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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研究中心

舟山应弘扬“渔文化”建“共同富裕”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舟山分社 林上军、陈思维

现在，浙江全省都在建“共同富裕示范区”。但怎么建？还在见

仁见智。今年伏休结束开渔之际，舟山市普陀区虾峙岛举行了第八届

渔民文化节暨祭海大典。祭海是渔民出海捕鱼前一种独具海洋文化特

色的仪式。它使我们想到，建“共同富裕”应与弘扬“渔文化”结合。

一、挖掘和弘扬舟山“渔文化”已经刻不容缓

每年的 6 月 16 日，岱山后沙洋总会举行大型祭海谢洋大典。这

种既悠久又独特的“渔文化”应该成为舟山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源。文

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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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力量。习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舟山群岛作为东海的一盘明珠，渔文化

之丰富、悠久、厚重、独特在中国无与伦比，在世界上也屈指可数。

进入新时代，随着渔船数量的控制，随着更多本地渔民的转产转业，

随着一些老式渔船的消失，随着渔村模样的改变，如何发现和挖掘舟

山渔文化的形式和内核，提炼其文化价值和意义，并通过合适的承载

方式和传播形式予以弘扬，形成文化自信和精神共鸣，让舟山在“共

同富裕”的建设上走出独特之路来，应成为当务之急重要的社科课题。

二、象山“渔文化”开展如火如荼深入人心可以参照

人们如今提起“渔文化”首先会想到的往往是宁波象山。历史上

曾隶属过舟山的象山县对于“开渔节”有着自己独特的阐释方式。始

于 1998 年的“象山开渔节”是一场展示当地海洋民俗的盛大庆典，

踩街、对歌、挂鱼灯、跑马灯等一系列古老民间活动展示了“渔文化”

的勃勃生机。它与渔民的生产活动密不可分，民众在参与开渔节活动

时不仅能够感受和体验传统的“渔文化”，也能创造新时代的“渔文

化”，还与非遗文化项目的保护也密不可分——开渔节活动的成功举

办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地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播。象山作为浙江省

唯一的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区已入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其核心

是在呼吁人们善待海洋。象山渔文化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走进了人

们视线。各种由渔文化衍生出来的美食带给游客新的饮食文化体验，

渔文化衍生出来的手工技艺也能让人们进一步认识渔文化。虽然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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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拥有的渔文化资源并没有舟山丰富，但它的优势在于，发扬光大了

人本文化精神，深入发掘了渔文化中人性本质和生态文明真谛，最大

限度地宣传了当地的渔文化，用各种活动形式让群众感受到了来自海

洋的馈赠。象山渔文化的发掘、宣扬、传承、创新实现了人本相融，

面广量大，气势恢宏，已形成一种独特的精神产品。开渔节促进的经

贸往来、旅游经济又带动了渔业提质增效。而且，当地的渔业古镇保

护得也非常完好。政府在开发古镇的同时没有让原住民搬出去，而是

让他们留下来，既保留了古镇原汁原味的渔文化。同时原住民也能在

重新焕发生机的渔业古镇里寻找到商机，也带动了不菲的经济收入。

三、舟山的“渔文化”内涵和外延都不容小觑

因为就在世界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舟山其实也是充满了深

邃和丰富的“渔文化”，特别是“渔船文化”。无论是船舶模型馆中

的国内外船模型，还是海洋文化艺术馆内的传统鱼拓画都展现了渔文

化的特色。舟山国际水产城中的渔文化展览馆以“渔业”为主线，依

托沈家门渔港特色的“渔文化”，通过现代数字媒体手段对水产城发

展历程、沈家门渔港演变历史、东海海洋文化进行互动展示，通过举

办多种文化活动将文商旅三个产业完美地结合和融合在一起。同时，

舟山各地也在积极尝试举办不同形式的渔文化节。其实，渔文化的挖

掘保护是舟山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是文化名城建设重要基础、是舟

山旅游景点留住游客的必要元素、也是舟山走向世界赢得更强竞争力

的需要。但就整体效果而言，感觉上是，渔味不浓，对渔文化的重视

没有达到一定高度；在专业研究团队建设、保护规划、具体实施手段



4

等方面投入力量不足。虽然拥有辉煌灿烂的渔文化，但当前真正在保

护、在挖掘、在整理、在留用、在利用的似乎乏善可陈。虽然实际上

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渔文化绿洲，但看上去似乎水草并不丰茂。至今还

没有一个渔文化专业研究机构，也没有如象山那样有一本属于本土的

哪怕只是内部发行的《渔文化》杂志。舟山虽然有很多值得挖掘、保

护的文化瑰宝，但关键在，如何更加积极有效地行动起来？

四、渔船文化是舟山建共同富裕的文化前提

从渔村景观到渔歌、渔风、渔俗，从渔船、渔具等传统的作业方式到

远洋渔民闯荡大洋的生产生活，从祖祖辈辈的渔业记忆到群体对中国

渔都、舟山渔场、中国海鲜之都、中国鱿鱼之都的感情，这些都是渔

文化的重要印记和丰富遗产，应得到及时和有针对性的挖掘、保护。

但最主要是，在舟山的“海洋文化”里“渔文化”特别显著。而在舟

山的“渔文化”中“渔船文化”又很突出。而“渔船文化”的“平等

观”“风险观”“风雨同舟观”“同舟共济观”还需进一步挖掘、整理、

归纳、升华、宣传和实施。它们其实又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在舟山

实践的文化内核。舟山应该在特有的“渔船文化”的基础上打造“共

同富裕示范区舟山实践”。这需要顺应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

的趋势，挖掘利用其历史存续功能、教化认知功能、社会生产力与休

闲娱乐功能，将舟山渔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协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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