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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四
季

夏季的上海，有车水马
龙，有高楼林立，更有绿树成
荫、鸣虫欢唱。这些交织在一
起，绘就一幅城市和自然共融
的画卷。夏虫是大自然里最
质朴却最不该被忽略的乐章
——它们很微小，悄然地藏匿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但它们又
很顽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述说着生命的活力，勾起人们
对夏天的童年记忆、对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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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最常见

的蜻蜓，常在草地

上空盘旋。体黄

色，腹部、背面红色

具黑斑，翅几乎透

明，仅翅基具不明

显黄斑。

黄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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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静安公园的草
坪上，晨练的人们总能与虫儿们“偶遇”。蜜
蜂在花丛中穿梭，采集花蜜，为植物传粉。蝴
蝶在花间翩翩起舞，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温柔
的阳光。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
授、“大城小虫工作室”发起人汤亮说，许多虫
子爱昼伏夜出，但夏季的早晨仍有不少“勤
劳”的虫子开始忙碌。

“黄蜻是上海最常见、最易被发现的夏虫
之一。你只要仔细找一找，就会发现它们在
草地上盘旋。它的翅膀几乎透明，身体是黄
色的，只在腹部、背面有带黑斑的红色。在自
然生态好的口袋公园，你或许还会遇到玉带
凤蝶，它是梁祝化蝶的原型。它的身体是黑

色的，前翅外缘有白斑。它的幼虫最喜欢吃
柑橘树叶，在橘树附近或能找到它的身影。”
汤亮说。

还有一些虫子一早就在觅食。凑近河边
城市步道的柳树，你或许能听到轻轻的吱吱
声，那是天牛幼虫啃食木头的声音。你还会
在树干上发现天牛成虫缓慢而悠闲的身影，
这时不要去惊扰它们，它们或许正在寻找合
适的产卵地点。“在上海，天牛家族里就属星
天牛‘虫数’庞大。星天牛的体形通常较大，
成虫体长可达3至5厘米。它们的身体呈黑
色，上面散布着不规则的白色或乳黄色斑点，
这些斑点就像是夜空中的星星，赋予了它们
‘星天牛’这个名字。”

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黄浦江畔，散步的
人们会被近岸水面上的蜻蜓吸引。它们时而
轻盈地点水，时而在空中优雅地盘旋。在它们
的带领下，属于夜晚的昆虫协奏曲“上演”。大
暑时节，蟋蟀从炎热的户外，躲藏到庭院的墙
角下避暑，它们的歌声不如蝉那般高亢，却更
加细腻、悠扬。汤亮说：“如果说将夏季比作一
场音乐会，那么，上半场的主角是蝉，下半场的
主角就是蟋蟀、纺织娘、蝈蝈了。它们通常在8
月开始鸣叫，和蝉靠腹部发音器不同，这类昆
虫主要靠前翅摩擦发声。尤其是纺织娘，它最
喜欢在夜间鸣叫，声音洪亮如织布机而得名。”

当夜幕降临，萤火虫是协奏曲里最为迷人
的虫子之一。它们在公园和田野中飞舞，微弱

的光芒点亮了暗夜。“目前，上海有4种稳定分
布的萤火虫物种，其中，最常见的是黄脉翅萤，
它们常在潮湿的草丛或树林中出没。萤火虫的
成虫主要在5月至9月期间羽化，其中，6月至7
月是高峰期。”今年夏天，汤亮就在上师大的校园
与萤火虫不期而遇。但是，他也提醒，萤火虫成
虫的寿命比较短，通常只能存活一周到十几天左
右。“因此，如果遇到萤火虫，你静静地观赏即可，
一旦将它们捉回家，它们的生命很快就消逝了。”

“上海的夏天，因为这些小小的虫子而变得
更加丰富多彩。”汤亮说，虫子是我们共生在城
市里的“邻居”。“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让我们
保持好奇心，放慢脚步，细心找寻夏虫的身影、
聆听夏虫的鸣唱，会找回些许清凉和宁静。”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午后，暑气蒸腾，
人们在树荫下寻找片刻的凉爽。此时，夏日的歌唱家——蝉，就
隐藏在葱郁的梧桐树叶下，发出清脆而连绵的鸣叫声。“老底子”
的上海人最喜欢叫它们“野胡知”，因为，它们的欢叫声和沪语里
的“吾知吾知”颇为相似。这声音有穿透城市喧嚣的力量，反而
能给人带来一片心灵的安宁。

“蝉是冷血动物，它们体内的生物化学反应速率受温度影响
较大。通常，夏季的午后是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此时蝉的新
陈代谢也最为活跃，因此它们的歌声也最为响亮。而且，午后是
它们求偶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段，雄性蝉会加大鸣叫，吸引雌性
蝉，进行交配。”汤亮说。

在上海的夏天，最常见的三种蝉分别为黑蚱蝉、蟪蛄和蒙古寒

蝉。黑蚱蝉是上海体形最大的蝉，鸣声洪亮而连续，蟪蛄最擅长连
续的长音，而蒙古寒蝉就是知了“本尊”，鸣声就是“知了知了”。不
过，在夏季的不同时段，蝉乐队的“主唱”会换人。前两者从夏初开
始鸣叫，到8月就趋于消失，但蒙古寒蝉可以一直唱到  月。

对上海小囡来说，甲虫是他们夏天最好的玩伴。小时候，弄
堂里的孩子大多人手一个甲虫“宠物”，用一根棉线“拴”着，带到
小伙伴面前炫耀，比比谁的金龟子飞得快飞得高，再比比谁的独
角仙个头大。“很可惜，现在这样玩虫的场景在城市里越来越少
见了。”汤亮惋惜地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城市化的进程正在
挤压昆虫的生存空间。“近年来，城市生态保护日益受到关注，口
袋公园也让城市多了更多的生机，但是，灭虫剂的使用确实‘误
伤’了许多本性纯良的昆虫。今年，上海已经启动了第一次的全

市昆虫调查，希望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城市的生物多样性，
找到生态治理的平衡点。”

风
轻
吹

虫
欢
鸣

城
市
与
自
然
共
融

 夜间鸣叫，

声音洪亮如织布

机而得名。体绿

色或褐色，体形

较大，雌性具较

长的产卵器。

日本纺织娘
 上海最大型的
蝉，鸣声洪亮而连
续。体黑色，胫节
和腹部腹面部分橙
黄色，翅透明，翅脉
黑色。

黑蚱蝉
 上海最常见

的蝉，鸣声为连续

的长音。体绿色

至褐色，具黑色斑

纹，体表具银色细

毛，翅具深棕色斑

纹。

蟪蛄
 知了本尊，鸣
声为“知了，知
了”。体绿色，具
褐色花纹，腹部
具 白 色 蜡 粉 ，
翅透明，雌性产
卵鞘较长。

蒙古寒蝉
 巨大的绿色蛾

类，夜行性，幼虫取

食柳树叶等。体白

色，前翅前缘至胸

部具一条紫红色条

带，翅绿色，前翅中

央具眼斑，后翅具

长尾突。

绿尾大蚕蛾

▲ 外形有
些像蜂类，实
则非常柔弱，
常在花间出
没。复眼红
色 ，胸 部 褐
色，腹部黄色
具黑色横带。

黑带食蚜蝇

▲ 上海话中
金乌虫本尊，
成虫常在果实
或树木伤口处
吸汁。体金属
绿色或褐色，
鞘 翅 具 小 白
斑，唇基中央
凹入。

东方星花金龟

▲ 夜行性昆虫，雄性

通过发光来吸引雌性，

进行求偶行为。体色

橙黄，头部和翅端为黑

色。腹部末端具有发

光器，雄性有两节发光

器，而雌性则有一节。

复眼功能强大，能辨识

同类的发光信号。

黄脉翅萤

传统吃法是凉拌或清炒，与豆干相拌口感更佳。以往每当

三四月份，人们可在野外寻找幼嫩植株采摘食用。现在通过选

择野外优良株种在设施中栽培，已实现全年采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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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凤蝶，
梁祝化蝶的原
型，幼虫取食柑
橘树叶。黑色，
前翅外缘具白
斑，雄性后翅具
白斑带，雌性后
翅具红斑。

玉带凤蝶

▲ 上海最常见
的天牛，能
活动胸部发
出吱吱声，

幼虫蛀食树木。
体黑色，触角第3
节起基部具有白
环，鞘翅具有较
多白斑。

星天牛

▲ 夏季上海最
常见的蚊子，白
天活动，雌性吸
血。体黑色，头
部、胸部中部、腹
部各节端部、足
的腿节腹面和
跗节各节端部
具白线或白斑。

白纹伊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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