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临佩蜓 中华怪螳

在上一期的晚报“博物”专栏中，我写了
一篇《三伏天里的大百合》，讲的是在北仑柴
桥山中拍摄荞麦叶大百合的故事。其实，在
寻花过程中，我还有重要发现，那就是：在短
短的一段溪流中，我见到了两种以前从未拍
到过的蜻蜓，其中一种还是我心心念念了很
久的。

7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我来到柴桥，在
溪畔换上雨靴，然后只带了一只装着广角镜
头的相机，进入溪流。由于溪畔都是茂密的
森林，连条野径都没有，因此我只能直接溯
溪而上。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去看看荞麦
叶大百合开了没有，因此没有携带沉重的长
焦镜头。

由于有段时间不下雨了，这条小溪中的
水很浅，只有若干小水潭里还积着数汪清
水。进去没多久，我就看到，有只鲜绿的蜻蜓
在眼前的一个水潭上空飞行。当时，我虽然
对它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可以肯定自己
以前从未在野外见过。这是一种体型较大的
蜻蜓，复眼为绿色；身上多绿斑，那种绿色接
近苹果绿，在阴暗的森林中显得特别鲜艳。
它的行为也与普通蜻蜓不同，并不随性乱
飞，也不停歇在某处，而是始终在小水潭上
空飞行，常在空中悬停，然后一个急弯，飞到
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又悬停一下……如此周
而复始。这种独特的飞行方式，倒很像溪中
游鱼：先往前快速游一段距离，然后在一个
急停之后，又一甩尾巴，以一种飘逸的姿态
游往远处。

正当我凝神观察它的时候，忽然，又一
只我没见过的大型蜻蜓闯进了这段溪流。后
者比前者大一号，身上的斑纹为鲜黄色，也
十分显眼。它以直线飞行为主，大致在某段

溪流的上下游来回巡飞，有时也会飞到前者
“巡航”的水潭上空；不过，这两架微型“战
机”各飞各的，并不冲突。

可惜啊可惜，我没有带长焦镜头，根本
没法拍它们，只能在一旁看着干着急。一周
后，我和女儿以及博物画家徐洋，再来拍花，
那天倒是特意带了长焦镜头，却没见到蜻
蜓，十分遗憾。

7月底，不死心的我又到了柴桥，进入
溪流时已是下午4点左右。这次终于天遂人
愿，再次看到了那只美丽的绿蜻蜓。它还是
跟上次那样，在水潭上空兜圈飞行。这条小
溪处于大树遮蔽之下，且时间又已接近傍
晚，林下光线之阴暗可想而知。好在我不仅
有长焦镜头，还特意带了闪光灯。在高速闪
光的加持下，我终于顺利抓拍到了它（主要
是在悬停这一瞬间）。现场回放照片，发现它
的腹部呈狭扁状，这特征也与很多常见蜻蜓
不同。当时我就猜，它很可能是“福临佩蜓”。
回家后一翻图鉴，果然没错！这蜻蜓的名字
寓意可真吉祥。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在北
仑九峰山拍到过这种蜻蜓，我见过照片，印
象很深，怪不得前些天初见时觉得眼熟。福
临佩蜓生活在山区林中小溪附近，喜欢在早
上或傍晚巡飞，故平时难得一见。

顺便说一下，7月中旬所见的那只大型
蜻蜓，那天我也看到了。只是可惜，再次见到
时，它翅膀平展，漂浮在水面上，已经死了。
我把它带回了家，经比对，确认这是一只雄
性的福建小叶春蜓。用尺子一量，发现其体
长为8厘米，翅展宽度达10厘米。在宁波，
很少有蜻蜓比它更大——我所知道的只有
一种，即巨圆臀大蜓，后者体长在10厘米左
右，翅展宽度可超过12厘米。

□张海华 文/摄

日惊喜夏夏

如果说上述两种蜻蜓在宁波还只
是“较少见”这个级别的话，那么接下来
要亮相的小虫，就完全可以说是本地

“罕见”昆虫了——甚至，我有很大把握
说，它属于宁波昆虫新分布记录。

它是一种螳螂，一种颠覆了普通人
对螳螂的常规印象的螳螂。而且，有趣
的是，那天首先发现它的，不是我，也不
是哪位昆虫达人，而是一个还在读小学
的女孩子。

故事要从8月初的一个周末晚上
说起。那天晚上，我带小朋友们在东钱
湖畔夜探，寻找在夜晚活动的昆虫、两
栖爬行动物之类。活动快结束时，忽然
有个女孩说：“老师，树上有只奇怪的虫
子！”我走过去一看，第一眼并没有发现
任何昆虫。后来，女孩用手指点了一下，
我才看到它。天哪，就在灰褐色的皱巴
巴的树皮上，贴伏着一只同样是灰褐色
的扁扁的虫子，其身上的斑纹跟树皮简
直一模一样，具有极好的隐身效果。

“啊，这是一种螳螂，一种很少见的
螳螂！”我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是
的，要不是我平时经常翻看昆虫图鉴，
当时我恐怕也不会认出那是一种螳螂。

“啊？不会吧，这竟然是螳螂？一点
都不像啊。”其他人都好奇地围上来观
看，并一致认为这不像螳螂，倒更像是
蟑螂。有人还问：“螳螂不是都有一对

‘大刀’（指最前面的呈刀状的捕捉足）
吗？如果这是螳螂，那么它的‘大刀’在
哪里？”

是的，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螳螂是
一种中到大型的昆虫，老是挥舞着一对
犹如利刃的前足，一副威风凛凛、不可
一世的样子。成语“螳臂当车”就很好地
描述了这种形象。

可眼前的那只螳螂，长相怪异、非
常微小，体长只有2厘米多一点，而且
根本看不到那对捕捉足。后来，我从侧
面拍了照片，并展示给大家看，人们才
看到，原来它也是有一对捕捉足的，只
不过当时呈折叠状，处在身体下面，故
看不清。

回家后，我马上翻图鉴，确认这种
微型螳螂的名字叫“中华怪螳”。这名字
倒是取得挺合适，看来昆虫专家们也认
为这种螳螂很“怪”。我上网查了一下，
发现中华怪螳其实分布挺广的，在江
苏、浙江、江西、湖北、福建、广东等地均
有记录。不过，在华东地区，除南京有稳
定的可观察种群以外，其他很多地方都
只是零星记录。据说，中华怪螳主要吃
一类名叫举腹蚁的蚂蚁。举腹蚁是蚁科
的一个属，在树上活动。而中华怪螳正
是通过极好的保护色，隐身于树皮上，
这样既可以躲避小鸟之类的天敌，也方
便伺机捕食路过的蚂蚁。

在宁波有分布的螳螂并不多，早年
为大家所了解的只有中华大刀螳、广斧
螳、中华斧螳、棕静螳等寥寥数种。据报
道，近10年来，宁波的博物学家林海伦
老师在象山、宁海等地陆续发现了丽眼
斑螳、浓装眼斑螳、透翅眼斑螳等本地
罕见螳螂。而此次在东钱湖畔发现中华
怪螳，算是为宁波的螳螂名录增添了一
个新成员。

隐身于树皮上的
“蚂蚁杀手”

这个夏天，宁波真的是热浪滚烫，动辄就是
逼近 40摄氏度的酷热天气，而且持续天数甚
多。在这样的“‘烤’验”下，在野外待不了多久
就会觉得受不了。因此，最近我尽量减少在高
温时段外出，而选择在早晨、傍晚或夜晚去拍
照。好在最近的运气真的不错，接连拍到了不
少有特色的昆虫，可谓惊喜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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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花偶遇美丽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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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小叶春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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