958—2008）
哀悼母亲
“我没有政治问题”
一把椅子
发挥我市渔业生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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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市政协为“四化”服务交流会议上的发言
对《湖北省水产发展战略设想（初稿）》的看法
在华中农业大学基层民主党派会议上的讲话
鱼米之乡话鱼菜
难忘的记忆——恭祝饶钦止老人九十寿辰
长江抒怀
在纪念九三学社成立4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忆“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
健康、体育及其他——我的体育运动生活
球迷和拉拉队
追忆良师益友周家炽I
随想
一个很好的纪念
    第九部分  自传（2006、2008）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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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武昌鱼”名称具有鲜明的地方属性，有人认为它应是湖北鄂城樊口镇产的鳊、鲂鱼
（鄂城在三国吴初时曾称武昌县），并联系到清光绪十一年重修的武昌县志中有“鳊鱼产樊口者甲天
下”的说法，以及《三国志》中记述的公元二世纪时陆凯上疏吴主孙皓所引用的民谣：“宁饮建业水
，不食武昌鱼”，说“武昌鱼”“早在三国时代即已誉满江南”。
这一说法没有考虑到“武昌鱼”除了在诗文、民谣中出现多次外，在我国古代有关鱼类的书籍中，并
不存在有称为“武昌鱼”的鱼。
发表团头鲂分类新种时的1955年，我也不知道“武昌鱼”这一名称，不可能把团头鲂和“武昌鱼”联
系在一起。
到了1964年前后，团头鲂在我国池塘养殖业中成为一个优良养殖新品种，成为一些大城市淡水鱼市场
上的主角之一，社会上便流行“武昌鱼”就是团头鲂的说法。
1965年7月，广州《羊城晚报》约我写有关“武昌鱼”的文章，我便顺应当时的潮流，写了题为“谈谈
武昌鱼”的短文，介绍了团头鲂的特点，排除了“武昌鱼”是包括二鲂一鳊三种樊口鳊的说法，主要
是考虑到“武昌鱼”名称具有明显的地区属性，与只产于鄂州梁子湖中的团头鲂较为吻合，而三角鲂
和长春鳊两种鱼是广泛分布于全国江湖中的，不宜在名字上冠以“武昌”字样。
不久，《羊城晚报》的读者又写文补充，提到现在的鄂州在三国吴初时称武昌县，1914年才改为今名
，而现在的武昌县在隋代称江夏县，1912年才改为今名。
到了七十年代，“武昌鱼”名称在社会上进一步脍炙人口，报刊上仍出现一些谈论和介绍“武昌鱼”
的短文，多数是重复过去的说法，少有新意，除仍有人主张“武昌鱼”是指二鲂一鳊的通称外，团头
鲂应是“武昌鱼”专用名称已渐成共识。
1974年夏，我应北京科学教育制片厂之邀，一起前往梁子湖现场拍摄团头鲂的科教电影，那片名就称
“武昌鱼”。
影片曾在全国放映。
《遗传与育种》杂志在1975年第三期上写文介绍团头鲂，说梁子湖野生的团头鲂已家养成功，是“变
野生为家养的一曲凯歌”。
1979年新版《辞海》和《辞源》上，也都在“武昌鱼”的条目中采用了“武昌鱼”就是团头鲂的观点
。
八十年代出版的报刊书籍中，仍断续有一些介绍“武昌鱼”的文章，一般皆根据已有论点，认可“武
昌鱼”就是指团头鲂。
1985年7月，杜世中查阅了大量古今资料后，在《中国烹饪》上发表了“武昌鱼考”一文，倾向于把“
武昌鱼”名归团头鲂所专有。
并认为此说起于1965年7月。
武汉电视台还录制了新片“武昌鱼”，内容也是描述团头鲂的渊源和特征，以及被称为“武昌鱼”的
由来。
有的介绍者不察诗词中的“武昌鱼”多是文学语言，不明团头鲂是1955年定立的新鱼种，仅根据清光
绪年间重修的《武昌县志》中有句“樊口鳊鱼甲天下”的说法，说鳊鱼中就包括了团头鲂，“当地群
众为了把这种鱼区别于其他鳊鱼，特冠以地名，‘武昌鱼’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有的还笼统地说：“樊口鳊就是‘武昌鱼”’。
不提包含有二鲂一鳊三个种，反把事情弄模糊了。
梁子湖有一通往长江干流的长几十里的长港流经鄂城县属小镇樊口镇，民初在那里建有节制水闸“民
信闸”。
在五十年代以前，梁子湖的鱼产有一部分用木帆船经长港运往樊口，然后陆路运销武汉等地，樊口遂
成了湖鱼的集散地，鱼市上的鳊、鲂鱼是很多的，特别是渔民在长港用撑篙网作业，在闸门附近、捕
获的降河洄游的鳊鱼，鲜度极高。
通称的樊口鳊鱼在鱼市上实包括湖中的鲂鱼，在省内曾有过一点名气。
但六十年代以来，梁子湖通长港的磨刀矶一带，因水利改造和民信闸的改建，以及养殖的兴起和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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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销手段的发展，樊口已失去鲜鱼集散地的地位，“甲天下的樊口鳊”已消声灭迹了。
由于鳊鱼在全国各地都有，武昌县志中所指的“天下”，范围是很小的，限于江汉平原及以南一带。
《古今图书集成》中记载的鳊鱼著名产地，还包括辽东、襄阳、太湖、龙溪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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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易伯鲁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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