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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舟山渔文化与休闲渔业的发展
□郑钦钦/文 张磊/摄

渔文化是沿海及海岛居民在长期的

生活生产中所创造并沉淀下来的物质、

精神财富的总和。随着历史发展、生活区

域变化、作业方式改变等逐渐演变丰富，

更加深刻地影响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

逐渐形成围绕渔业而形成的生活方式、

文化审美、信仰追求等一系列精神生产

能力和精神产品，跟农耕文化相比，别具

特色。

休闲渔业是以传统渔业为基础的一

种新的运营发展模式。休闲渔业的发展，

丰富了渔文化的内涵，为渔文化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开拓空间。舟山是群

岛型城市，舟山渔场也是我国四大渔场

之一，这里渔业资源极其丰富，渔文化的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渔文化为当地休

闲渔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有

着促使其繁荣发展的区域优势。本文主

要从认知渔文化出发，探索舟山渔文化

的发展现状和目前舟山休闲渔业发展存

在的问题，以增加人们对渔文化的认知

和为推动舟山休闲渔业的良性可持续发

展提供一些建设性思路。

一、弘扬舟山渔文化意义重大

文化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支撑，一个

地区的发展要以当地的本土特色文化为依

据。舟山休闲渔业是一种新型渔业经营形

式，有别于养殖、捕捞、加工等其他传统渔业

生产形式，休闲渔业主要利用水域资源、渔

业设施、渔村村舍、生产器具和水产品，结

合当地的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渔风渔俗，

设计相关的休闲活动和空间来满足大众体

验渔业的需求，实现休闲、娱乐的目的。舟

山休闲渔业本身就从舟山渔文化中孕育而

生，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底蕴，它的发展更

离不开舟山渔文化的支撑，同时也为弘扬

传统渔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研究舟山渔

文化不仅对于挖掘舟山当地的优秀传统文

化有着重要意义，而且能够丰富海洋文化

内涵，继而引导未来舟山本土休闲渔业旅

游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挖掘舟山渔文化的

精神内核，提炼舟山渔文化价值，并通过合

适的讲述和传播形式予以弘扬，形成文化

自信和精神共鸣，让舟山的渔文化经久不

衰，应该成为舟山振兴文化发展，提炼精神

内核的重要课题。

二、国内外渔文化研究现状

1.国内渔文化
目前，关于渔文化的研究现状并不乐

观，国内对渔文化的研究相对于其他海洋领

域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在各大论文网站上

搜索“渔文化”“渔民俗”和“渔业文化”等词

条时，条目屈指可数。渔文化作为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

化中的重要瑰宝，但是在文化维度上，渔文

化的研究与传统文化的研究对比还是有很

大的差距。例如，在中国知网上以主题检索

的方式检索“传统文化”时，能够有将近 3万
条检索结果，而以“渔文化”这个关键词，却

只检索出了547条结果。由此可见，对渔文化
的进一步研究、弘扬和传播有着很大的拓展

空间。

渔文化，区别于鱼文化。鱼文化侧重于

研究鱼的种类和习俗等方面，渔文化则涵盖

渔业整个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渔业本身就

属于大农业范畴，渔文化亦是农业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指人们从事所有渔业生产实

践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历史遗存。渔

文化作为整个人类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分支，

是以渔和鱼为特色的。从微观层次来说渔文

化是指沿海以及沿岛居民在长期的生活生

产中所创造并沉淀的一种文化遗产，随着历

史的发展和生活区域的改变而逐渐演变，深

深地刻印在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上，并且通

过文字、传统习俗、口述、动作行为、技艺等

方式而世代相传。中国渔文化的起源可以追

溯至距今一万五千年至五万年前的旧石器

时期。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中国渔文化

经漫长的历史演变后，有着丰富多彩并兼收

并蓄的地域、民族和时代特色。

2.美国渔文化
在文化起源方面，美国的渔文化远不如

中国渔文化历史悠久，内容方面也比较单

一，只有捕鱼、卖鱼、吃鱼、钓鱼这些简单的

形式，几乎很少有渔文化的民俗和艺术表现

形式，也没有与渔文化相关的节日庆祝活

动。这也许跟美国经济本身就是从近代才逐

渐发展起来的相关，美国的渔文化在短时间

内迅速发展壮大，凸显粗犷和实用的特性。

不像中国的渔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除了实用性，还凝练出独特的生活习俗

和艺术审美，可谓是内容丰富、灿烂辉煌。尤

其长期地在依托自然、崇拜自然中激发瑰丽

无比的想像力，创造出一系列神话传说、祭

祀方式、生活习俗等展示着人类精神世界的

成长过程，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过程。

3.非洲渔文化
非洲的渔文化和中国的渔文化有着很

多的共性。首先都出现对“鱼”的自然崇拜，

从远古时期就出现了“鱼类”图腾，都在一定

程度上表现出了对“鱼神”的敬畏。也有类

似的不以圣物为食，不食鱼类的生活及宗

教习惯。在对神的信仰方面，中非的渔文化

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共性，中国的渔文化里

面，信仰的主要是观音、妈祖、龙王和海神

等一些尊贵且能够庇护人类的神仙。而非

洲人则主要信仰海神依曼雅，其信仰的目

的和中国渔文化里的信仰内涵基本上是一

致的。总体来说，非洲渔文化与中国的渔文

化在信仰的宏观层面存在着共性，在一定

程度上为中国渔业与非洲渔业的交流和发

展建立了认知桥梁。

三、舟山休闲渔业现状分析

1.舟山休闲渔业旅游资源发展的区位因素
舟山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自然气候

上属于夏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气候宜人、冬

暖夏凉、气候湿润、降水充足，水资源充沛。

舟山背靠上海、杭州、宁波等大中城市和长

江三角洲等辽阔腹地，面向太平洋，具有较

强的地缘优势，踞中国南北沿海航线与长江

水道交汇枢纽，是长江流域和长江三角洲对

外开放的海上门户和通道，与亚太新兴港口

城市呈扇形辐射之势。随着舟山立体交通网

络逐步建设完善，舟山与周围城市的来往越

发便利、密切。可以说，无论是社会经济条件

还是自然资源条件，舟山发展休闲渔业旅游

资源都是有相当大的优势的。

2.舟山休闲渔业开发现状
近年来，舟山市的休闲渔业 (渔家乐 )发

展呈现了良好的势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舟山市把发展休闲渔业 (渔家乐 ) 作为破解
“三农”难题、安置渔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

增加渔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逐步建立起一

批集吃、住、游、娱、购于一体的休闲渔农村

和项目点。目前，舟山各地都已发展出一批

优质的休闲渔业项目。

3.舟山休闲渔业产业发展的特点
经过多年发展的舟山休闲渔业，已形成

了与市外农庄截然不同的特色。舟山旅游

集宗教文化、山海观光、海鲜美食、滨海运

动、休闲度假、商务会议等诸多旅游功能于

一体。如普陀区、嵊泗县的休闲观光渔业，

依托著名景区资源和饮食文化而闻名市内

外；定海区结合丰富的人文资源，城郊型农

庄已成规模，特色鲜明；岱山县对古镇文化

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加以挖掘，已初具特

色轮廓。

四、舟山渔文化和休闲渔业发展对
策建议

1.对舟山渔文化发展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乡村建设战略的稳步推进，文

化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时期极其重要

且亟须面对的课题。舟山作为我国渔文化弘

扬和传播的重要区域，尤其是传统渔文化中

的积极向上、瑰丽多彩的精华部分，更需要

深刻挖掘内核，在继承中求发展。

发扬舟山传统渔文化，需要政府、企业

和个人三方努力。首先是政府层面，要引领

整个社会对渔文化的认知和感受，要让当地

人民真正感受到渔文化的“触手可及”，引领

社会学习渔文化的风尚和浪潮，除了保留传

统渔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活状态，还要把渔文

化元素吸纳入城市建设、节庆活动、文创产

品设计、对外交流仪式等各方面。例如嵊泗

举办渔民俗活动时，紧紧围绕“渔歌、渔家、

渔画、渔味、渔俗”主题，进行特色渔歌表演、

渔家民宿展播、精品渔画走秀、嵊泗渔味展

示、渔俗文化呈现，充分展示了渔文化下的

现代渔村的美；舟山举办的沙雕节，也是宣

扬和传播渔文化的重要符号和载体。同时

把渔文化引入教育体系，从义务教育到高

等教育，系统进行渔文化的教学培养，让新

时代的少年和青年对渔文化认知不再是看

不见摸不着的，而是切身感受渔文化就在

自己的身边。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可以定期

开展有关渔文化的兴趣课和普及课，也可

以在学生的课外读本中推荐有关舟山渔

歌、民谣和渔俗等方面的知识；在大学阶

段，不仅要主动提高大学生对渔文化的认

知，更应让学生亲身实地感受考察，探访舟

山不同地区渔文化的共性和个性以及与当

今经济发展相通的特性，通过开展相关主题

研讨会等方式传播弘扬渔文化。其中最重要

的是在宣扬渔文化的同时，也需教育人们辩

证地看待渔文化，在历史唯物史观上去理解

当今的渔文化。

对于舟山的企业，可以在产品中深挖产

品背后的故事，通过产品来宣扬渔文化，无

论是饮食类产品的传统工艺，还是本地特色

手工艺品的制作，其背后都蕴含着特有的渔

文化符号式的“记忆”。同时企业也可以举办

相关的渔文化活动，在宣扬渔文化的同时提

高自身企业的知名度，这既让企业发挥了

“渔”的情怀，又让渔文化潜移默化地得到了

弘扬。

舟山每个个体也有发扬渔文化的责任

和使命，当然由于时代不同，不同年龄层的

个体都需要有符合自我时代特征的弘扬传

播渔文化的方式。对于老一代的人们，应当

在保护渔业记忆的同时要接受渔文化新方

面的发展，主要是保护和传承渔业捕捞、制

盐和造船等习俗物质生产民俗、海洋饮食

和传统服饰的生活习俗以及海洋饮食信仰

禁忌方面的生活习俗，让渔文化既能保留

传统，也能在新时期顺应社会的发展。而对

于新时代的个人应当主动学习渔文化方面

的知识，做到知行合一，积极去探索和挖掘

丰富的渔文化，对于渔文化的认知决不能

仅仅是停留在书本的层面，而是需要自己

实践躬行，切实感受渔文化的魅力和活力，

进而为渔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个人的光

和热。

2.舟山休闲渔业存在的问题
产业融合度低。一是休闲渔业产业规模

不足，产业链不完备，融合发展不充分。舟

山市具有捕捞、加工、销售、服务完整产业

链的企业不多，休闲渔业仍处于“低、小、

散”经营状态，大多数是渔民一家一户自主

经营，组织化、产业化生产经营程度不高。

二是休闲渔业项目重复化、单一化、雷同化

现象严重，精品、特色项目较少，与旅游产

业融合不紧密。

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由于过度捕捞等

原因，舟山渔场中水生生物生存环境遭到

破坏，传统渔业资源逐渐衰退，海洋环境污

染较为严重，部分物种资源量急剧下降。大

多数海洋经济物种性成熟提前，平均体长

变小，还有少数物种资源量接近枯竭，给休

闲渔业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另外，休闲

渔业参与者素质参差不齐，部分海钓者忽视

鱼类排卵期，所钓幼鱼不放生，间接加速渔业

资源衰减，一些海钓者还会留下垃圾污染海

域环境。

休闲渔业知名度低。舟山的休闲渔业旅游

起步比较晚，发展程度低，没有形成知名的品

牌，相对来说舟山的休闲渔业知名度并不高。

这也跟舟山岛屿发展之间不平衡、不充分有着

相应的关系。

3.舟山休闲渔业发展的策略建议
走产业融合道路。舟山休闲渔业的发展，

首先应当走一二三产业融合之路，进一步增强

休闲渔业产业同文化、信息、科技、环保、民政、

旅游、交通等相关产业的交汇与融合，深度发

掘舟山市各渔区不同区域特点，推进并强化休

闲渔业产业所在地的革新策划，在此过程中找

出舟山渔村休闲渔业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

消费热点，形成餐饮、住房、交通、旅游、教育、

采购等长产业链的繁荣业态。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坚持生态优先理

念，充分考虑环境承载能力，有机利用海洋自

然景观、渔村渔民生活，营造自然真实的生态

休闲环境，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亲近自然、

回归海岛”体验需求。其次，加强休闲渔船及废

弃物排放管理，整治海漂垃圾，减少海洋环境

污染源，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资源养护力

度，实现休闲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也要建

立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系统，通过监测系统，实

时掌控海洋环境的状况。

打造特色名牌，提高知名度。对于舟山不

同的海岛和渔村，应着重突出其中最具特色的

资源，根据其优势，打造出特色品牌，增强其市

场知名度。建设具有高品质特色的独特岛屿，

因地制岛，“一岛一品”，充分挖掘各个岛屿的

资源，从各个岛屿的实际情况出发，打造一批

高水平同时具有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又富有

差异化的美丽岛屿，同时在经济建设发展的推

进生态保护建设。

渔文化与休闲渔业深度结合。对于休闲渔

业的认知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垂钓等方式。

休闲渔业不同于传统渔业，更应当突出其“休

闲”的特点，在此情况下，提高舟山渔文化与休

闲渔业结合至关重要，更要加强休闲渔业与渔

文化的深度融合，延伸休闲渔业的内涵。渔文

化本身就包含到生产习俗、生活习俗和精神信

仰等各方面，渔文化引领下的休闲渔业更富有

生机和内涵。在传统的渔村旅游经营中，可以

根据其海洋信仰方面的习俗举办相关祭海仪

式和海洋特色演出等，不仅丰富其内涵更增加

其趣味性；同时在休闲渔船旅游观光体验中，

可以增加让游客高歌渔民号子劳作的场景，让

游客通过歌唱渔歌渔谣等感受渔民的作业方

式和情怀。目前休闲渔业已在全国遍地开花，

舟山休闲渔业要更加独树一帜和与众不同，最

重要的是要与当地传统文化相结合。大背景下

舟山渔文化与休闲渔业的深度结合已经时不

我待。

近年来，近海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和海洋鱼

类资源急剧减少，舟山传统渔业发展问题日趋

严重。这种状况下，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坚持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舟山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下，渔文化和休闲渔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目前我国正处于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

阶段，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都是乡村振兴中必

不可少的环节。文化振兴对产业振兴有着引领

作用，而产业振兴给文化振兴提供了物质保

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既要传承优秀

渔文化，发挥其引领作用，又要进一步发展休

闲渔业，促进传统渔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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