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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鸭”字歌从古唱到今
“小小鸭蛋两头光，高邮特产美名扬；鸭蛋为媒做文

章，推动经济大步上。烟花三月迎节忙，四方宾朋聚一堂；
欢欣鼓舞新歌唱，共铸未来更辉煌。”这首小诗正是高邮鸭
文化发展的生动体现。

闻名中外的高邮咸鸭蛋

“天上月亮太阳，高邮鸭蛋双黄。”从这句“宣传语”中
可以看出高邮双黄蛋不仅是天地之精华、大自然之恩赐，
更是祖先们留给高邮人民的最珍贵的“财富”。高邮鸭蛋具
有个头大、蛋黄比例大的特点，且蛋白“鲜、细、嫩”、蛋黄

“红、沙、油”。而高邮鸭蛋中的佳品“双黄鸭蛋”，更是蛋黄
如血，蛋白如雪，素有“蛋中之王”的美称。高邮鸭蛋因其口
味独特，且含有丰富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锌、锗、硒、钙等
微量元素，一直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起。”“高
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平
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
下去，‘吱’的一声，红油就冒出来了。”这是汪曾祺在《故乡
食物》中描述自己对高邮咸鸭蛋的喜爱以及品尝咸鸭蛋时
的鲜活画面。

高邮咸鸭蛋作为高邮的城市名片和“形象大使”，自古
就是进贡朝廷和馈赠亲友的名优土特产。900多年以前，北
宋著名词人秦少游就曾以高邮土特产馈赠其师友———时
任徐州太守的苏东坡，并附诗句“凫卵累累何足道”为证。
凫，在当时虽指未被完全人工驯化的野鸭，但却明显可以
看出，那时鸭蛋不仅已成为高邮人的盘中之餐，更是馈赠
亲友的佳品。

高邮人以鸭蛋馈赠亲友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每
年过完春节回上海，我都要带十几盒家乡的双黄蛋，一

些留着自己吃，剩下的送给上海的同事。”在上海工作
的高邮小伙戚俊告诉记者，他的同事都很喜欢吃高邮
的咸鸭蛋，只要他回邮，同事们都会争着抢着让他给带
几盒。

高邮双黄蛋的功臣———高邮麻鸭

高邮麻鸭因其雌性羽毛类似麻雀而得此名，与北京
鸭、绍兴鸭并称全国三大名鸭。在高邮，养鸭的历史至少有
上千年，高邮鸭是高邮地区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培育的结
晶。高邮盛产麻鸭，最根本的原因离不开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在高邮城的西面，有一望无垠的
高邮湖和奔腾不息的大运河；城东是里下河纵横交错的水
网地区，高邮麻鸭虽然属于家禽类，但饲养形式不限，既可
圈养、旱养及集约化饲养，也可放养。于是沟渠纵横、湖荡
连片、无处不在的优质水域资源，便为高邮麻鸭提供了天
然的饲养场。再加上水面浮游的、水下栖息的各种小生物，
为高邮鸭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千百年来，高邮麻鸭与生态
相融，始终保持着自然的品质。

高邮麻鸭兼具了绍兴鸭产蛋量高和北京鸭产肉量高
的特点，属于蛋肉兼容型品种，具有生长快、肉质好、潜
水深、脂肪含量低等特点。与此同时，高邮麻鸭还具有产
蛋率高、蛋品质量好且善产双黄蛋等特性。据相关部门
统计数据显示，高邮麻鸭年产蛋量在 220枚到 260枚之
间。当年饲养早春鸭当年产蛋，其双黄蛋的比例可达
10％至 14％，还有少量三黄蛋和四黄蛋。“鸭生双黄，主
要是因为高邮麻鸭平时以小鱼、小虾、螺蛳为食；鸭子体
格健壮，连续排卵，形成双黄，甚至三黄。蛋黄较红，则是
因为麻鸭吃了高邮湖区特有的藻菜，蛋黄易变‘红’。”高
邮鸭研究所主要负责人介绍，很多地区的鸭蛋也能出

油，但高邮双黄蛋的蛋黄出油程度，以及入口的“绵沙”
感，是其它地方的鸭蛋难以比拟的，这一切都离不开它
的功臣———高邮麻鸭。

高邮麻鸭与鸭蛋的品牌优势

高邮麻鸭从鸭肉、鸭蛋、鸭血到鸭绒等无一不是“宝”，
其中鸭肉可以制成盐水鸭、桂花鸭、琵琶鸭、香酥鸭、卤汁
鸭等，口感独特、风味各异。在以高邮麻鸭为原料制成的美
味中，尤以“老鸭汤”最受欢迎，其性凉，若配以参、芪等中
药材，则为冬令男性滋补之佳品，成为餐桌上最受青睐的
传统菜肴之一。

春夏是腌制鸭蛋的最佳时节。每到这个时候，善于腌
制咸鸭蛋的高邮人便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先清洗鸭蛋，然
后搅拌黄泥，再将洗净的鸭蛋滚上黄泥后装进密封的坛罐
中，只需半个月时间便可煮食。

高邮鸭蛋的腌制方法最初起源于寻常百姓家。清光绪
三十一年（1905），高邮第一家蛋品企业裕源蛋厂问世。自
此高邮鸭蛋不仅拥有了自己的品牌，而且加工环节也变得
更加专业、正规。1909年高邮双黄鸭蛋参加南洋劝业会陈
赛，蜚声海外，次年更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1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2年 6月 24日，国家质检总局批准高邮鸭蛋为国
家原产地域保护产品，即后来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9月
13日，在国家质检总局“中标协”主持下，约请全国 11名专
家，通过了对高邮鸭蛋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终审，高邮鸭业
园被确定为国家级高邮鸭农业标准化示范园。据了解，自
1993年开始，高邮通过挖掘和利用双黄蛋这一自然禀赋资
源，相继举办了 11届“中国双黄鸭蛋节”，充分展示了高邮
在产业品质、城市品质、环境品质、生活品质、精神品质等

方面的独特魅力。
如今，高邮人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创业，开

发出了“红太阳”“三湖”“秦邮”等一批知名品牌，为高邮
鸭产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推动了邮城经济社会的发
展。而鸭蛋的品种也由起初单一的咸鸭蛋演变出了双黄
咸鸭蛋、松花蛋、真空包装熟制咸鸭蛋等品种，均具有绿
色食品的标志。

一首“鸭”字歌从古唱到今

一首“鸭”字歌从古唱到今。高邮人不仅培育了高邮
鸭和双黄蛋这一世间精品，更创造了丰富的鸭文化。20
世纪 50年代，高邮民歌《数鸭蛋》，以其诙谐、轻快的旋
律及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名震京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
誉。后上海电视台专程来邮，拍摄了以《数鸭蛋》为主题
的反映水乡儿童生活的专题片，并赴欧美各国交流。跨
入新世纪，高邮儿童二胡齐奏《水乡鸭童》，一举获得江
苏省民歌、民舞、民乐大赛银奖。如今，高邮鸭和双黄蛋
已经成为高邮的名片，成为宣传高邮、促进交往、沟通感
情、发展经济的媒介。

高邮湖畔春色美，春江水暖鸭先知。2011年春，中国唯
一一座鸭文化博物馆在高邮建成并举行开馆仪式。中国鸭
文化博物馆是集科研、科普、收集、珍藏、展销、旅游观光等
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展馆，可充分彰显中国鸭文化的
无穷魅力和内在活力，成为展示邮城个性特色和高邮发展
活力的一张“好牌”。

高邮麻鸭和鸭蛋作为高邮最有价值的城市名片和“形
象大使”，它不停地推动高邮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
无时不在提醒人们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祖先留给我们的最
宝贵的“财富”，将这首“鸭”字歌继续吟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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