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館長序
curator

宜
蘭依山面海，地靈人傑。每到冬季，宜蘭各港口擠滿蓄勢待發、準備

出海捕鰻苗的大小船隻，出海口的沿岸沙灘上，捕鰻人臨時搭建供休

憩及堆放捕鰻苗網具的蒙古包更蔚為奇觀，是臺灣乃至全世界難得一見的熱

絡景象。鰻魚產業對臺灣及宜蘭地區的水產業發展極其重要，但一般人對鰻

魚的生活史卻一知半解。有鑒於此，本館特於2012年邀請國際知名的鰻魚學

者—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曾萬年博士及韓玉山副教授，趁著11月鰻魚苗漁

汛期間，策劃「白金傳奇－鰻魚展」。並由曾教授主筆，撰寫《鰻魚傳奇》

一書，讓一般人有機會更接近鰻魚的世界。《鰻魚傳奇》深入淺出的報導

三、四十年來臺灣大學和東京大學的研究成果，以及臺灣和世界各國的鰻魚

文化，分別從自然、人文和宗教的角度呈現鰻魚的傳奇故事，讓讀者深入瞭

解鰻魚的自然生態、鰻魚產業的重要性以及鰻魚的民間傳說。近二、三十年

來，全世界鰻魚族群數量正在快速遞減中，本館希望透過本書的介紹，能讓

大家更愛惜保育鰻魚資源，讓後代子孫也能永續利用這珍貴的天然資產。 

代理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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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Prologue

臺
灣的淡水鰻有4種。其中，以日本鰻的資源最豐富，也是臺灣最重要的

外銷養殖魚類之一。從撈捕鰻苗、養殖、加工到出口，串成一個完整的

鰻魚養殖產業鏈。該產業對臺灣經濟發展貢獻極大。淡水鰻是降海洄游性魚

類，在河川中長大後，洄游到遙遠的外洋產卵。經過60多年的不斷調查，終

於發現日本鰻在馬里亞納海溝以西海域產卵。剛剛出生的柳葉鰻，經由北赤

道洋流與黑潮的輸送，來到西北太平洋的東北亞國家：臺灣、中國大陸、韓

國和日本之大陸棚。柳葉鰻變態為玻璃鰻之後，進入河川中生長成為黃鰻，

成熟後變態為銀鰻，然後長途跋涉到遙遠的海洋，產卵後就結束生命。一生

橫跨陸地與海洋兩個水域的漫長洄游，構成一幅令人驚嘆的生命史詩。

臺灣素有「養鰻王國」之美稱。近30年來，鰻苗產量持續下降，嚴重影響鰻

魚養殖產業的發展。春江水暖鴨先知，宜蘭縣最先感受到鰻苗資源變化的影

響。有鑑於鰻魚產業以及科普教育的重要性，宜蘭縣政府蘭陽博物館所費不

貲出版『鰻魚傳奇』專書，介紹鰻魚傳奇的一生、鰻魚產業的發展、鰻魚的

飲食文化、以及鰻魚的人文藝術等，並於2012年11月至2013年5月籌辦『白

金傳奇－2012臺灣鰻魚特展』，讓民眾瞭解鰻魚的重要性。日本東京大學總

合研究博物館，最近也出版鰻魚專書（EELS ON THE MOVES：Mysterious 

Creatures over Mil l ions of Years）和舉辦東京鰻魚博覽會（EEL EXPO 

TOKYO 2011）向民眾介紹神秘的鰻魚。

蘭博叢書『鰻魚傳奇』彙集了近30年來國立臺灣大學、東京大學的研究團隊

之研究成果和國外史料，將之整理成3篇共12章，有系統地從自然科學、社會

科學以及人文科學的觀點，介紹此一匪夷所思的鰻魚之傳奇故事。同時也透

過『白金傳奇－ 2012臺灣鰻魚特展』，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讓讀者認識鰻魚。

本書倉促付梓，恐有疏漏，尚祈社會賢達不吝指教。

謹識　2012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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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水鰻為降海洄游性魚類，在分類學上屬於鰻鱺目（Anguilliformes）、

鰻鱺科（Anguillidae）、鰻鱺屬（Anguilla），全世界共有十九種，生

長於陸地河川中，洄游到海洋產卵，產卵後就死亡，其生活史與鮭魚溯河洄

游產卵的習性相反。因其大部分生活史在淡水中度過，故稱之為淡水鰻。丹

麥科學家約翰尼-史密特（Johannes Schmidt，1877-1933）是第一個揭開大

第一篇　
鰻魚的自然科學
The Natural Science of Freshwater Eels

鰻
魚
傳
奇

14

鰻
魚
傳
奇



西洋歐洲鰻生活史奧妙者，60年後，日本鰻分佈在西北太平洋的產卵場也被

發現了。本篇將引導讀者探索鰻魚的神秘世界。分別介紹鰻魚的種類和親緣

地理學，產卵場發現的始末，鰻魚的發育、成長、洄游生態、族群結構和鰻

魚的性別選擇、日本鰻的陸海洄游，以及埋藏在耳石裡的鰻魚生活史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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