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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熟悉渔业生产、留存渔业生产生活记

忆、传承渔文化技艺活动的基本上是中老年渔

民，他们正随着渔业转型发展的进程而退出生产

和老去。如不进行及时和有针对性地保护，对渔

业历史的记忆很有可能在10至20年内消逝，渔

文化将面临断裂失传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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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爱吃鱼、赏鱼、咏鱼，在千年的发展演
进中，渔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
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年7月，农业农村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
强渔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工作的意见》，提出进一
步加强渔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什么是渔文化？
为什么要加强渔文化保护传承？如何加强渔文化保
护、传承和弘扬？本期对话邀请陈洁、王颖、宁波、李
琴四位专家进行探讨。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渔
文化的发展滋养了百姓、厚实了民生、推
动了文明的发展；当前，渔文化被赋予了
新的意义，需要从“厚生”走向“润生”。
保护、传承和应用好渔文化资源，可以使
退捕渔民通过“活”起来的渔文化获得新
的发展空间

主持人：什么是渔文化？如何理解渔文化？

陈洁：渔文化是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
类文化的宝贵遗产，涉及生产和科技、生活和习俗、
历法和制度、宗教和祭祀等。我国是世界上渔业发
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渔文化历史悠久，渔文化资源丰
富，从捕捞、养殖、加工、饮食，到观赏、书写、绘画、音
乐、舞蹈等，渗透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祭祀节庆、
律令制度等各个方面。中华渔文化中蕴含着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朴素生态文明思想，也有充分开发和
利用水域资源的桑基鱼塘、稻鱼共生等体现中国古
人智慧的渔技渔法。目前我国有19项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涉及渔业的有4项，
分别是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
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浙江湖州桑基
鱼塘系统。

我国渔文化分布广泛，生产类的有哈尼族稻鱼
鸭综合种养、鄂伦春族和蒙古族的冬捕，艺术类有
江西鄱阳湖的渔鼓鱼灯、浙江温岭的大奏鼓，衣食
住行方面有东北地区赫哲族的鱼皮服，涉及婚丧嫁
娶的有河北白洋淀的渔家船轿迎亲，涉及祭祀节庆
的有福建的妈祖祭典、太湖渔家的献头鱼、满族的
鱼图腾等。

王颖：我国漫长的渔业生产生活创造和沉淀了
丰富多彩的渔文化遗存。按照一般分类方法，我国
渔文化遗存可分为物质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
存。物质文化遗存包括渔船、渔具、渔服、渔饰、渔
村的民居建筑等；非物质文化遗存包括捕捞和养殖
方式方法、渔民的生产生活习俗、民间文学和艺术
等方面。

其中，非物质文化遗存中渔民的生产生活习俗
涵盖内容比较多，如渔业组织和规范、造船习俗、饮
食文化、节庆文化、人生礼仪；渔民在劳动过程中创
造的渔歌、渔谚、渔民号子，表现渔民生产生活的渔
民画、剪纸艺术等。这些遗存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
自然的中国渔文化灿烂图卷。

宁波：渔文化就是人们在长久的渔业生产生活
实践中创造的有形与无形的成果。在渔猎时代，长
期捕捞实践使人们先后发明徒手抓鱼、木棍叉鱼或
杖鱼、钓鱼、渔网捕鱼等渔法，制作出鱼叉、鱼钩、渔
网、网坠等渔具，再由捕捞到贮藏、加工和养殖，以及
随之产生的鱼崇拜、渔艺术等渔文化。这些遗产如
今依旧发挥着作用，得到传承和发展，有的则经过变
迁和转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一，渗透于中
国人的日常生产生活。

主持人：我国渔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当前
为何有必要着重提出保护传承渔文化？

陈洁：目前，社会各方面对渔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认识还不够充分，对渔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紧迫性、
重要性认识还不足。2015年 8月，原农业部出台《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启动了遗产地监测评估
工作。截至 2022 年农业农村部已分 6 批认定了 138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已入选的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类型来看，渔业系统及农渔复合系统仅
有 8 个，占 5.8%。2016 年原农业部公布的全国农业
文化遗产普查结果中，共上报408项有潜在保护价值
的农业生产系统，涉及渔业的有13项，仅占3.2%。

目前，熟悉渔业生产、留存渔业生产生活记忆、
传承渔文化技艺活动的基本上是中老年渔民，他们
正随着渔业转型发展的进程而退出生产和老去。如
不进行及时和有针对性地保护，对渔业历史的记忆
很有可能在10至20年内消逝，渔文化将面临断裂失
传的风险。

王颖：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渔文化的
发展滋养了百姓、厚实了民生、推动了文明的发展。
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渔文化则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我们称之为需要从“厚生”走向“润生”。“润生”就是
要发挥渔文化的历史底蕴，贯通渔文化的历史和未
来，用文化滋养渔民、提升渔业，真正实现渔文旅产
业融合，成为讲好中国渔业故事、高水平推进渔业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介质。

宁波：渔文化是人认识自然、认识人与自然关系
的桥梁。人与自然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通过渔
文化可以使人类对渔业动植物、渔业资源和环境等
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渔文化也是宝贵的文化资
源，在文化产业飞速发展的当下，渔文化资源是文化
产业富有潜力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
应用，成为丰富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文化产品，保
护、传承和应用好渔文化资源，可以使退捕渔民通过

“活”起来的渔文化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李琴：保护和传承渔文化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的重要方面之一。推进乡村振兴要挖掘乡村文化功

能，提升乡村文化价值，增强乡村文化吸引力，不断
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长江流域渔文化内容丰
富、底蕴深厚。保护、传承和弘扬渔文化，对于凝聚
文化共识、发展休闲渔业及乡村旅游业、推进乡村振
兴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渔文化保护工作和渔业大国的
地位还不相匹配，建议实施渔文化保护
行动计划，编制渔文化遗存保护名录，推
动渔文化进学校进课堂，探索渔文化遗
存活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主持人：2021年1月1日起，长江“十年禁渔”全
面启动，一方面是“禁渔”，一方面是保护渔文化，两
者是否矛盾？

陈洁：长江“十年禁渔”开启了长江绿色高质量
发展的新篇章，也是保护、传承和弘扬长江渔文化
的新契机。长江“十年禁渔”与保护渔文化并不矛
盾，越是在禁渔退捕的地区，越是要强化渔文化保
护传承。

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现在广受社会关注，中央
多个部门加强了工作督导，长江沿线地方政府和农
业农村部门要重视在长江“十年禁渔”的同时不搞

“一刀切”，兼顾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抓紧对有历史
文化价值的特色传统渔村渔港、渔船渔具渔法以及
渔歌渔舞、饮食等渔俗的征集整理和保护，借助科研
单位力量抓紧对古籍文物和历史资料中的渔文化元
素进行收集整理。

宁波：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统一的。当前，
保护传承长江渔文化有更加重要而迫切的意义。一
是有助于长江“十年禁渔”的顺利推进。通过挖掘、
保护和应用长江渔文化资源，开发以研学、旅游、观
赏、文博等为主题的渔村、渔港、主题公园等城乡融
合、文旅融合新业态，可以为长江渔民转产转业创造

新空间，同时也为长江流域乡村振兴提供文化资源
要素。二是有助于长江文化的传承创新。长江大保
护既要保护长江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也要保护长
江文化的历史性和多样性。三是有助于文化强国建
设。长江渔文化对于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
要作用，同时长江渔文化包罗万象、趣味横生、贴近
生活，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四是有助于生
态文明建设。长江渔文化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人与人同舟共济等精神理念，都是建设美丽中国
的宝贵精神财富。

李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
态衰则文明衰”。渔文化体现了我国古代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长江“十年禁渔”是传承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应然之义。中华文明中很早就有了“竭
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的认识。长江“十
年禁渔”，不仅是为了保护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系
统，也需要我们在抓好长江禁渔的同时，注重抢救性
保护、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渔文化。

主持人：围绕渔文化保护传承，我们开展了哪些
探索实践？取得什么成效？

陈洁：20世纪80年代以来，渔文化研究逐步得到
重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一是推动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渔文化保
护传承体制机制。2019年设立的国家级海洋渔文化
（象山）生态保护区就是海洋渔文化整体性保护的典
范。二是开展渔业文化遗产挖掘和认定。妈祖信俗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无为鱼灯舞等一批渔文化遗产入选国家级和
地方非遗名录；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等4项涉渔农
业文化遗产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王颖：关于前期渔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大致经历
了几个阶段。一是 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颁布以来，大量涉及渔业、渔村和渔民
生产生活的非遗文化遗存，被纳入各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和传承。二是 2017 年

原农业部推出的休闲渔业品牌建设的“四个一”工
程，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渔村、民俗节庆活动被评为最
美渔村、国家级示范性渔业文化节庆等。三是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从更高层面促进了渔文化的保护
和传承，通过渔文化展示、体验和研学活动的开展，
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和亮点的美丽渔村。

李琴：一是开展长江渔文化资源普查和收集。
2021年 11月，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
公室启动了长江渔文化资源普查工作，初步摸清了
长江流域渔文化资源现状。根据普查初步结果，长
江流域渔文化包括与长江渔文化相关的物种、渔史、
渔船、渔具、渔俗、诗歌、渔舞、渔画、渔味、渔规、渔业
生产方式、渔村和渔港、渔业景观和工程、其他等 14
个类别，已有吉安鲤鱼灯舞等 23个渔文化相关项目
列入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发掘认定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2012 年以来，我国共发掘认定 6 批
13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建立健全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出台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
理办法》。

主持人：当前渔文化保护传承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什么？有什么建议？

陈洁：我国渔文化保护工作和渔业大国的地位
还不相匹配，主要问题和不足有渔文化资源本底情
况不清，还没有开展过全国性的渔文化资源调查和
挖掘；渔文化保护涉及文化旅游、农业农村、自然资
源、水利等多个部门，系统完整的渔文化保护制度框
架和综合协调机制需要进一步构建；总体投入不足，
渔文化保护的动力机制有待建立；渔文化传承后继
乏力，综合型、复合型人才缺乏。

为此，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与政策支持，进一步
强化各部门渔文化保护传承合力，对渔文化保护传
承给予明确和稳定的财政支持，探索建立渔文化补
偿机制。其次，推动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渔文
化保护和发展体制机制。第三，抓紧开展渔文化摸
底调查和普查、资料收集整理和甄别认定工作。第
四，有针对性地保护渔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人的知识

技能、记忆等。此外还要广泛开展渔文化保护的宣
传教育和知识普及工作，加强培训、人才培养与科学
研究。

王颖：主要问题有以下三点。一是渔文化保护
传承发展不平衡。除沿海地区外，内陆地区对渔文
化保护传承相对重视力度不够，政策和资金支持不
足。二是渔文化资源的系统整理不完整。由于渔业
产业的特殊性，至今缺乏系统性的基础资料。三是
对文旅融合背景下渔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利用相对不
够，缺乏对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渔文旅融合的研究与
实践。

建议实施渔文化保护行动计划，编制渔文化遗
存保护名录，建立数据库。同时，以县域为单位开展

“渔文化记忆保存”工程，建设渔文化展示中心，保护
代表性渔村，开展渔文化衍生品展示等。推动渔文
化进学校进课堂，编撰科普读物，设置相关课程，开
展研学活动。还要探索渔文化遗存活化和乡村振兴
融合发展，用现代方式活化利用渔文化，促进渔文旅
融合。

宁波：当前，渔文化保护传承存在本底数据普查
不完整、传承人断代、渔民认识存在局限、渔文化转
化应用能力不足、保护传承经费未定等问题，渔文化
活态传承的机制也没有构建起来。只有构建出渔文
化活态传承的机制，在挖掘保护中创造性应用，在创
造性应用中活态传承，才能实现渔文化可持续地保
护、传承与应用。

李琴：长江流域是我国淡水渔文化延续时间最
长、类型最丰富的地区。但当前面临着诸多问题，一
是长江渔文化的深度挖掘和传承后继乏人，面临传
承危机。二是系统的渔文化资源挖掘、收集和整理
困难，在渔文化的数量、保护和发展潜力等方面缺乏
深度研究。三是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渔业社区的
自然和社会环境快速变化，大量渔文化及遗产找不
到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逐渐失去活力，渔文化资源
保护、传承与合理开发利用程度不高。四是渔文化
保护投入不足，社会公众关注度和参与度不高。

建议深入挖掘、收集和整理各类渔文化资源；推
动渔文化遗产申报，聚焦活态传承；促进渔文旅产业
融合创新，引领资源保护；推进渔文化保护、传承与
弘扬工作中的数字化转型；依托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渔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

有必要通过政策设计、人才培训、文
化推广、定向指导等措施，因地制宜制定
不同的渔文化创新与转化策略，使保护
渔文化成为拓展渔业多种功能、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主持人：各位专家不约而同提到了要推进渔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以此为指引，促进
渔文化的转化利用？

陈洁：休闲渔业是渔文化转化利用的有效方
式。当前，各地已经开展了大量相关工作，比如利用
带有渔元素的民俗、曲艺、传统舞蹈等提供各类产品
和服务，各地举办的类似查干湖冬捕、象山开渔节等
节庆活动既展现了当地渔文化特色，又有力带动了
餐饮、旅游、文创等产业发展。

在推动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渔文化保护
和发展体制机制中，要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在资源
调查、基础设施建设、渔村改造、新渔村建设、产业开
发、品牌建设等多方面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渔文
旅产业，使保护渔文化成为拓展渔业多种功能、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王颖：要坚守渔文化的精神内核，深入研究区域
渔文化的特色；依托国家的整体规划和发展需求，精
选渔文化的呈现内容。此外，渔文化是历史的遗存，
在转化过程中必须与当代人的生活审美进行结合，
坚持乡愁意识与产业链的结合，让渔文化成为渔业
产业和旅游产业之间的介质和粘合剂，让渔文化的
介入促进第三产业的丰富性和延展性。

宁波：有必要通过政策设计、人才培训、文化推
广、定向指导等措施，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渔文化创
新与转化策略。在长江流域的合适地点，规划建设
长江渔文化博物馆，举办长江渔文化节，建设形态多
样、内容丰富的渔文化示范村，发展以渔文化观赏和
体验为主要内容的休闲渔业等。此外，可以学习日
本的“熊本熊”等文化产业模式，利用长江丰富的渔
村、渔港、渔具、渔船等，发展渔文化产业，开发富有
特色的长江渔文化文创产品及衍生产品，潜移默化
地使长江渔文化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李琴：一方面，推动渔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加强
渔业产业创新与涉渔农业文化遗产的联结，打造遗
产地独具特色的产业，打响农遗品牌。通过多产业
创新升级和融合开发，形成渔文化的传承链、应用链
和创新链。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手段，推进渔文化保护传承的数字化转型，以科技赋
能渔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以渔文化
的保护、传承和弘扬赋能乡村振兴，充分挖掘优秀传
统渔文化资源，打造渔村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的重
要元素和展示载体，如博物馆、科普基地、渔民驿站
等，让渔文化走进公众生活。

主持人：保护传承渔文化既是存续历史记忆、凝
聚文化共识、守护中华民族根和魂的迫切需要，也是
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
求，深入挖掘渔文化的精神内核，提炼渔文化价值，
并以适当的形式进行传播，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贡献力量。感谢四位嘉宾做客《对话》栏
目，分享精彩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