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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Shen  
一场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让我们重新审视

自己在自然中的定位。我们，需要重新解读我们

与其他动物的关系。痛定思痛，可得好好管住这

张乱吃的嘴了！

对上海的食客来说，熏拉丝不能再吃了！目

前，上海金山区枫泾古镇景区中的熏拉丝已全部

下架。

“熏拉丝”就是熏癞蛤蟆，原本是上海周边

地区的一道传统地方小吃，癞蛤蟆经过去头扒皮、

酱料腌渍、烟熏火烤之后，就走上了台面。记得

多年前去枫泾的时候，沿河的店铺上，满满当当

都是黄橙橙的熏拉丝铺子，被

整整齐齐地摆得满盆满锅，癞

蛤蟆两条精壮的大腿兀自朝天。

相信能给远道的客人足够的视

觉冲击力，原来上海大都市还

有这么“贝爷”的地方。

其实，吃青蛙和癞蛤蟆这

事违法，已经有很多年了。我记

得我小时候听《滑稽王小毛》的

广播剧里就有禁止熏拉丝的宣

传，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熏拉丝还是没有禁掉，

甚至一度成为江南不少古镇的招牌。

老实交代，我其实之前也吃过，这东西也谈

不上多美味，只是人的“食色之欲”总是存在的，

嘴上说不要，舌头却难免很诚实，写下这段文字

的时候，忍不住唾液就开始分泌了。

我的一个动物保护专业出身的朋友，也和我

谈过这个事，不管是大学期间带回寝室做标本的

动物的肉，还是进行野外科考时在老百姓家里“蹭”

的一些猎物肉。舌头上也是沾过野味之后，心里

难免对自己的职业操守产生质疑。这不是故意黑

我的这位朋友，而是想告诉大家吃野味儿这样的

陋习，在我们的社会心理当中是多么根深蒂固。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好在社会总

是在“纠结”当中进步，呈波浪式的上升，社会

生态文明水位像春水一样在涨。

早先版本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

等工具书在介绍动物时，往往是基于“生物资源”：

可以驯养用来驮运货物、肉可食用、甲壳可以入药、

角可以做装饰品……而不是强调动物本身在生态

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记得，之前，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老馆坐落

在延安东路上，因为布展比较陈旧，反而像琥珀

一样保存了 1980 年代的生态教育的局限性。我是

2011 年最后一次进老馆的，当时博物馆在很多动

物的介绍中，不忘强调：这种动物能不能被人“利

用”？能派什么用？益兽还是害

兽？显然，这种理念已经与当代

生态文明格格不入。

在过去，我们谈到动物的

时候，总绕不过去一个“吃”，

总绕不过去一个“用”字，如果

一个动物既不能吃又不能用，

嗯，那要保护它干什么？如今，

越来越多的公众，逐渐认识到

野生动物和人类一样是生态圈

的组成部分，人类要放弃“利用本位”的致命自负，

才能拯救地球、拯救我们自己。

无论如何，这次把“地球村”搅得天翻地覆

的新冠肺炎，是一次社会集体痛定思痛、痛改前

非的好机会。

2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

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如今的上海滩什么样的国际美食吃不到？老

饕们不必再去纠结吃了几十年的、那种不上台面

的“野味”！如果非要说，青蛙需要有什么对人

有益的“功能”，那肯定不是给大家献上两条健

硕的大腿，而是告诉大家：原来大都市里也可以

有这种有趣的“纯野生动物”。  

熏拉丝走了，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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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

是一次社会集体

痛定思痛、痛改

前非的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