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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夏天，我再次去龙观的高山
上夜拍萤火虫。后来，还曾带队亲子自
然观察活动，到那里赏萤火虫。有一件
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天晚上，原本
天上云很多，看不到星空，不久之后云
层散去，偶一抬头，居然看到繁星闪
烁。当时，有个小女孩就在我身边，忽
然说了句：“星星变多了，是萤火虫飞到
天上去了吧？”当时我很感动，跟大家
说：这就是诗啊！

别说孩子，就连大人们都仿佛回到
了童年，甚至情不自禁成了出口成章的
诗人。那天活动结束后，好几位家长在
朋友圈中发了赏萤火虫的“感言”。

有人说：“多年没见那么多萤火虫
了，短短几百米路，小精灵频频闪现，大
人都陶醉在童年记忆里了……”

有人说：“仿佛误入了另外一个世
界。见过再多的照片，也抵不上一只真
实的萤火虫在身边忽近忽远地飞，突然
停在手上两秒的感觉。”

还有人说：“小时候的夏夜，萤火虫
也是遍地飞舞的，夜夜都在，陪伴了整
个童年。那时候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直
到现在，因为失去，所以寻觅。”

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
仿佛是赶赴一个美丽的约会，2019

年与2020年的夏天，我都去山中看萤
火虫。令我感到遗憾的是，路灯开始变
多了，特别是原先萤火虫比较多的菜
地，被路灯一照亮（哪怕只是远远地照
过来），萤火虫就明显少了。

2021年7月中旬，我怀着有点忐忑
的心情，再次去老地方寻找萤火虫。一
到那里，心里微微一惊，因为，我感觉路
灯又多了。不用说，萤火虫更少了。

原本想下山回家了，但毕竟心有不
甘，于是找了一条荒僻小路，独自往夜
色沉沉的村外山林中走去，看有没有萤
火虫。为了发现那闪烁的微光，我不能
使用手电、头灯等照明工具，而只能在
黑夜中摸索行走。起初，我看不清脚下
的路，几分钟后，眼睛才慢慢适应了黑
暗。眼前有条小路，像浅白色的小河，
逐渐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当时，心里
微微有点害怕。

走了好一会儿，忽然，有星星点点
的黄绿色的光，在浓黑的山坡边缘的菜
地上空闪烁。越往前走，这点点微光就
越密集，顿时，欣喜之情驱散了恐惧。
这里的萤火虫真的好多好多，比我之前
任何一次见到的都要多！

7 月初，就有不少老朋友问
我，今年暑期还去看萤火虫吗？
也有新朋友加我微信，跟我说：听
说看萤火虫要找你，希望能有机
会一起去。

当时，我都不能马上给出肯
定的答复，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去
实地看过，不知道今年的情况如
何——换句话说，去年萤火虫挺
多的某个地方，我不敢保证今年
也一定多，除非已经去踩过点。

我从2016年夏天开始，每年
都会去寻找萤火虫，希望在宁波
本地发现一个萤火虫数量多而且
比较稳定的地方，后来终于在四
明山中找到了。在这过程中，有
过失望，也有惊喜，且让我分享给
大家听。

我的老家，在嘉兴海宁农村，跟宁
波隔了一个杭州湾。小时候，我家东边
不远处就是稻田，春夏之际，水田里的
蛙鸣声此起彼伏，也常有萤火虫飞舞。
这些都是司空见惯之事，本不值得一
提，但有一次，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发
生了。

那时，我和妹妹都还在读中学。暑
假里的一个晚上，父母已经睡了，而我
和妹妹关了电视与灯，趴在二楼阳台的
栏杆上聊天。彼时星光灿烂，夜凉如
水，村里一片静谧，唯有唧唧虫鸣。忽
然，眼前的夜空中，出现了一些忽明忽
灭的光点，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近。
啊，萤火虫，很多很多的萤火虫，如无数
闪烁的小星星，成群结队，越过我们头
顶，飞入客厅，顿时满室生辉。

我们惊喜莫名，回身走入室内，仰
头痴痴地看着飞舞的萤光……时隔30
年，那满屋都是星星在眨眼的奇景，依
旧鲜明地浮现在我脑海，恍若昨日。

大学毕业后，我到宁波工作。30多
岁的时候，我爱上了自然摄影，后来还
喜欢上了夜探自然，于是一个念头自然
而然就产生了：如今，哪里还能找到少
年时见过的那么多的萤火虫呢？

说实话，我从2012年开始迷上夜
探，也曾在横街镇的四明山里、塘溪镇
的山区溪流等地方，见到过萤火虫，但
都只是没几只，观赏性不强。2016年7
月，我和一帮朋友还冒着暴雨，赶到了
杭州桐庐的深山中——只因为听说那
里有很多萤火虫，然而，现实却让我们
失望了。

不过，所谓柳暗花明、峰回路转，这
样的事还真的发生了。从桐庐回来后
不久，我就偶尔获知，江北英雄水库附
近有萤火虫。我和女儿赶紧去了，果
然，就在一个被我们戏称为“鬼屋”的破
房子附近，找到了不少萤火虫。但可
惜，2017年再去，却发现那里的萤火虫
数量锐减。

此后，在美丽的东钱湖畔，我也找
到过不少萤火虫，但好景也只持续了两
年。后来，随着路灯、游客的同步增加，
湖边的萤火虫也变少了。

但我没有死心，心想其他地方找不
到，但四明山那么大地方，总有一些黑
暗、僻静、原生态环境适合萤火虫的地
方吧！

那么，什么样的地方会成为萤火虫
的栖息地？这得从它们的习性说起。
萤火虫分陆栖型和水栖型两大类，不管
哪一类，都对繁茂、湿润的草木与洁净
的水体有较大的依赖性，因此被称为环
境质量的指示物种之一。萤火虫靠发
出微弱的光来进行求偶，因此，要想找
到数量较多的萤火虫，除了原生态环境
足够好，还得必须保证那个地方在晚上

“足够黑”——哪怕是农村田边多一杆
路灯，都会让附近的萤火虫数量骤减，
甚至绝迹。

可见，萤火虫对自然环境要求比较
高，在有水污染、光污染的地方都是没
法生存的。近些年，很多原先有萤火虫
的农村地区，现在之所以难以见到它
们，就跟两大因素有关：一，农药的过度
使用；二，路灯越装越多。

以上道理容易理解。不过在前两
年，还有一点让我弄不明白，即，夜晚的
山区溪流附近，其自然条件应该是符合
萤火虫的栖息条件的，但为什么其数量
也不多呢？

转机出现在2017年夏天。那年7
月底，龙观乡政府的一位干部跟我说，
乡政府附近的一个小水库旁有不少萤
火虫。8月初的晚上，我出发去那里找
萤火虫，但是在黑暗中转了半天，却连
一个萤火虫都没有看到，当时真的十分
灰心。出来后在一座寺庙碰到一位村
民，他见我独自在夜晚的山里瞎转，十
分惊愕，后来听我说明了意图，才笑了，
随口说了一句：在种丝瓜的地里，经常
可以看到萤火虫。

真的，好似一语点醒梦中人，我突
然间恍然大悟：他说得对！萤火虫的幼
虫喜欢吃蜗牛，因此反而在条件合适的
农用地里更可能发现数量较多的萤火
虫！道理很简单，采用自然种植法的菜
地里的蜗牛密度应该远高于纯野外环
境。

当时就想，在靠近山顶的地方，有
一个古老的山村，目前居民很少，路灯
不多，不如去村边的菜地找找？

我当即驱车上行，到村口停下。这
里清凉而安静，路边倒是有几盏昏黄的
路灯，但光线很弱，间隔也远，因此大部
分地方都处在黑暗中。身边，除了小溪
潺潺的声音，就是时断时续的蛙鸣声。
随便走走，很快发现，路边的菜地、灌木
丛、竹林等处，到处都有萤火虫！它们
发出忽明忽暗的黄绿色光，自由自在地
飞行在温柔的夜色里。

张海华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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