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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槐花飘香的季节，是崂山
王哥庄街道黄山村野生海参最肥美
的时候。黄山村的“猛子将”林先兵，
开始了一年中繁忙的下海捕捞工
作。想吃新鲜的野生海参并不容易，
这位51岁的“海猛子”，已有30多
年的海参捕捞经验，每年从崂山湾
海域当中能捕捞出1万斤左右的野
生海参。但由于深海捕捞难度大，也
潜藏生命危险，黄山村这个300余
户的村落里，只有两户渔民还在从
事“猛子将”的行当，选择在春、秋和
初冬季节下海捕捞野生海参。

▲

前后两次深潜，林先兵在10
多米的海底捕捞到20多斤海参，父
子二人心情都不错。

胸有海下图，捞取盘中珍
记者走近黄山村“猛子将”：深潜海底年捕捞海参万余斤

槐花香时海底参正肥

春夏交替的季节，海水还很
凉，赤脚下海仍有些刺骨的感觉。
黄山村渔民林先兵坐在自家临海
的小院里，东望不远处就是崂山湾
海面层层叠叠的海浪。
在这所临海搭建的小院北侧，

有一棵槐树，碗口粗的树上，雪白的
槐花压低枝头。“每年槐花飘香的时
候，海里的海参最肥，现在正是春海
参捕捞的好时候。”林先兵说。
16年前，考虑到年岁渐老，林

先兵开始自己在海边陆续建起了
3个海参池子养殖海参，以防哪天
身体条件不允许，没法潜海捕捞
了，可以留条谋生的退路。但每当
闻到院子里飘过的槐花香，已经有
30多年海底捕捞经验的他，还是
抑制不住那股潜入深海的冲动。
今年也不例外。11日一大早，

他就为潜海做起了准备。护腰、护
膝、潜水棉帽、铅砣子、潜水镜，一
一清点完毕，当然，没忘了给渔船
的柴油机加满了柴油。“看天气适
合海底捕捞，8点半出发，上午干
两个小时的活儿就行。”林先兵说。
1966年出生的林先兵，十四

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辈从事
“猛子将”行业。在当地人眼里，“猛
子将”是对下海捕捞海参渔民的特
别的称谓。

腰缠30多斤铅砣

11日，海上有雾，但海风并不
大。上午8点15分，林先兵开动了
渔船，往崂山湾大管岛方向驶去。
不到10分钟，已经来到了确定的
潜海捕捞区域。
到达捕捞区域后，林先兵并不

着急换上衣服下海，而是先在稍微有
些颠簸的船上活动手脚，然后在靠近
船舷位置压起了腿。“尽管水温现在
是十三四摄氏度，穿着潜水服到海底
还会感觉凉，为防意外，下海前还是
要活动开腿脚。”林先兵说。
简单的热身后，这位老渔民开

始打开行李包，扎上护膝、护腰，戴
上棉头套，潜水镜，仔细固定住了
水下的呼气管。最后，把一条粗壮

的腰带系在腰上，腰带上固定着5
块铅砣子，重达30多斤，以方便他
能快速地潜入海底。
与老渔民一起出海的是27岁

的儿子林泽群。尽管曾有过两年的
部队生活，也会游泳，但林泽群对
父亲海底的捕捞工作似乎有种与
生俱来的恐惧心理。“一起下海可
以，但我也就在船上帮着往空气压
缩机里打打氧气，帮着收一下捕捞
上来的海参。”林泽群说，早些年，
出于好奇，他也曾在父亲的指导下
深潜过一次，但潜入海底后强大水
压导致的头晕耳鸣，让他再也不会
像父亲那样潜海捕捞。

潜水两次收获20多斤

准备结束，林先兵把盛放海参
的网兜挂在了胸前，最后又检查了
一下呼气管畅通，就从船头上跃入
了海中。捆在腰间的铅砣子发力，
身体压起的水花还没在海面上消
失，他就已经消失在海面。
“这片海域大约有10多米深，
海底的状况也都了解，相比四五十
米的深潜，海底捕捞的难度应该小
得多。”看着记者有些惊愕的表情，
林泽群表情平静地说。
尽管上午的海浪并不大，想到海

面下10多米深处，老渔民正在海底借
着微弱的光线四处捕捞海参，还是让
人有些担心。好在等待的时间并不漫
长，8点55分，海面上突然冒起了大水
花，接着浮起了一团深色，身着潜水服
的林先兵跃出了海面，高擎的左手举
着半网兜的海参，有些费力地游向船
头，递到了林泽群手中。手扶船头，林
先兵摘下呼吸器和潜水镜，脸色通红，
长长地呼了几口气。
稍微休息后，再次消失在海面

上。第二次潜海捕捞的时间仍然是
10分钟左右，收获与第一次差不
多。林泽群接过海参后，把父亲拉
上了船头。从林先兵急促的呼吸
声，可以想象出海底的捕捞难度。
“大约有20斤，看个头，最大的
有一斤左右，小的也有两三两，两次
潜海，捞了20多斤海参，今年的收成
应该不错。”林先兵说，近两年来，他
每年出海捕捞的量都在1万斤以
上。

林先兵用海带喂养池中饲养的海参。

揭秘

深潜捕捞尽管辛苦，但提到
海底的捕捞感觉，林先兵显得津
津有味。“海猛子”在海底游动，一
罐氧气大约可以支撑二三十分钟
时间，海底四周的海参触手可及，
抓住一个就放进胸前的网兜里，
网兜满了就浮出水面交给船上的
搭档，搭档把海参倒进渔筐，拿到
空网兜后继续潜入海底捕捞。
崂山湾 30多年的“猛子将”

生涯，让林先兵对海底的状况了
如指掌。而对海底的状况很了解，
哪片海域适合海参生长，哪里就
是最佳的捕捞区域。
“海猛子”的海底作业会持续
两三个小时，偶尔也会上船歇息
一会儿，直到筐子填满海参，渔船
才会返回码头。在年轻的时候，林
先兵经常凌晨两三点钟出发，海
上跑七八个小时，到崂山湾千里
岛海域深潜捕捞。
春海参进入捕捞季后，随之

而来的秋季和初冬，是“猛子将”
们最忙的时节。“但一年中出海的

次数，当然也要靠天气来定。”林
先兵说，即便风平浪静的天气，海
面下数米就是昏黄的世界，能见
度只有五六米，要是风大，海水被
风浪搅浑，就只能看清前方半米
左右的区域。而且在秋冬季节，即
使在潜水衣下穿上厚厚的棉衣，
冰冷还是会透彻全身。“最难忍受
的还是水压，头发昏发胀，感觉眼
睛、耳朵像要鼓出来一样。”林先
兵说。
海面到海底，浅则 10多米，

深则五六十米，但对“猛子将”来
说，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距离。在
林先兵的经验中，无论是深潜还
是浅潜，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海底
的礁石和暗流，崂山湾表面上尽
管平静，可也有海域分布海沟，由
此导致的暗流可能会把深潜捕捞
的人卷走。
另一个隐患可能在渔民的日

常捕捞中就埋下了，渔民废弃的
鱼虾网，可能残存在海底，若是不
小心被渔网挂住，也会难以脱身。

好收成全凭胆量和经验

不出海的时候，林先兵最愿
意干的就是扛一筐海带，到家里
的3个海参池子喂海参。“三个海
参池子加上去深海捕捞的数量，
一年新鲜海参的产量在三四万斤
左右。”林先兵说，其中出海捕捞
的数量大约占四分之一。
记者在黄山村采访中发现，

深海捕捞到的野生海参，市场销
售价大约在 80元/斤到 120元/
斤，按一年深海捕捞1万斤来算，
林先兵深潜的年收入不会低于
80万元。
春夏之交，参池饲养的海参

也进入了捕捞季。“按照海参质量
的差别，饲养海参的价格在四五
十元左右，但5月底开始，价格还
会上扬。”林泽群说。

■链接

新鲜野生海参
最低80元一斤

从地理位置上看，黄山村位
于崂山东麓，东面是崂山湾，隔海
与大管岛、狮子岛相望。目前这个
村一共有310多户居民。
可查的资料显示，早在明朝

永乐四年，林氏先祖从云南(山西
大同以南)迁居黄山村定居，后来
随着迁居人越来越多，形成村落，
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猛子将”算是高危行业，以
前，要不是为了生计，很少有人会
从事这个行当。长年累月的下海，
很多人的身体都落下了毛病，恶
劣的工作环境，也让这门老行当
面临后继无人的情况。
“现在这个村里，算上我，只
有两个人还在从事‘猛子将’行
业，而且都是50多岁的年龄，尽
管一年可以捞个一两万斤海参，
但海底捕捞的辛苦已经吸引不来
年轻人。”林先兵说。 本版文/图
本报记者 王爱科

600年老渔村
仅两名“猛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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