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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渔文化是长江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而长江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文化之一。面对长江十
年禁渔，长江渔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对此，有助于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有助于长江文化的传承创新，

有助于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有助于丰富中华文化内涵。本

文选取上海市崇明区为案例，采用问卷调查及实地访谈等形式，对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对收集来的数据通过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主要问题为地方管理与治理能力比较薄弱；

急功近利的开发影响保护与传承；普通民众保护与传承意识淡薄。对此，建议完善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法

治与机制；加强对长江渔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保护；加强长江渔文化的宣传应用与活态传承；加强长江渔文化

资源的创新转化与开发等，为长江渔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助益。

关键词：长江；十年禁渔；渔文化；保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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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十年禁渔开启，为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
承提出重要课题。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长江流域占中国国

土面积的２０％左右，大约为中国４０％的人口提供
休养生息的空间，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４０％［１］。

长江流域具有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是中国弥足

珍贵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宝库［２］。长江渔文

化是长江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而长江文化又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文化之一［３］。为了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长江渔文化保护的指

示和批示精神，在长江十年禁渔开启之际做好长

江渔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长江渔文化

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典型的文化多样

性、历久弥新性等特征，是中国民族蔚为壮观的

文化遗产，也是今后长江经济带永续发展的宝贵

文化资源，及时采取措施加强长江渔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既是长江大保护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内容［４］。

１　长江渔文化历久弥新

从远古渔猎时代到如今渔业生产生活，长江

流域积淀了厚重而多样的长江渔文化，逐渐形成

了丰富多样、生机勃勃、兼容并包的文化生态圈，

成为长江文化衍生、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源头之

一。长江渔文化不仅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且

表现出不同地方、不同民族栩栩如生、历久弥新

的多样化特征。

长江渔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渔猎时

代，甚至更早以前。据目前考古资料，远在石器

时代的远古先民，已学会使用天然采集的树枝、

石头、骨头等制作原始捕鱼工具，例如木鱼叉、骨

鱼叉、骨鱼钩等渔具［５］。距今５３００～４５００年屈
家岭文化“太极阴阳鱼图”的出现，反映了长江渔

文化与中华文化流传盛广的太极文化、阴阳文化

等之间的渊源［６］。三星堆遗址的鱼图案，展现了

距今３０００多年人们对渔文化的认知和崇拜［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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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民歌《江南》写道：“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

莲叶南，鱼戏莲叶北。［８］”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描

写了“鱼戏莲”的生动场景，承载着男女和合、子

孙绵绵的美好寓意。唐代，长江流域更是诞生了

著名的“四大家鱼”混养法，江西九江的鱼苗闻名

遐迩［９］。“长江四鲜”“武昌鱼”“松江鲈鱼”“阳

澄湖大闸蟹”等，自古为人津津乐道、垂涎三尺。

唐诗宋词中“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等俯拾皆是的千古佳句，更见长江渔文化千古流

芳。

从远古的徒手抓鱼、木棍叉鱼、骨钩钓鱼、网

罟捕鱼，到而今的观鱼、赏鱼、画鱼、写鱼、唱鱼，

日积月累，中国人民创造了历史悠久、醇厚隽永、

多姿多彩、包罗万象的长江渔文化。从江北到江

南，由江西到江东，从长江源头青藏高原的鱼崇

拜、湖北的武昌鱼、湖南鱼龙满堂、安徽的鲟鱼

镇、扬州的打渔令说唱、太湖渔文化、浙东的“鲤

鱼撒子”、丽水的稻鲤种养、苏州的松鼠桂鱼、阳

澄湖的大闸蟹，到南通最美渔村“吕四”、上海的

“松江鲈鱼”“崇明清水蟹”等，以及遍布长江流域

形形色色的渔文化节……长江渔文化呈现出典

型的生活化、多样化、世俗化等特征。不仅如此，

长江渔文化还表现出形态万千的民族文化多样

化特点，如土家族的渔鼓、侗族和水族的鱼图腾、

回族的酸鱼汤、布依族的稻田养鱼、白族的渔潭

会、满族的打牲、壮族的渔鼓“庄巴”等。

长江渔文化显著的地区和民族特色，不仅为

国人津津乐道，而且日益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

的欣赏。浙江丽水青田县稻田养鱼迄今已有

１２００多年历史。古青田县志记载，“田鱼，有红、
黑、驳数色，土人在稻田及圩池中养之”。起初，

农民利用溪水灌溉农田，溪中的鱼进入稻田自然

生长，长期驯化后形成天然的稻鱼共生系统。田

鱼实为鲤鱼，因出于稻田而俗称“田鱼”。田鱼产

自稻田却无土腥味，肉质细嫩，味道鲜美，鳞软可

食，营养丰富［１０］。２００５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
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１１］。浙江

湖州荻港，有一片已传承２５００多年且保存完好
的桑基鱼塘。这里地势低洼，当地百姓因地制宜

挖成一片片鱼塘养鱼，鱼塘周围用砖头、泥土围

成塘基，周边植桑，由此摸索出一条“桑叶养蚕、

蚕砂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沃土”的“桑基鱼塘”种

养模式。这种模式不用化肥、农药，保护了生态

环境，避免了低洼地水涝之忧，还取得桑蚕鱼三

全其美的收益［１２］。２０１８年，“浙江湖州桑基鱼塘
系统”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们授予的“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证书”［１３］。

２　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意义

长江十年禁渔，长江渔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刻

不容缓，否则可能面临断层和消失的风险。这既

是长江大保护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内容［１４］。

２．１　有助于十年禁渔的顺利推进
根据《长江十年禁渔计划》，２０２１年是长江十

年禁捕计划正式实施的第一年［１５］。２０２１年２月
农业农村部和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长江十

年禁渔计划共计涉及退捕上岸渔船１１．１万艘、
渔民２３．１万人［１６］。长江十年禁渔涉及渔民渔村

之多、渔业经济总量之巨不容小觑。只有解决好

渔民转产转业和渔村渔港转型发展，才能使长江

十年禁渔得到顺利推进［１７］。对此，在长江十年禁

渔开启之际，可以通过挖掘、应用长江渔文化资

源，发展渔文化经济，开展以“长江渔文化资源”

为生产要素，开发以研学、旅游、观赏、文博、体

验、休闲等为主题的渔文化特色渔村、特色渔港、

特色主题公园等新业态，既可以为长江渔民转产

转业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也可以为传统渔村渔

港转型发展创造空间。比如湖北可利用屈原《离

骚》之渔父，策划特色渔文化主题公园，开展廉洁

清正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江西九江作为古代

“四大家鱼”著名产地，可建设体验示范性鱼塘，

展示“四大家鱼”混养法的发展历史。以文化经

济学为指导，对长江渔文化资源进行保护、传承

与应用，不仅可以促进中国渔业从生产型渔业到

生态型渔业再到文化型渔业的代际进步，而且可

以丰富地方产业发展业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广

泛而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２．２　有助于长江文化的传承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

《长江保护法》）是中国自２０２１年３月起正式生
效并且开始实施的第一部流域保护法［１８］。长江

流域独特的自然生态，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财富［１９］。《长江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特别规

定，在规定期限内，国家严格管理、控制长江部分

６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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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流域，在保护区以及支流、湖泊和重要水域

内完全禁止对天然水生生物进行相关生产性捕

捞［２０］。然而，长江大保护是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

需要共同保护的概念，既需要保护长江流域的自

然生态环境，也需要妥善保护长江文化的历史性

与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好长江渔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也是做好长江大保护的题中应有之

意。

追溯长江文化的历史发端与发展，可以发现

长江渔文化已成为长江文化的重要文化基因之

一。长江流域世世代代的居民，衣食住行等方方

面面莫不受到长江渔文化的滋养。在原始社会

时期，人们通过渔文化获取赖以生存、繁衍的食

物。长江流域众多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鱼骨、渔

具等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长江渔文化也是重

要的船文化、航运文化之源。远古时期，人们为

获取食物而发明舟船，后衍生出船文化、航运文

化。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７５００年前的独
木舟，被誉为“中华第一舟”［２１］。安徽黄山的渔

梁街、江苏常州的长荡湖博物馆、江苏昆山的巴

解园等所呈现的长江渔文化，不仅展现了长江渔

文化的多样性，而且彰显了长江文化的生动性、

多样性。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今天，真正

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

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

化。［２２］”因此，做好长江渔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既

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利于长江文

化的保护、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和应用。

２．３　有助于文化强国的建设推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２０３５年“建成文

化强国”。长江渔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

是建设“文化强国”的资源与灵感源泉。长江渔

文化历史积淀厚重、形态多样、贴近百姓生活，是

长江流域居民乃至中华儿女广泛认同的根文化

之一，对于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

替代的意义，长江渔文化所积淀的奋斗与拼搏、

创新与发展、坚韧与自强，如长江一般浩浩荡荡、

勇往直前、源远流长、生机勃勃；长江渔文化包罗

万象、趣味横生、贴近生活，具有对外文化交流的

潜在价值，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支撑之

一；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背景下，长江渔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具有典型示范意义，有助于带动对区域文

化和类型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有助于激发文化事业

的发展与创造活力，进而有助于“文化强国”建设。

２．４　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

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２３］。保护与传

承长江渔文化，不仅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

容，而且可以丰富“美丽中国”的实践内容与体

系。长江渔文化富含中华民族对自然、生态、环

境的敬畏之情，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

素辩证思想与环境伦理，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

了源远流长的思想源流。古往今来，长江渔文化

都显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之间同舟共

济、互帮互助等精神理念，而这些都是建设美丽

中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比如，上海崇明建设世界

级生态岛，如果整合崇明特有的“崇明清水蟹”文

化，凸显“好种育大蟹，清水出好蟹”的生态养殖

理念，发展河蟹文博与会展业，或者建设蟹文化

主题公园、蟹文化村等，无疑会为生态岛建设注

入富有特色的文化内涵。

２．５　有助于长江经济带的乡村振兴战略
长江渔文化源远流长，长江渔文化资源对生

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而言，都是笔不可估量的

宝贵财富。日本学者日下公人在《新文化产业

论》中提出，文化商品除了物质形态的文化商品

和服务形态的文化商品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形

态，即向其他产业提供文化附加值的文化商品形

态［２４］。应用这一理论，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长

江渔文化资源不仅可以为传统渔村渔港转型发

展提供创造源泉，而且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应用

文化资源。如湖北武昌的乡村振兴，可以充分挖

掘和应用久负盛名的武昌鱼文化资源；安徽各村

镇可以借比邻上海国际都市群的优势，挖掘扬子

鳄、娃娃鱼、江豚、中华鲟等渔文化资源，发展文

化型渔业，建设特色文旅融合村镇；太湖周边乡

村可以利用太湖银鱼、大闸蟹、白鱼等渔文化打

造特色小镇或景观带；上海崇明作为长江水系中

华绒螯蟹的故乡，可以规划建设崇明清水蟹博物

馆、稻香蟹肥特色村镇等。这样既可以避免千村

一面，规避盲目模仿和雷同，而且可以拓展乡村

振兴的发展路径，赋予乡村振兴以更多文化内

涵。

２．６　有助于中华文化内涵的丰富
从历史的角度看，“渔文化历史助力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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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明历史”。在过去，人民衣食住行都离不开

渔文化。最早，捕鱼和狩猎为人们提供食物，鱼

骨、兽骨是制作工具的原料之一。为了更便捷地

抓鱼，人类发明了筏，进而演化成独木舟，中国早

在几千年前就有了独木舟，再由独木舟进化成木

板船，而这些都离不开渔民的创新创造，小渔船

到商船，再发展成军舰，渔文化的每一次进步都

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前进［２５］。从江苏扬州的渔文

化博览园到湖南岳阳的洞庭湖，再从浙江各式各

样的渔文化节到重庆长寿区渔乐仙谷鱼文化智

慧小镇，这些极具地方特色与创意的渔文化成为

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与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３　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

３．１　长江渔文化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
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不断建立，

长江流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更多申报机

会，长江渔文化也得到更多认可与保证。从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来看，笔者先

是统计了长江流域内各省份渔文化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名录，然后剔除不属于长江渔文化范

畴的项目，最后经过整理，统计得到长江流域渔

文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

有６项，其中长江流域内江苏省与湖南省的长江
渔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较多，国家级项目各

有２项（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详见表１。
通过对长江流域内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渔文化项目分析得知，

长江流域的长江渔文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主要以曲艺为主，占总数的５０％，传统舞蹈位居
第二，另外，还有一项传统音乐。这与长江渔文

化的丰富性、多样化特征尚有距离。

表１　长江流域渔文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Ｔａｂ．１　Ｌｉｓｔ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申报地区或单位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ｒｕｎｉｔ
保护单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
名称

Ｎａｍｅ
公布时间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ｔｉｍｅ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江苏省

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洪泽县

ＨｏｎｇｚｅＣｏｕｎｔｙ
淮安市洪泽区老子山镇

文化广播电视服务站
洪泽湖渔鼓 ２０１４（第四批） 传统舞蹈

江苏省

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泗洪县

Ｓｉｈｏ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泗洪县文化馆 洪泽湖渔鼓 ２０１４（第四批） 传统舞蹈

安徽省

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萧县

ＸｉａｏＣｏｕｎｔｙ 安徽省萧县文化馆 渔鼓道情 ２０１１（第三批） 曲艺

湖北省

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天门市

ＴｉａｎｍｅｎＣｉｔｙ 天门市群众艺术馆 天门渔鼓 ２０２１（第五批） 曲艺

湖南省

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岳阳市

ＹｕｅｙａｎｇＣｉｔｙ
岳阳市岳阳楼区文化馆

（岳阳市岳阳楼区美术馆）

渔歌

（洞庭渔歌）
２０１４（第四批） 传统音乐

湖南省

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长沙市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Ｃｉｔｙ
湖南省文化馆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湖南渔鼓 ２０１４（第四批） 曲艺

３．２　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案例分析———
以崇明为例

３．２．１　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调查
为了精确知晓长江十年禁渔时期，长江流域

渔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笔者主要以崇明为例，

目的是为了使研究更具有借鉴价值。崇明的长

江渔文化资源丰富、历史悠久，笔者通过此案例

分析可得到具有可复制性、可移植性的路径，为

研究分析长江经济带其他渔村提供具有可操作

性的模式 ［２６］。笔者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实地考察了
上海崇明区部分景点与渔村。

为了更加贴合崇明本地的实际情况，为论文

提供有力佐证，笔者为本次调研设计了一份针对

崇明当地人、游客的调查问卷，重点是关于长江

十年禁渔时期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的评

价以及探索在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等。

数据获取途径主要是通过网络媒体以及通过笔

者实体走访崇明部分地区，涵盖包括长江第一

滩、长兴渔业村、堡渔村、渔鸿村等。通过线上沟

通、实地访谈以及填写问卷等形式，获取对长江

渔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的评价、了解程度、满

意度以及是否关心当下长江十年禁渔时期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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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等。为了找到更多调研对

象以及获取更多调研数据，笔者还将问卷以电子

形式发送给上海海洋大学学生进行填写，间接为

研究提供了部分数据。

笔者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在案例研究地区共发放
问卷２５０份，共收回有效问卷２２１份，有效问卷率
达８８．４％。１个景点、３个村落加上学校共５个
案例地的问卷数量被平均分配。问卷内容主要

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包括年龄、职业等；二是长江十年禁渔期间对长

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评价等。

在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收集整理之后，采用统

计学方法以及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分析软件对所得数
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调查研究，可以有

效获取案例研究地对象的基本信息，也可以对有

一定联系的变量进行分析，从中得到变量之间的

关系，最后分析其原因［２７］。

３．２．２　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分析
在调查问卷中，本研究设计了３个题项来分

析长江禁渔时期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对长江渔文

化保护与传承的影响，结果如表２所示［２８］。

表２　政府相关部门影响因素描述统计量
Ｔａｂ．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维度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题项Ｉｔｅｍ 均值Ｍｅａｎ 标准差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政府相关部门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重经济效益轻文化保护 ４．０５ ０．８４８
保护机制不够完善 ３．９５ ０．９１１

很支持，但没有资金投入或投入不足 ４．１１ ０．８７５

　　由表２可知，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对长江渔文
化保护与传承的影响显著。当下管理制度中长

江渔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够充分。当下长江十

年禁渔的开启，使得原本就没有受到完全法律法

规覆盖的崇明地区的长江渔文化面临比较严重

的保护与传承危机。崇明地区的长江渔文化千

姿百态、地域特色鲜明，不仅其内涵没有一个权

威性的界定，而且大量渔具、渔法等文化遗产无

法被准确认定。在当下现实管理中，文化被当成

“软”指标，做的好那是锦上添花，做不好也不至

于“丢帽子”，导致其重要性不够。对于崇明区基

层政府来说，最为关心的则是产业和经济效

益［２９］。

全国文化事业费虽稳步增长，但仅占全国财

政总支出的 ０．４２％，比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水平还
低［２９］。虽然纳入国家名录的传统村落确实可以

拿到一定财政补助，但对于数量庞大、成本较高

的地区来说，还是杯水车薪，加之大部分长江流

域渔文化保护还未被准确盘点清算，又开启十年

禁渔，这对于本身就困难的地方财政来说就更难

顾及全面，而长江流域的渔文化本身就是极具地

方特色与内涵的文化，却无法完全被列入扶持补

贴政策中，所以笔者认为开展长江渔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意义重大且较为迫切。

在调查问卷中，本研究设计了２个题项来分
析长江禁渔时期社会对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

的影响，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社会影响因素描述统计量
Ｔａｂ．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题项

Ｉｔｅｍ
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缺乏创新，展示形式较单一 ３．６３ １．０６５

商业化、商品化严重，文化保护和传承成为噱头和摇钱树 ４．００ ０．９４３

　　由表３可知，社会对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
的影响显著。传统的保护与传承路径针对长江

渔文化“活”起来的办法不多。崇明区政府相关

部门在为乡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形式较单一，

主要以放电影、送书籍等纸质资料为主。而民众

真正喜闻乐见的形式却很少见，另外青年人群是

保护与传承长江渔文化的希望，目前崇明区基础

教育也很少涉及到长江渔文化的内容，缺失了这

９２３１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３１卷

一环节。

博物馆是典藏、陈列人类文化遗产的场所，

也是起着促进保护和传承长江流域渔文化的重

要载体。中国直到２０１８年底，约１座博物馆／２６
万人，同期相较于发达国家１座博物馆／１０～２０
万人还有一定差距［３０］。当下长江流域的渔文化

博物馆基本与渔民绝缘，大多位于城市或城市附

近，有专门以长江渔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陈列

馆的渔村少之又少，使得渔民缺少对本村长江渔

文化的了解。

另外，渔民面对工商资本的竞争，在旅游这

条产业链中无论是硬件还是经营理念都缺乏竞

争力。部分渔民干脆将自己的房子一租了之，整

个渔村成了没有渔民的“空躯体”，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这对保护与传承长江渔文化更是增添了

难度。

在调查问卷中，本研究设计了３个题项来分
析长江禁渔时期民众对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

的影响，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民众影响因素描述统计量
Ｔａｂ．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题项

Ｉｔｅｍ
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民众

Ｐｅｏｐｌｅ

不能成为经济收益，无人愿意学习 ４．０５ ０．９７０
传承人的缺乏 ４．００ ０．８１６

即将被新的娱乐方式所取代 ３．８９ ０．８７５

　　由表４可知，民众对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
的影响显著。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给长江渔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带来困难。长江十年禁渔的开

始，加之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崇明区渔民普遍

兼职兼业，有的甚至远离家乡去城镇工作生活，

导致最后渔民之间关系松散，在生活和劳作基础

上开展各种渔俗活动的传统逐渐淡化甚至消失，

有的也随着关系逐渐疏远和人口流动逐渐解

散［３１］。

长江十年禁渔，使得离开渔村外出谋生的渔

民以及去城市就职的年轻人接触到不同的人、文

化、理念等，导致原本所接受的传统渔文化受到

一定冲击。流行文化、繁华生活成了这批人新的

追求目标，而长江渔文化面对这些冲击却无力招

架，不仅逐渐失去需要长时间训练才能掌握一定

技艺的传承人，而且还必须承担老一辈“手艺人”

年纪过大无法传承的风险［３２］。２０１７年发布的第
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在６３岁
左右，其中８０岁以上的占近１０％，而４０岁以下
的仅占０．６％［２９］。

当代都市流行文化逐渐成为时代文化的主

导者，渔文化不断被边缘化，随着时间推移以及

科技进步，越来越多崇明区渔民的空闲时间以当

下流行文化为主，长江十年禁渔的开始，也逐渐

使得渔民减少劳作时间，自然对传统渔俗活动兴

趣逐步降低，转而奔向看电视等其他娱乐活

动［３３３５］。另一方面，长江流域部分渔村为迎合当

地旅游趋势，过度扭曲甚至捏造渔文化，出现“伪

渔俗”现象。

３．２．３　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面临的主要问题
地方管理与治理能力比较薄弱，影响长江渔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长江渔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需要社会各界协同配合，地方相关部门在其中起

主导和中坚作用。然而，从总体上看，长江流域

地区还未对长江渔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予以足够

重视，相关开发规划、财政支持、人才配置等跟不

上形势发展需要。虽然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

政管理监督办公室等部门，对长江渔文化保护与

传承非常重视，但是由于认知比较局限、地方管

理和治理能力相对薄弱，在具体实施中仍不尽人

意，存在很多亟需亡羊补牢的短板。

地方对经济发展存在急功近利因素，致使部

分地区的长江渔文化保护让位于经济效益。一

些地方和渔业经济主体，作为一些长江渔文化经

营项目的主要策划者、执行者，多以渔业经济效

益为重，从市场角度出发谋篇布局，有的甚至不

惜透支长江渔文化遗产发展渔业经济，只注重短

期回报而忽视长期社会效益。进而导致对长江

渔文化的了解浮于表面，在实际操作中无法正确

体现甚至曲解长江渔文化的价值［３４］。

长江渔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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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江居民的生产生活，相较于现代流行文化具

有一定传统性、民间性，在长江流域的青年人眼

中，长江渔文化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不时尚”的标

签，对其历史、科学、人文和社会价值缺乏深刻认

识。另外，由于长江流域的渔民数量变少，年纪

增长，年轻人不愿留在渔村，导致越来越多的民

众对于长江渔文化的保护意识越来越淡薄，对开

发商不合理地开发长江渔文化资源不闻不问，更

多只是关心开发后是否有补贴等实际利益。缺

乏文化自觉，保护和传承意识淡薄，影响了长江

渔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３４］。

４　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建议

４．１　完善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法治与机制
长江十年禁渔开启，作为长江渔文化延续的

主要因素———渔民退出渔业、逐步老去，传统渔

村渔港风貌濒临破坏和消失，具有存世价值的渔

具渔法面临断代……，所以当务之急是做好长江

渔文化资源的普查工作，对长江流域重点区域的

渔具渔法、渔风渔俗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地毯式”挖掘与普查，通过录音录像、拍摄照

片、采访相关渔民等，掌握长江渔文化资源的总

体状况。在此基础上，完善政策法规、体制机制

等法治保障；分门别类、科学评价、策划应急预案

和治理措施；编撰囊括渔船、渔具、渔法、渔灯、渔

曲、渔俗等为内容的《长江渔文化资源调查报

告》，做好长江渔文化资源的评估、分类与可持续

发展方案。对其中具有重要历史、科学和艺术价

值的长江渔文化资源，建议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重要保护工程；对有文博展示和社会教育价值

的长江渔文化资源，纳入当地已有文博场馆予以

保护展示或纳入文博事业发展规划，或专门规划

建设“长江渔文化博物馆”；在国家地方志工作

中，单列《长江渔业志》，纳入国家志书编撰规划，

使长江渔文化得到持续挖掘、保护与传承［３５］。

４．２　加强对长江渔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保护
当下，长江流域的大部分渔文化非遗项目处

于濒危状态，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也特别艰难［３６］。

首先，应加强长江流域内各省市渔文化非遗项目

及其传承人项目名录的完善，其次除了常规保护

措施，应在此名录基础上建立长江渔文化传承人

的数字档案，针对其开展有效的数字化保护。例

如，记录传承计划的目标与执行过程，保护与传

承的流程与措施，培养传承人的政策保障与工作

机制，传承研讨与交流情况等。相关部门应加紧

在长江十年禁渔之际同步完成抢救性记录工作，

以防止传承人过世造成的信息记录不全等结果。

针对记录好的成果，应该同样进行数字化整理，

设立专门部门建立专门档案室进行保存，最终形

成一套完备的长江渔文化传承人数据库［３７］。

４．３　加强长江渔文化的宣传应用与活态传承
长江渔文化是活态文化，只有加强传承和应

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发展链，才有生命力、

发展力，才有助于实现长江渔文化资源的新陈代

谢和长远发展。保护长江渔文化，是特定历史时

空的特定任务和使命。一方面需要站在政治和

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

承的意义，建立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管理体

系和管理办法，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普及长江渔

文化知识，提升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意识；另

一方面要加强对长江渔文化的综合、系统和动态

的活态保护，以文化经济学、渔业经济管理等理

论为指导，强化对长江渔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应

用，努力让长江渔文化的传承链、应用链、创新链

切实动起来、活起来，从而更好地实现长江渔文

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

４．４　加强长江渔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与开发
文化只有历久弥新才会有生命力。保护和

传承长江渔文化，需要加强长江渔文化的创新与

转化。长江渔文化具有多样化的典型特征，这种

多样化也为长江渔文化创新与转化提供了宝贵

源泉。时代在发展，文明在进步，只有不断创新、

转型与变革，长江渔文化才能焕发新机，永葆生

命力。对此，有必要通过政策设计、人才培训、文

化推广、定向指导等措施，对长江流域不同地方、

不同民族、不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制定不同渔

文化创新与转化策略。比如，政府可提供相关政

策、孵化资金、建设专项等，推动长江渔文化的创

新与转化。如在长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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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地方发展的经验，

利用长江丰富的渔村、渔港、作业物种、渔具、渔

船等，发展渔文化产业，开发富有特色的长江渔

文化产品及其衍生产品，在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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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品消费需求之际，潜移默化地使长江渔文

化的保护理念深入人心，从而取得两全其美的效

果。

参考文献：

［１］　杨洁，张霄飞．坚持科学发展观 构建富有活力的长江经

济带［Ｊ］．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０６（７）：５０５２．

ＹＡＮＧＪ，ＺＨＡＮＧＸＦ．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Ｙａｎｇｔｚ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ｌｔ

［Ｊ］．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７）：５０５２．

［２］　张晓雨．长江流域自然资源与文化结点通览［Ｍ］．石家

庄：河北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１．

ＺＨＡＮＧＸＹ．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ｏ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Ｍ］．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Ｈｅｂｅｉ

ＦｉｎｅＡｒｔ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１．

［３］　陆思贤．在“长江文化”中见到的“渔猎文明”的曙光

［Ｊ］．东南文化，１９９３（３）：２２３１．

ＬＵＳＸ．Ｔｈｅｄａｗｎ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ｈｕｎｔｉｎｇ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ｎ

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９９３

（３）：２２３１．

［４］　黄金辉．长江流域文化的特征及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

［Ｊ］．社会科学，１９８７（８）：３６３９．

ＨＵＡＮＧＪＨ．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ｖａｌｌｅｙ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Ｊ］．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８７（８）：３６３９．

［５］　石磊．从考古资料和民族志资料看中国史前人类的捕鱼

方法［Ｊ］．史前研究，２００６：１９５１９８．

ＳＨＩＬ．Ｏ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Ｊ］．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００６：１９５１９８．

［６］　陈飞，孙艳霞．浅谈屈家岭文化中的典型陶器［Ｊ］．设计

艺术研究，２０１７，７（６）：１２１７．

ＣＨＥＮＦ，ＳＵＮＹＸ．Ａ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ｏｔｔｅｒｙｉｎ

ｔｈｅＱｕｊｉａｌ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７（６）：

１２１７．

［７］　刘不朽．鱼凫氏 鱼国与古三峡地区的渔猎文化 《三峡探

奥》之七［Ｊ］．中国三峡建设，１９９８（７）：３７３９．

ＬＩＵＢＸ．Ｙｕｆｕ’ｓｆａｍｉｌｙ，Ｙｕｇｕｏ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ｈｕｎ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ａ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１９９８（７）：３７３９．

［８］　王鲁昌．汉乐府诗《江南》臆说［Ｊ］．文史知识，１９９２

（１０）：６１６４．

ＷＡＮＧＬＣ．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Ｙｕｅｆｕｐｏｅｍ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ｉｎｔｈｅ

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９２

（１０）：６１６４．

［９］　朱秀芳．长江水系四大家鱼遗传多样性研究［Ｄ］．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２０１２．

ＺＨＵＸＦ．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ｊｏｒｃａｒｐ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Ｄ］．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

［１０］　柳臖．新型稻田综合种养的浙江模式［Ｊ］．农家参谋，

２０１２（９）：４６４７．

ＬＩＵＪ．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ｄｄｙｆｉｅｌｄ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２０１２（９）：４６４７．

［１１］　焦雯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

统［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４（５）：

１．

ＪＩＡＯＷＪ．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ｉｃｅｆｉｓｈ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Ｑｉｎｇｔｉａ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７，３４（５）：１．

［１２］　吴怀民，叶明儿，楼黎静，等．湖州桑基鱼塘生态系统保

护的现状与规划［Ｊ］．蚕桑通报，２０１７，４８（２）：４０４２，

４７．

ＷＵＨＭ，ＹＥＭＥ，ＬＯＵＬ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ｇｊｉｆｉｓｈｐｏｎ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ｎ

Ｈｕｚｈｏｕ［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Ｓｅ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７，４８（２）：４０４２，

４７．

［１３］　沈文泉．新时代桑基鱼塘系统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研

究———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云豪家庭农场为例［Ｊ］．遗

产与保护研究，２０１９，４（１）：３４３８．

ＳＨＥＮＷ Ｑ．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ｕｌｂｅｒｒｙｂａｓｅｄｆｉｓｈｐｏ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ｔｉｍｅｓ———ｔａｋｉｎｇＹｕｎｈａｏｆａｍｉｌｙｆａｒｍｉｎＮａｎｘｕｎ

Ｈｕ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４（１）：３４３８．

［１４］　张静宜，陈洁，张灿强．长江禁渔应重视保护渔文化

［Ｊ］．农产品市场，２０２１（１６）：２８２９．

ＺＨＡＮＧＪＹ，ＣＨＥＮＪ，ＺＨＡＮＧＣＱ．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ｐａｉ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ａｎ［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Ｍａｒｋｅｔ，２０２１（１６）：

２８２９．

［１５］　汪扬，陈益．建议尽快出台长江、洞庭湖重点水域水生外

来物种防治措施［Ｊ］．民主，２０２１（８）：２７．

ＷＡＮＧ Ｙ，ＣＨＥＮ 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ｑｕａｔｉｃ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ｋｅｙｗａ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ＤｏｎｇｔｉｎｇＬａｋｅ

［Ｊ］．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ｏｎｔｈｌｙ，２０２１（８）：２７．

［１６］　周洁．“十年禁渔”元年：打击整治护长江［Ｊ］．人民公

安，２０２１（１７）：７１２．

ＺＨＯＵＪ．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ｏｆ“ｔｅｎｙｅａ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ａｎ”：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ｄｏｗｎ

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Ｊ］．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ｏｌｉｃｅ，

２０２１（１７）：７１２．

［１７］　许宫秀子．长江禁渔后退捕渔民就业和生活安置问题研

究［Ｊ］．中阿科技论坛（中英文），２０２１（４）：１６１８．

ＸＵＧＸＺ．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ｉｖｉｎｇ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ａｆｔｅ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ａｎｏ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Ｊ］．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Ｓｔａｔ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ｕｍ，２０２１（４）：

１６１８．

［１８］　魏山忠．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 切实履行水利部门法定职

责［Ｊ］．中国水利，２０２１（４）：３４．

ＷＥＩＳＺ．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ｌａｗｆｕｌｄｕｔｉ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２３３１



５期 步　宇，等：关于加强长江渔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ｅａｒｎｅｓｔｌｙ［Ｊ］．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２１（４）：

３４．

［１９］　吕志祥，成小江．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路径论析

［Ｊ］．林业经济，２０１９，４１（７）：３６４０，４７．

ＬＹＵＺＸ，ＣＨＥＮＧＸＪ．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ａｔｈ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Ｊ］．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９，４１（７）：３６４０，４７．

［２０］　齐瑶旒，晏翔．司法机关强力护航长江禁捕［Ｊ］．法制与

社会：锐视版，２０２１（１）：５．

ＱＩＹＬ，ＹＡＮＸ．Ｃｈｉｎａ’ｓ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ｔｏｇｕａｒｄ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Ｊ］．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１（１）：５．

［２１］　王心喜．中华第一舟———杭州跨湖桥遗址古船发现记

［Ｊ］．发明与创新（综合版），２００５（８）：４０４１．

ＷＡＮＧＸＸ．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ｂｏａ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ｒｏｓｓｌａｋｅｂｒｉｄｇｅＫｕａｈｕｑｉａｏ［Ｊ］．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８）：４０４１．

［２２］　胡江华．文化资源优势创新对江西经济发展的价值研究

［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０６．

ＨＵＪＨ．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Ｊｉ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６．

［２３］　周生贤．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Ｊ］．环境保护，２０１２（２３）：８１２．

ＺＨＯＵＳＸ．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ｏｖ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ａ

ｎｅｗｅｒａ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２３）：８１２．

［２４］　日下公人．新文化产业论［Ｍ］．范作申，译．北京：东方

出版社，１９８９．

ＫＵＳＡＫＡＫ．Ｔｈｅｎｅｗ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Ｍ］．ＦＡＮＺ

Ｓ，ｔｒａ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Ｌｔｄ．，１９８９．

［２５］　刘红梅．我国渔文化保护和发展探析［Ｊ］．农村工作通

讯，２０１３（５）：５６５８．

ＬＩＵＨＭ．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ＡｂｏｕｔＷｏｒｋ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

２０１３（５）：５６５８．

［２６］　杨庄．民族村寨的红色文化传播与乡村振兴实践研究

———以建始县店子坪村为例［Ｄ］．恩施：湖北民族大学，

２０２１．

ＹＡＮＧＺ．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ｅＤｉａｎｚｉｐ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Ｄ］．

Ｅｎｓｈｉ：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２０２１．

［２７］　孙聚兴．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以石家庄市为例

［Ｄ］．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２０１２．

ＳＵＮＪＸ．Ｒｕ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ｃｉｔｙ［Ｄ］．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２．

［２８］　陈洁，吴沛丽，殷红梅．旅游开发下民族文化变迁与保护

研究———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Ｊ］．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３２（５）：６８７３．

ＣＨＥＮＪ，ＷＵＰＬ，ＹＩＮＨ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ＺｈａｏｘｉｎｇＤｏ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６，３２（５）：６８７３．

［２９］　张灿强，龙文军．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与传承路径

［Ｊ］．中国农史，２０２０，３９（４）：１１５１２２．

ＺＨＡＮＧＣＱ，ＬＯＮＧＷ Ｊ．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ｌｅｍｍａ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ｐａｔｈ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０，３９（４）：１１５１２２．

［３０］　曹兵武．博物馆热·博物馆学·博物馆文化———博物馆

发展的关键是博物馆人［Ｊ］．中国博物馆，２００８（３）：９

１５．

ＣＡＯ Ｂ Ｗ． Ｔａｌｅｎｔ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ｍｕｓｅ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ｕｓｅｕｍ，２００８（３）：９１５．

［３１］　苗海民，张顺莉，朱俊峰．农民工家属选择性迁移对土地

流转的影响———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

经验分析［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１（８）：２４４２．

ＭＩＡＯＨＭ，ＺＨＡＮＧＳＬ，ＺＨＵＪ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ｎ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２１（８）：２４４２．

［３２］　于洋．浙江舟山渔村文化变迁———以蚂蚁岛“渔嫂生活”

为例［Ｊ］．中国渔业经济，２０１７，３５（４）：１００１０５．

ＹＵＹ．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ｉｎＺｈｏｕｓｈａ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ｆｅｏｆｙｕｓａｏｉｎＭａｙｉ

ｉｓｌａｎｄ［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７，３５（４）：

１００１０５．

［３３］　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王家新，黄永林，等．中

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Ｊ］．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４６（４）：１０１１１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ｕｒ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ｏｉ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ＡＮＧＪＸ，

ＨＵＡＮＧＹ Ｌ，ｅｔａｌ．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ｕｒ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４６（４）：１０１１１１．

［３４］　吕晓婷，林丹静，夏懿，等．浙江海洋渔文化保护与开发

的困境和出路———以浙江宁波象山县为例［Ｊ］．中国战略

新兴产业，２０１８（１０）：１６１７．

ＬＹＵＸＴ，ＬＩＮＤＪ，ＸＩＡ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ａｎｄ

ｏｕｔｌｅ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Ｎｉｎｇｂｏ，Ｘ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１８（１０）：１６１７．

［３５］　龚良，毛颖．文博事业发展要契合社会与民生要求———

龚良院长专访［Ｊ］．东南文化，２０１０（５）：１２１８．

ＧＯＮＧ Ｌ， ＭＡＯ 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ｋｅｅｐ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ｃｕｒａｔｏｒＧＯＮＧ Ｌｉａｎｇ［Ｊ］．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０（５）：１２１８．

［３６］　刘德龙．坚守与变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

护中的几个关系［Ｊ］．民俗研究，２０１３（１）：５９．

ＬＩＵＤＬ．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Ｊ］．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３（１）：５９．

［３７］　庄新雪．鄂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现状及

３３３１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３１卷

对策研究［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１７．

ＺＨＵＡＮＧＸＸ．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Ｔｕｊｉａ’ｓ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ｕｂｅｉ［Ｄ］．Ｗｕｈ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Ｄｉｓｃｕｓｓｏ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ＢＵＹｕ１，ＮＩＮＧＢｏ１，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Ｏｃｅ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１０ｙｅａ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ａｎｏ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ｈａｓｒａｉｓｅ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ｓｓｕ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ｅｎｙｅａ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ａｎｏ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ｉｓｕｒｇｅｎ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ａｋｅｓ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ｓａ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ｓｐｏｔ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ＰＳＳ２０．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ｏｓｕｍｕｐ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ｎｏｔ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ａｃｈｔｏｏｍｕ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ｎｅｇｌｅｃｔ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ｉｓｗｅａｋ．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ｏｍｅ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ｅｗｉｌ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ｋｉｌｌ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ｉ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１０ｙｅａ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ａ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４３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