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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渔文化传播路径的思考 

赵 爽，王 源，程镇燕，孙金辉，张 莹，乔秀亭* 

天津农学院水产学院  天津 

【摘要】随着时代进步，信息传播的途径逐渐多样化，给人们带来丰富体验感的同时，也为文化传播

创造了新的机遇。渔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是“文化自信”的典型代表，因此将优秀的渔文

化传承并发展下去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义务。本文对新时代渔文化的传播途径从互联网平台、教育事业和文

旅产业三方面进行了阐述，并对传播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期为促进新时代渔文化的高质

量传播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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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e way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have gradually di
versified, which not only brings people a rich sense of experience, but also creat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ishing culture is a typical repr
esenta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herefore,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to inherit and develop
 excellent fishing cultur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ransmission routes of fishing culture in the new era fr
om three aspects: Internet platform, educa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analyzes the possible prob
lems in the dissemination process, hoping to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
ty dissemination of fishing cultur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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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拥有 5000 年历史的国家，中华文化

历经数千年的演变与沉淀带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渔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是渔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所积

累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承载着世代渔民的劳动

果实与智慧，是推动渔业发展以及历史进步的精神

动力。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文化自

信”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讲话上对“文

化自信”特别加以阐释，文化自信是根本，提高文

化软实力与国运息息相关。探究渔文化的传播途径，

传承并发展渔文化对弘扬民族文化以及优化我国渔

业产业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传统的文化传播途径主要包括商业活动、教育

和文娱活动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中

国已经进入互联网的时代，因此在文化传播途径上

不仅可以利用传统的教育、文娱等，互联网也成为

渔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本文将新时代渔文化

的传播途径从互联网平台、教育事业以及文旅产业

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1 将渔文化与互联网相结合 
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的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 10.32 亿，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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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普及率达到了 73.0%。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 2.8
4 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 57.6%。由此我们可

以看出，中国网络基础设施全面建成，网民规模稳

步增长，互联网普及范围逐渐扩大，覆盖全面。中

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互联网的普及使

得大数据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将互联网与

渔文化相结合是顺应时代的产物。 
利用互联网的便捷之处传播、发展渔文化主要

有以下几种途径： 
1.1 建立渔文化主题网站、微信公众号、小程序

等。将渔文化的相关内容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分类，

并及时更新相关的活动讯息如：在开洋节、渔民节

等重大渔民节日之际将相关的节日资讯在网站或者

公众号进行实时推送，拓宽传播范围，使更多的人

可以感受并了解到中国传统渔文化的魅力；此外，

还可以在小程序里设置一些有关渔文化的单机小游

戏，例如：渔文化知识竞答、街机捕鱼、传统鱼画

填色等等充满趣味性的小游戏。这些可以让用户在

愉悦身心的同时了解渔文化相关的内容，丰富人们

学习渔文化知识的途径； 
1.2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电子游戏在人们的

生活中也更为普遍。人们不再需要有电脑才可以玩

游戏，通过一部手机即可达到游戏的目的。其实，

渔文化已经渗入到了我们常见的游戏里，《摩尔庄

园》手游的上线是很多 90 后玩家对童年的回忆，游

戏设定里有许多捕鱼的任务以及场景，这是渔文化

在游戏中的体现；switch 中的《分手厨房》游戏，

有些关卡需要对鱼、虾等食材进行烹煮、摆盘最后

将菜品完成过关，这是渔文化中“饮食文化”的体

现……将渔文化的元素融入进电子游戏这种新兴的

传播手段将使渔文化的受众群更加年轻化，拓宽了

渔文化的传播范围[2]； 
1.3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国现在已

经进入了新媒体时代，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产业的

发展也为渔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新媒体较

传统的电视、电影、报刊具有时效性、真实性、互

动性、娱乐性的优点。通过短视频记录渔民生活，

渔村风貌、渔民的传统美食、渔家的歌舞、出海捕

鱼的日常等等，拍摄成短视频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使

更多的人了解沿海人民的日常生活，了解到渔文化

中的建筑文化、服饰文化、捕鱼文化等等。首先文

化的传播第一要义是能够使人们知晓，之后才会吸

引那些感兴趣的人来深入了解从而达到渔文化传播

的目的，短视频则是为渔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平台。 
短视频行业的高度发展催生出了一个新的产业

——网络直播。享受着科技为生活带来的便捷，人

们观看直播不需要像最初那样只能通过电脑观看，

智能手机的发展使人们随时随地可以观看需要的内

容。而且直播间通过弹幕留言的方式，使观众可以

随时的提出问题、发表建议与直播人员互动，具有

很强烈的真实感与参与感。网络直播顺应了时代的

潮流，人们可以从直播中了解和获取各种实时信息，

通过直播的方式传播具有我国特色的渔文化，深入

了解渔民的衣食住行，欣赏沿海地区美丽的风景，

观看渔民盛大节日等。而且可以通过直播带货的方

式售卖渔民的商品，解决渔民售卖难、信息渠道窄、

信息不流通的问题，从而拉动农产品的售卖带动渔

民经济的发展。 
中国已经进入到了“网民”时代，抓住这个机

会将可以大幅度提高渔文化的传播效率。如今已有

百度、微博、腾讯新闻、知网等各种新媒体平台方

便人们随时随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只要在检索栏

中输入关键词“渔文化”我们就可以获取相关各类

资讯。然而这种方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传播方式

过于碎片化、质量参差不齐等。因此这就要求水产

科技人员在工作中要更加严谨，提供更加丰富、专

业的渔文化内容，以保证将渔文化高质量的传播。 
2 将渔文化与教育事业相结合 
教育是根本，渔文化的传播绝不能缺少学校这

个重要环节。 
2.1 在中小学教材中增加与渔文化相关的文章、

古诗词等，以及将渔文化渗透到课外活动当中，增

加学生接触中国传统渔文化的机会，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具体有下列几种方式： 
（1）在课本中适当增加渔文化相关的内容。例

如：在生物课本中鱼的特征结构那一节适当增加鱼

的种类并配好图片，让学生可以对鱼的种类有更加

广泛的了解；在语文课本里则可以增加像李曾伯《舟

过霅川二首•其一》、郑谷的《淮上渔者》等有关“渔”

的诗词歌赋或者渔文化相关的文章、传说等；在美

术课中请专业的老师教给学生制作剪纸、鱼灯等渔

民的传统手工作品以及画鱼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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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渔文化”活动基地、组织学生去渔

文化主题馆参观。宁波的中国渔文化艺术村是象山

教育局投资建设的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基地。艺

术村有展厅、宿舍、餐饮等多个功能板块，配备专

业的教学设备以及设置了专门的教室供学生学习

“陶艺制作”、“中国鱼拓”、“朽木化鱼”等十

多门课程，为中小学生了解自己的家乡、了解中国

渔文化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平台； 
（3）举办中小学生“渔文化”诗歌朗诵大赛等。 
2.2 在高校可开设相关渔文化的选修课、建立渔

文化主题馆、创立渔文化社团以丰富大学生的渔文

化知识，可以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去沿海地区实地感

受渔民的生活、举办渔文化有关的知识竞赛等。将

渔文化渗入到学子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在学习中了

解渔文化，在了解渔文化的过程中也可以不断丰富

自己的知识内容开阔眼界。特别是水产高校应增加

有关渔文化的研究方向培养专业型人才。 
2.3 建议中国水产学会以及各地方水产学会以

科普的方式，在各地开展一些渔文化观赏、中国渔

文化讨论会等活动。 
3 将渔文化与文旅产业相结合 
渔文化与文旅产业相结合最标志性的产物就是

休闲渔业。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渔文化的研究日益得

到人们的重视，以渔文化为主要对象的休闲渔业也

得到发展。渔文化为休闲渔业的发展提供了内容，

休闲渔业为渔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空间。 
3.1 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城市居民的压力越来越

大，越来越多的人们喜欢在假期去往安静的乡下放

松心情。渔文化度假村就是人们优质的选择，渔文

化度假村涵盖了渔村建筑、餐饮住宿、文创、休闲

娱乐等多个方面。在这里人们可以亲近自然、捕鱼

品鱼、欣赏渔家传统的歌舞、穿戴特色精美的渔家

服饰、首饰等，是渔文化与旅游产业、艺术、餐饮

文化相互交融的体现[5]。 
旅游度假村模式的兴起带动了沿海渔村旅游业

的发展，渔村通过开发老街、渔文化餐饮、文创产

品、特色品牌节日等，建立起当地的特色，吸引大

批游客前来。一方面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同时

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休闲娱乐、文创产业的总

体发展[5]。渔文化是渔村文创产品的核心，如象山

的剪纸[4]、鱼拓、天津的杨柳青年画等在当地都设

置有专门的展厅供游客欣赏渔文化的“艺术美”。

除此之外，还有围绕“饮食文化”为特色的旅游度

假村，如挖掘利用“蟹文化”资源的苏州阳澄湖莲

花岛，因当地盛产阳澄湖大闸蟹因此开发了多家蟹

庄与农家乐。游客既可以品尝到美味的阳澄湖大闸

蟹又可以游湖观景、休闲娱乐。香港南丫岛渔民文

化村、多玛乐园、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等都是将渔

文化与文旅产业相结合传播渔文化的优秀例子。 
虽然近些年休闲渔业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

还存在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要重视渔文化村的

建设，尽最大限度将渔文化村的理念普及到沿海地

区的各个渔村。力求做到各个渔村都可以充分利用

自己当地的特色建立起属于本村的文化品牌，将渔

文化保护并传承下去同时加快渔村的建设、拉动渔

村的经济发展； 
3.2 除了渔文化度假村的形式外，如今我国已经

涌现出如中国开渔节、贝类文化节、渔文化节等多

种形态，以渔文化为应用资源，一方面宣传当地的

渔文化，一方面利用当地特色的渔文化开创独属于

自己的品牌节日带动当地休闲渔业的发展。例如著

名的品牌节日中国象山的开渔节、上犹渔文化旅游

节、查干湖冬捕等。下面将以“查干湖冬捕”为例

叙述渔文化与文旅产业相结合对于渔文化甚至渔业

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查干湖冬捕是起源于辽金时期的一种原始捕鱼

方式，属于渔文化中的渔猎文化。在一千多年前的

辽代，辽帝每逢春季便会来到查干湖，在冰面搭起

“牙帐”。在帐篷里将冰面磨到最薄直至可以看到

鱼儿在湖里游动，和群臣一起欣赏。欣赏过后凿开

冰面将鱼取出烹调，这第一顿鱼肴便被称为“头鱼

宴”。从此，破冰捕鱼的习俗在北方开始流传开来。

随着时代的变迁，冬季破冰捕鱼逐渐成为一种普遍

的谋生手段，但由于传播途径的有限90年代以前“查

干湖冬捕”还鲜为人知。90 年代以后随着新媒体、

节日已经大众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促使“查干湖冬捕”

这一文化遗产越来越被大众熟知得到了巨大的发

展，成为了松原的品牌节日。如今的“查干湖冬捕”

内容极为丰富，每年一月份左右开始为期一个月，

届时会举办盛大的节日庆典，有祭祀、歌舞等形式。

除此之外，随着时代的进步出现了冰上摩托等游戏

形式。也正因对这一文化遗产的重视与发展，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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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传统渔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价值[1]。 
4 新时代传播渔文化应注意的问题 
4.1 加强网络监管力度。互联网平台多，内容广

泛，获取成本低，因此要加强网络监管力度，避免

只是想利用渔文化“博眼球”获取利益却不真实的

内容出现。要实事求是，提高互联网内容水平； 
4.2 培养渔文化专业型人才，为渔文化的传承以

及传播提供专业的技术、知识支持； 
4.3 相关政府加强支持和引导。对于渔文化节日

的举办或者渔文化村的的建设提供必要的帮助以及

监管，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宣传和监管的作用。为

渔文化的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4.4 加强休闲渔业品牌建设。不可出现华而不实

的现象，不仅要名声响的远更要有实打实的内容。

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完善品牌设施； 
4.5 拓宽休闲渔业的范围。不要仅局限在沿海的

渔村，利用城市的会展、博物馆、广告业等，发展

适合城市的休闲渔业； 
4.6 重视当地优秀人才的培养。人才不一定只能

来自于高校，世代生活在渔村的渔民对本地的历史、

文化以及习俗更为了解。重视当地的人才培养，培

育“新型渔民队伍”，带动当地文化、经济的发展[7]； 
4.7 保护自然，合理开发。在沿海地区进行开发

时，一切行动都要以坚持生态优先为原则，不得过

度开发、利用，保护好本地独特的原始风貌[7]。 
5 结论 
顺应时代的发展，新时代渔文化的传播途径更

为广泛，覆盖的人群数量也更加庞大，我们要抓住

机遇，使更多的人了解渔文化，将中国传统的渔文

化保护并且传承下去。同时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

问题，机会多了问题自然也就多。因此，新时代传

播渔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保持严谨、求实的态

度，这就要求水产科技人员以及相关的文化工作者

要更加深入、严谨的去发掘渔文化并积极主动地宣

传渔文化。另外我们要重视文化渔村的建设，渔村

是渔文化的根基，对渔文化的研究离不开渔村并且

对渔文化的研究发展可以带动渔村的产业和经济的

发展，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文化自信是根本，渔文

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分支，要“加

快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究并

传承、发展渔文化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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