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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到四明山里，已经听到
凹耳臭蛙在鸣叫了。这不禁让我
想起去年夜录蛙鸣时的奇遇。

那是个春末的午夜，我独自
行走在黑魆魆的四明山溪谷旁，
心中微微有点害怕。周遭如此静
谧，除了自己双脚摩擦路面的沙
沙声，耳畔传来的，只有流水潺
潺，还有虫吟蛙鸣。

那天，我不是出来夜拍，而是
专门过来录一种稀有蛙类的鸣叫
的。然而，没想到，我后来录到了
一种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奇特鸟叫
声。事后，通过向高手求证，终于
确认那是白喉斑秧鸡的叫声。这
个确认，可以说是非同小可，因
为，凭我的录音，这种鸟成为了
2019年的浙江鸟类新纪录。

拍鸟多年，我曾贡献过好几
个浙江鸟类新纪录，但前几次都
是以照片为证，真没想到这一次
是凭录音。

独自进山寻臭蛙
2019年5月17日晚上，我驱

车前往余姚市陆埠镇的一个小水
库附近的四明山，准备寻找凹耳
臭蛙。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蛙
类，表现在：一，其眼后的“耳朵”
位置（即普通蛙类的鼓膜位置），
赫然有个凹洞，雄蛙尤为明显；
二，凹耳臭蛙因其独特的鸣声及
超声波通讯本领而在学界知名，
专家认为“使用高频超声通讯的
好处是能有效避开瀑布等环境噪
音的干扰”（据“科普中国”网站）。

跟大多数山蛙一样，凹耳臭
蛙白天隐伏，夜晚出现在山溪两
旁，在4-6月的繁殖期，求偶的
雄蛙发出“吱”、“吱”的单一鸣声，
其音尖锐，恰似钢丝摩擦。

凹耳臭蛙是我国特有蛙类，
此前仅见于安徽黄山及浙江建
德、桐庐、安吉、临安等少数地方，
种群数量稀少。后来（2014 年）
在宁波余姚山区某条溪流中也有
了发现，因与其他已知分布点相
距甚远，因而在动物地理学上具
有重要意义。2019年春天，余姚
的胡老师告诉我，他在当地陆埠
镇某水库的上游的溪流中，也曾
听到过类似凹耳臭蛙的叫声，希
望我去夜探一下。胡老师说的那
条溪流，我以前从未去过。于是，
4月初，我曾跟着他去了一趟，当
时是一起去那里寻找、拍摄蝴蝶，
顺便也考察了一下环境。这是一

条位于水库尾端的小溪流，离村
庄很远，相当僻静。溪流两边的
山不高，溪边有古道通往深山。

且说到了5月，我想凹耳臭
蛙的繁殖高峰期到了，决定去那
里夜探一次。那天晚上，我把车
停在山脚，就拿着录音器材与相
机沿古道往里走。武夷湍蛙在溪
流里的石头上鸣叫，它每隔十几
秒，才唱出四个起伏的音节：“嘎
咯嘎咯。”我下到溪流中，蹲在离
它一米多远的地方。受到我的惊
扰，它暂时停止了鸣唱。不过，没
多久它就忘记了我的存在，又唱
了起来。我把录音笔装在延长杆
的一端，直接将麦克风递到了它
的嘴边，以收录它的歌声。武夷
湍蛙很配合地继续唱歌了。但当
时没找到凹耳臭蛙。

夜半山腰传鸟声
硬着头皮继续沿古道往里

走，进山愈深，心中愈怕，毕竟我
是第一次到这里夜探，而且此地
荒无人烟，暗夜无边。忽然，路边
的灌木丛里传来响亮而拖长的

“吱……”声，音调尖锐，很有金属
质感。心中顿时一激灵：这不正
是凹耳臭蛙的叫声吗？

赶紧用高亮手电筒仔细搜
索，可找了好久，却一无所获。倒
是这“吱……吱……”声不时响
起，可以肯定这里不止一只雄蛙，
它们好像是在跟我捉迷藏，存心
逗我玩似的。后来，终于发现了
一只，天哪，原来它就蹲在离我最
近的树叶上。但是它太小了，体
长只有3厘米多一点，就像小孩
子的拇指那么大，因此在灌木丛
里很难被发现。

不过，凹耳臭蛙要比武夷湍
蛙警觉不少，只要我把录音笔递
到它身边，它要么转身跳走，要么
就闭上了嘴，死活不唱。折腾到
深夜10点多，我还是录得不满
意。考虑到回家的路还需要一个
多小时，于是打算收工回家。往
回走了没多久，忽听见前方传来
清晰的两音节的叫声，声音近似：

“嘟……嘟……”每隔两三秒重复
一次，低沉而悠远，很有节奏感。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叫声。
首先，我想它绝对不会是蛙类的
声音，当然也不会是虫子的声音，
而应该是一种鸟叫声。可是，很
少有鸟在深夜的山里持续鸣叫
呀，除非是猫头鹰或普通夜鹰之
类。普通夜鹰的叫声我很熟悉，

绝对不是这样的。宁波几种猫头
鹰如领角鸮、斑头鸺鹠、雕鸮等的
叫声我也了解，都跟这个不一样。
当时，我心想，这莫非是某种我不
熟悉的鸮（即猫头鹰）的叫声？

于是，往前走了几步，侧耳倾
听，确认此叫声来自不远处的山
坡。赶紧将录音杆伸得高高的，
将录音笔的麦克风朝向山坡，开
始录音。从晚上10点多，一直到
11点多，它一直在鸣叫。录音
里，除了这神秘的鸟叫声，还有溪
流声、虫鸣声、至少3种蛙（斑腿
泛树蛙、凹耳臭蛙、武夷湍蛙）的
叫声，我很享受这天籁的合唱。

结束录音，我回到车子旁，心
情也放松了下来。此时，我对环
境的恐惧已消失殆尽，转身回望
那连绵的深黑的群山，长舒一口
气，心里还有点不相信，刚才居然
是我独自从这里走出来的。

车旁有个小水塘，蛙鸣声很
响。我索性又拿着录音笔走了过
去，坐在水塘边的石头上，戴上监
听耳机开始录音。真的，这合唱
太美妙了！姬蛙是“主唱”，吱吱、
居居……其声清亮悦耳；斑腿泛
树蛙是伴奏，轻轻打着拍子：啪
嗒、啪嗒……

几经比对找“歌手”
回家后整理当晚的录音素

材，但这神秘的鸟叫声一直确认
不了它的身份。5月19日晚上，
我联系上了国内的观鸟顶尖高手
钱程，通过微信把这未知鸟类的
音频文件发给了他，请他帮我鉴
别一下。一开始，我们都往猫头
鹰这个方向去想。他发给我一段
鸟叫声的录音，说这是黄嘴角鸮
的声音。我一听，有点激动，说：

“两者很像啊，都是叫两声停一
下，稍微隔一会儿再叫。”不过，我
稍觉奇怪的是，照理，黄嘴角鸮在
宁波并没有分布啊。这种小型猫
头鹰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

但钱程不确定我录到的就是
黄嘴角鸮的声音。他说：“黄嘴角
鸮的鸣叫确实是两声一度的，但
音调比你这个要高很多。你录的
声音，节奏倒是符合的，但音调要
低沉很多，所以我不敢确定。可
是，别的鸮的声音都不像……”

就这样，这问题暂时被搁置
了下来。那鸟叫声的主人的身份
依旧是一个谜。

6月26日晚上，钱程突然问

我：那段音频能否重新发他一下？
我想，莫非可以确认了？于

是赶紧把那段录音又发了给他。
钱程听了之后，肯定地说：“和白
喉斑秧鸡的叫声非常匹配。”随
后，他给我听了白喉斑秧鸡的录
音，果然一模一样。

但我有点糊涂了。因为，秧
鸡科的鸟类属于水鸟，通常都是
在湿地环境中活动的呀。于是，
马上跟钱程说：“可是，我确认这
鸟叫声是从半山腰传来的，而不
是在溪流附近。”钱程告诉我，白
喉斑秧鸡比较独特，它就是一种
生活在山林中的秧鸡。

他又说，最近，在南京老山的
半山腰发现了白喉斑秧鸡，他听
到了两次叫声。“这种鸟在华东不
常见，但应该在山区有繁殖，因为
迁徙季节在江西有的地方能‘环
志’（给鸟类足上做标志，然后放
飞）不少。”

我赶紧查了一下资料，果然，
在国内的记录很少，主要分布在华
南和东南亚，怪不得我从未听说浙
江有这种秧鸡。不过，近几年，在
福建、江西、湖南、河南、江苏等地
都发现了白喉斑秧鸡，这说明在我
国中东部地区有候鸟种群。

不过，钱程认为，由于我在宁
波的发现时间处于春季鸟类迁徙
季末期，无法确定那只白喉斑秧
鸡究竟是为迁徙过境的个体还是
留下来繁殖的鸟。看来，我下次
得挑个夏天的晚上再去一趟，如
果还能听到鸣叫，那就可以证明
白喉斑秧鸡在宁波也有繁殖了，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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