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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圳埤塘捕撈吳郭魚

　貧農年代煮鹹好配飯

8 0年來台灣水圳所衍生的生活內

容，埤塘水圳、稻田甚至出海口隨處可

見的吳郭魚，生命力強，數量龐大容易

捕撈，在鮮有菜色的年代，是早期農民

能就地採集佐餐的主要水產品。

很多人以為台灣自古就有吳郭魚，

其實在1 9 4 6年之前，水圳埤塘以鯽魚

和鮘魚（鯉魚）及其他原生魚蝦為主。

二戰時期被日治政府派往南洋的台灣籍

軍伕吳振輝與郭啟彰，戰後1 9 4 6前從

新加坡返台時，偷偷帶回3百多尾當時

日本在新加坡推廣養殖的「莫三比克口

孵非洲鯽」魚苗。

兩人一番折騰將僅存的5尾雄魚、8
尾雌魚魚苗帶回台灣，養在池塘準備大

展宏圖，卻遭颱風豪雨沖毀池塘堤防，

吳郭魚逐次品種改良成為體型大，肉質細緻的台灣鯛。

吳再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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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隨洪水四處流而一發不可收拾，有如

福壽螺一般。由於繁殖能力強，又適應

台灣的氣候與環境，不久即充斥埤塘水

圳、湖泊河川，原本農民抓到的鯽魚和

鮘魚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吳、郭兩人

從南洋帶進來的新魚種，口味還不錯，

因此以「南洋鮘」、「南洋鯽」、「非

洲仔」稱呼這種魚。吳振輝與郭啟彰千

辛萬苦引進新品種，卻沒賺到錢，當時

政府為感謝兩人，就以姓氏為魚命名，

這是吳郭魚的由來。

從此稻田圳路、農塘都可以捕撈吳

郭魚。吳郭魚雜食性什麼都吃，蛆、黑

蚯蚓是農村現成的餌，有人隨便撿一隻

蝸牛打破將肉切小塊亦能當餌，很容易

上鉤。不想垂釣，也可以放置魚笱誘

魚，魚笱以細竹籤編製而成，裡面放誘餌

置於池塘中，特殊的設計讓魚只進不能

出，夜間放置，隔天早上就可以收成。

農田排水抓魚是最普遍且簡易方

式，小學生放學途中即可進行，水位較

低時，在兩端各築土堤形成水池，幾個

人徒手舀乾即可抓魚。為了有效捕撈魚

蝦，農民自創許多捕魚網具，最具革命

性的是利用蓄電池研發的電魚工具，電

魚人雙手各持電源竹竿及可以導電的撈網

竿，雙竿插入水中按下開關在水中形成電

路，使周遭的魚觸電昏迷而被撈起，捕撈

的吳郭魚煮鹹配飯，下雜魚給豬吃。

吳郭魚雜食易養的特性，沒幾年就

成為養殖魚塭的主角，卻也是被汙名化

的開始。1 9 6 0年前的淡水魚塭普遍採

混養方式，水肥及豬糞是主要飼料。當

年盛行畜牧水產共同經營，即在魚塭旁

養豬，將排泄物沖入池中養魚，病死豬也

推入當飼料，給人「吳郭魚都是吃大便」

的印象，宴席上極少看到吳郭魚上桌。事

實上，當時的淡水魚塭如疏於管理，所養

的魚確實有一股「臭土味」不被消費者接

受，隨著生活水準提高，不再用人畜排泄

尚未品種改良的吳郭魚

埤塘釣魚最普遍的仍是吳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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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餵養，吳郭魚才慢慢擺脫臭名。

除飼養方式改良，政府水產研究單

位不斷從國外進口改良吳郭魚品種，

包括1968年的紅尼羅魚、1969年福壽

魚及1 9 7 5年革命性的單性吳郭魚，由

於沒有母魚交配，可以「憨憨吃憨憨

大」，體長到達40公分之大，現在大家

熟悉的「台灣鯛」，大都是單性吳郭魚

種，肉質富彈性不亞於海水魚，深獲國

內外消費者喜愛。

凡有吳郭魚的水域，池底都有大如臉

盆碗公狀的水坑，那是雄魚用嘴及尾部清

除底泥造的窩，意在吸引雌魚引入交配繁

殖，水池乾涸見底後形成特殊景致。

台灣曾因水汙染嚴重，河川及農

田、區域排水連耐命的吳郭魚都難以存

活，近年來加強整治，水中又見魚蝦，

最多的當然是吳郭魚，只是歷經雜交變

種，已不是1 9 4 6年吳振輝與郭啟彰從

新加坡偷偷帶回家的吳郭魚了。

(作者現任本刊編輯委員) ■

埤塘乾涸後，吳郭魚的巢穴浮現。

經不斷雜交變種，現在埤池釣上來的吳郭魚

，跟早年引進來的外型不太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