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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标本馆的李
文靖认为， 世界上所有的 “湖怪” 传
说， 无论是英国的尼斯湖， 还是中国
的长白山天池和天山天池等 “湖怪”
的传说， 持续了很多年， 但都没有任
何实物证明有真实 “湖怪” 的存在，
并且这些所谓的 “湖怪” 在大多数情
况下只是少数人的目击， 并没有实际
的影像资料来证明其存在的真实性，
因此， 他认为是不大可能的。 李文靖
说： “对 ‘湖怪’ 到底是什么东西，
目前没有人能确定。 科学研究必须要
有真实充足的证据， 即使有照片， 也
要清晰可辨才可靠。 一些传说的可信
度并不高。”

李文靖认为，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
说， 青海不具备大型 “湖怪” 生存的
条件。 这是因为， 大型生物生存的必
备条件是： 首先必须有大量的食物，
还要有适合它生存的环境， 并且要有
适量的种群数量， 如果不具备一定的
种群数量， 这种大型生物就会面临灭
绝的可能。 如果这种大型生物处于食
物链的顶端 ， 它的种群数量不会太
大， 种群灭绝的可能性更大。 青藏
高原的湖泊的水都特别寒冷， 不太适
合变温动物的生存， 而大型哺乳动物
如鲸类等一般存活在海洋里。 另外，
李文靖分析， 青海的冬季湖泊常常结
冰， 一般情况下， 在结冰的水面下，
氧气量是很少的， 如果是大型生物生
存， 必须要浮出水面呼吸。 根据青海
的气候条件， 青海的湖泊一般适合冷
水鱼生存， 而冷水鱼的特点是生长非
常缓慢， 因此， 大型生物生存的可能
性较小。

■ 青海的湖泊不具备大
型生物生存的可能

■ 诺木洪湖的“水牛”传说

程起骏先生曾在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都兰县基层工作 30 年。 据
他介绍， 柴达木盆地有大型湖泊 42
个， 但传说有 “湖怪 ” 的只有诺木
洪一处。 “当时 ， 我看了周满章先
生的这篇文章后异常激动 ， 下定决
心有机会一定要到诺木洪湖一探究
竟。”

1983年， 恰好遇到一次到诺木洪下
乡的机会， 程起骏先生便和同伴贡尕达
西骑马专程去诺木洪湖探访 “湖怪”。
“贡尕达西的家离那里不远， 他也相信湖
中有 ‘湖怪’， 并说前一年有农场职工去
那里拾鸟蛋， 被 ‘湖怪’ 拖进湖中吃了。
因此， 听说要探访 ‘湖怪’， 贡尕达西表
现得很积极。” 程起骏先生回忆道。

时光荏苒 ，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
了， 但程起骏先生对那次经历仍记
忆犹新， 在他的讲述中 ， 神秘的诺
木洪湖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 “诺木
洪湖宽约 4 公里， 长约 20 公里， 湖
边被一个宽约一公里的芦苇荡围护
着， 如一道碧玉筑成的城垣 ， 到处
是沼泽 、 淤泥 ， 骑马 无法接近湖
水。” 于是， 两人沿湖边走了一个多
钟头， 却没有发现任何与湖怪相关
的蛛丝马迹 。 后来 ， 两人夜宿至在
湖边已住了数十年的道尔吉仁青老
人的毡房中 。 老人说前几年确实听
到过湖中传来的怪叫声， 有些怕人。
但他认为那并不是什么 “湖怪”， 而
是 “地吼” 声 ， 并说那捡蛋的人是
陷进沼泽中身亡 ， 并非被什么 “湖
怪” 吃了。 道尔吉仁青老人的说法
将两人探秘的热情降到了冰点 ， 然
而， “后来来了一名叫才仁的中年
人 ， 他很肯定地说湖里确有 ‘湖
怪’， 并说他十二岁那年， 家中的一
头母牛被湖中怪物拖进了水中 ， 拖
痕足有二十米长。” 就这样， 两个持
不同观点的人争论起来 ， 谁也没有
说服谁。

最终 ， 程起骏先生和同伴的探
秘活动无果而终， 至于湖中到底有没
有 “湖怪”， 至今仍是个谜。

无独有偶， 在果洛藏族自
治州玛多县黑海也有水怪出没
的说法。 上世纪 60 年代 ， 当
地一名社员自称曾见过黑海
“湖怪”。 他说他十多岁时， 和
两个男孩一起在湖边的土崖上
玩耍， 突然， 几人听到崖下传
来很大的水波翻动的声响， 当
他们爬到崖头， 看见一怪兽在
水中翻滚， 背黑肚白， 并向岸
上游来， 吓得三人急忙往家里
跑。 自那以后， 他们再也不敢
到那一带放牛了。 他说看到的

“湖怪” 有吉普车般大小， 但
没有那么高 ， 有头有尾 ， 但
“湖怪” 究竟长什么样， 他没
看清楚。

黑海， 藏语称 “冬格尔措
那赫”， 意为黑色的海。 此湖
长 34 公里、 宽八九公里 ， 面
积有 250 公里， 湖底有一大地
槽横贯东西， 深 107 米。 程起
骏先生曾一睹它的真容， 他认
为那里水域广且深， 湖内有大
量虾类， 因此， 有远古生物留
存下来的可能性。

“每年夏秋季节， 湖心传出如
牛一样的哞声 ， 夜里周围几公里
以外的牧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
前几年有研究所派人到那里想观
察个究竟 ， 但到了湖边 ， 却无法
走到水边。 于是， 只好将 ‘水牛’
的叫声录下来 ， 带回来研究 。 到

底这种诺木洪 ‘湖怪 ’ 是什么动
物？ 至今仍是个谜。” 这是 《光明
日报 》 资深记者周满章先生在著
作 《青海野生动物考察记 》 中所
记载的有关柴达木盆地的诺木洪
“湖怪” 的传说。

1982年 ， 周满章先生来青海

考察采访 ， 写出 《青海野生动物
考察记》， 分为七章， 详细描写了
他的亲历亲见 。 第三篇写的便是
《诺木洪湖怪 》， 文中记述了他和
向导单贞在诺木洪湖考察的情况，
其中 ， 便有诺木洪湖有 “湖怪 ”
的传说。

■ 湖中传来怪叫声 ■ “湖怪”有吉普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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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秋
季节，湖心传出如
牛的哞声……”

“怪兽长约
三米， 头像蛇又
像牛， 一双圆圆
的眼睛明亮得可
怕……”

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 在我省
柴达木盆地的诺
木洪湖和果洛藏
族自治州玛多县
的黑海， 都流传
出当地人耳闻或
目睹有 “湖怪”
出没的传闻。 这
些扑朔迷离的传
闻给青海 “湖
怪”披上了一层
神秘的面纱。

我省著名学
者程起骏先生曾
到这两个湖泊一
探究竟， 他为我
们讲述了两次探
秘的经过。

青海“湖怪”，扑朔迷离
本报记者 贾忠英

■ 130 多人目击黑海“湖怪”
1978年 9 月 6 日， 省科委

在都兰县香日德农场召开春小
麦、 油菜高产验收会议。 时任
都兰县农科所所长的程起骏先
生参加了会议。 会上， 时任农
场场长的刘富乾汇报的一件事
引起了程起骏先生的注意。 原
来， 当年 3 月， 所里由管教科
王副科长带队共 130 多人前去
黑海打冰时 ， 遇到一个 “湖
怪” 冲浪上岸， 造成恐慌。 刘
场长希望有关专家能去当地做
一次考察 。 “但限于当时人
力、 财力条件的限制， 后来，
这件事便就此打住， 再无人问
津。” 程起骏先生说。

但程起骏先生的好奇心再
次被引发， 后来， 他专门拜访
了王副科长， 详细了解了事情
的经过。 据程起骏先生回忆，
当时， 王副科长和两名管理人
员及警卫班长正在开会， 忽然
听到工地上大呼小叫， 接着传
来人群奔跑声， 他们几人提枪
跑出帐篷， 只见所有人都向附
近的山坡奔跑着， 有人用手指
着湖边让他们看。 这时， 他们

看到一头怪兽正在慢腾腾地向
岸上爬行， 后来， 在岸边的沙
滩上卧下来。 怪兽长约三米，
头像蛇又像牛， 一双圆圆的眼
睛明亮得可怕， 长脖子， 椭圆
形的身子， 尾巴不长， 全身呈
褐黄色， 背上有两个颜色较暗
的驼峰一样的圆疙瘩， 但看不
见它脚的样子。 当时， 有人建
议立即开枪击毙， 但王副科长
没有同意。 人们不停地大声叫
喊， 并向怪兽摔石头。 过了十
分钟， 那怪兽又慢腾腾地爬回
了湖中。 为了保证安全， 农场
采取了搬迁工棚、 增加警戒哨
等措施。

因这次目击怪兽事件有
130 多人， 因此， 程起骏先生
认为可信度不应质疑。 另外，
他认为 ， 2005 年 ， 我省在玛
柯 河 发 现 一 条 长 114 厘 米 、
体 重 约 20 公 斤 的 濒 危 鱼 种
“猫鱼 ” （学 名 为川 陕哲 罗
鲑 ） 的事件 ， 也给人们带来
一种启示 ， 即大自然还有很
多未知的秘密有待人们去发
现。

（本版图片作者请与
本报联系，即付稿酬）

■ 青海的湖泊不具备
大型生物生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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