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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啪！……啪！啪！……”咦，在这山中
的安静的夜晚，谁躲在角落里轻轻地“鼓掌”？这

“掌声”不甚响亮，但轻快而有节奏，持续整个晚上。
春夏之际，住在山村里的人，只要稍加留意，常

会听到这样的“掌声”。我不知道，有几人曾循声过
去寻找，看看是谁在发出这样的声音。我好奇的
是，如果真有人打着手电去看了，当他发现居然是
一只或几只蛙在鸣叫的时候，会不会特别吃惊？

是的，这“掌声”乃是蛙鸣，是斑腿泛树蛙的
雄蛙在鸣叫。

常见但不被注意的小蛙

斑腿泛树蛙在中国南方分布广泛，从西南到华东，乃至在海
南、台湾，均可见到。在宁波，从山脚村落的废弃水缸，到较高海
拔的梯田，在春夏时节的晚上均不难见到。但奇怪的是，似乎很
少有人关注这种蛙，以至于常有人看到我拍的照片，竟会惊呼：
宁波的青蛙还会上树？

看来，普通人对于本地蛙类的了解确实很少——哪怕是对斑
腿泛树蛙这样的多见且叫声独特的蛙类，也一无所知。说起蛙类
的叫声，孩子们写作文的时候，总是千篇一律地说：青蛙“呱呱”
叫。其实，真正“呱呱”叫的蛙并不多，蛙类的叫声虽然远不如鸟类
的鸣叫这样丰富，但也是非常多样的：天目臭蛙的叫声很像小鸟的
轻声“吱吱”叫；沼蛙的叫声则很响亮，如狗吠一般“汪、汪”叫；金线
侧褶蛙的如小鸡般“叽叽”叫；弹琴蛙的叫声如同“给，给”……

还有不少人对蛙类不了解，是因为他们有点怕这些“滑腻腻”、
“冰冰凉”的两栖动物。不过，害怕往往是出于不了解。若有人带
着他们去实地观察这些小蛙，说不定大家的心态会有所改观。
2017年暑期，我带队“夜探自然”的亲子活动，去晴江岸观察夜间出
没的蛙类、昆虫、刺猬等小动物。那天晚上，我们在村口，就见到几只
斑腿泛树蛙蹲在大水缸的边沿上，几个卵泡黏附在水缸内壁上，显然
它们是将这里当作繁殖场所了。当我们“围观”这些具有“壁虎功”的小
蛙时，一只斑腿泛树蛙受到惊吓，猛然一跳，竟跳到了一位年轻妈妈的
背包上。一开始，这位女士惊叫了起来，但后来一看这小蛙攀在包上，这
么萌，于是很快转惊惧为喜悦，掏出手机，和大家一起拍这只“顽皮”的小
蛙。后来，整个晚上，再也没有人怕蛙，而是积极地寻找它们，每发现一只，

都赶紧招呼别人过来看，就像看一个新朋友。这种感觉真好。

独特的繁殖习性

有一年7月的晚上，我去天童国家森林公园夜探。走到半山腰，忽听
附近传来“啪！啪！”的声音，过去一看，那里有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人工
水塘。除了斑腿泛树蛙的鸣叫声，还有合征姬蛙的响亮的叫声。说来奇
怪，尽管它们叫得很响，但我一下子找不到一只正在鼓着腮帮子鸣叫的
蛙。后来俯身细找，才发现一只斑腿泛树蛙的雄蛙躲在水塘边的石缝里鸣
叫，其下巴位置有个白色的“泡泡”一鼓一鼓的，正叫得欢。后来，合征姬蛙
——这个只有两三厘米长的小不点——也被我在落叶丛中找到了。

等我再回过头来看石缝中的树蛙时，发现它不知何时已经跳了出来，
正抱住一只雌蛙求爱，只见其前肢抱握在雌蛙的腋胸部位，让对方难以挣
脱。这就是蛙类的抱对繁殖行为。雌蛙排出泡沫状的卵泡，雄蛙同时排出
精子，完成体外受精。一般蛙类直接产卵于水中，受精卵在水里发育，蝌蚪
出来后直接在水里活动。而斑腿泛树蛙的繁殖习性比较特殊，它们的白色
或淡黄色的卵泡黏附在树叶、石壁甚至水缸壁上，受精卵在湿润的卵泡内发
育，蝌蚪孵出后，从逐渐干瘪的卵泡掉落水中，继续生长发育，变态后的幼蛙
登陆营树栖生活。

一棵树长在水塘边，半个树冠在水面上方，最低的枝叶离水面不到两
米。几只斑腿泛树蛙在树枝上活动，有一只树蛙干脆长时间静坐在宽大的三
角形树叶上，头朝向水面，好像在默默地思考着什么。其一对前肢的脚趾全
部张开，趾端的吸盘牢牢黏住了叶面。这枚叶子的边角有白色泡沫状残留
物，我知道，这个卵泡已经完成使命，破裂掉落了。时值7月，已经是斑腿泛
树蛙的繁殖期的尾声。这个池塘里已经有很多蝌蚪，它们像小鱼一样，不时
游到水面，换口气后就又立即潜入水下。

有一年6月的晚上，我去余姚大隐镇的山脚夜探，在一片竹林里的小池
塘旁发现了大量斑腿泛树蛙，既像掌声又有点像快板轻击的鸣叫声不绝于
耳。很多蛙攀爬在竹竿上，它们行动迟缓，不善跳跃，当感觉到干扰时会慢
慢换个位置，忍无可忍时才跳到一旁。当时正值繁殖盛期，低垂于水面上
方的竹枝上挂着好多卵泡。有的卵泡的上方始终有一只蛙在守护着，我
猜这有可能是它们的护卵行为。

我还在竹林中找到了一只刚上岸的幼蛙，它的皮肤非常娇嫩，如玉
石一般，呈半透明状。尽管它还拖着一条尾巴，但背上的“X”形斑已
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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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最常见的树蛙

在宁波，善于爬树的蛙有3种，分别是斑腿泛
树蛙、大树蛙与中国雨蛙。前两者属于树蛙科，而
后者属于雨蛙科。大树蛙虽说在江南属于广泛分
布的常见物种，但在宁波分布甚少；中国雨蛙在宁
波很多，但它们通常只在五六月的雨后才容易见
到，其他时候由于不大鸣叫，且体形小、保护色好，
又喜欢在植物丛中活动，故难以被发现。

这3种蛙里面，最容易见到的就是斑腿泛树
蛙。如果想要观察，几乎在宁波的任何一个山村，
只要附近有小水塘甚至废弃的水缸，那么在仲春
至夏天的晚上，都很容易找到它们。你只要循着
它们独特的“啪，啪”的叫声过去，就会在水边发现
几只浅棕色的小蛙。它们能在附近的树干、石壁
乃至水缸壁上“行走”自如，如履平地。这就是斑
腿泛树蛙。它们体长通常在5厘米左右，雌蛙略大
一点，会超过6厘米。这种蛙的脚趾端具有发达的
吸盘，能牢牢吸附在物体表面。我曾经在海曙鄞江
镇的晴江岸的山脚，看到一只斑腿泛树蛙竟“趴”在
离地两米多高的墙壁上，简直如同壁虎一般。不知
道它去那么高的地方干什么，难道也是找小虫子吃？

俯身仔细观察，发现斑腿泛树蛙的背部皮肤比较
光滑，仅有细小的痣粒。多数斑腿泛树蛙的背上有深
色“X”形斑或纵条纹，但也有部分个体仅具有散布的
深色斑点。宁波地区的斑腿泛树蛙，体色比较统一，都
是棕色调，无非就是颜色的深浅问题，或者有的偏黄，有
的偏褐。但我在《中国两栖动物及其分布彩色图鉴》上看
到，云南一些地方的斑腿泛树蛙居然是绿色的。

在关注两栖爬行动物之前，我主要是在拍鸟。辨识鸟
种时，在大多数情况下，羽色是重要的鉴别特征之一，有的
高度相似的鸟类，只在身体很小的部分上呈现不同的羽
色。因此，成鸟鸟类的羽色具有相对比较固定的性状，可
以为相似鸟种或同种鸟类的不同亚种的区分提供重要参
考依据。但这一经验，用在蛙类的辨识上，却往往行不
通。因为，蛙类的体色变异很大，哪怕是同一个地方的
同一种蛙类，也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体色。比如说，最
常见的“蛤蟆”，即泽陆蛙，有的为灰褐色，有的为绿
色，有的背上有红斑，有的背上有一条白色的中脊线
……总之变化极大。又如俗称“田鸡”的黑斑侧褶
蛙，其体色的变化、黑斑的分布与形状，不同的个
体的差异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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