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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本研究是以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小岞镇的鱿鱼为研究对象，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

角度对该镇的鱿鱼垂钓作业做一考察。该镇的鱿鱼捕捞产量在国内长期居于前列，即

使当今社会有越来越多的沿海地区加入了鱿鱼捕捞之列，小岞生产的鱿鱼在人们的心

目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调查发现，小岞地区鱿鱼的捕捞、加工、售卖等与其

他地方相比有其特殊性，同时此因素也使得该地区及周边的乡民予以鱿鱼更多的附加

价值。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岞地区与外界的互动不断增多，使得此地的年轻人

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小岞而入职其他行业，因而从事渔业捕捞的人不断减少。本文即致

力于鱿鱼垂钓作业的准备工作、生产与消费、捕鱼组织群体、鱿鱼对乡民生活的影响

等方面的研究，在分析海洋作业与鱿鱼生产的历史、发展变迁等的基础上，以鱿鱼捕

捞为切入点探求海洋作业对该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通过研究

发现，鱿鱼捕捞作业不仅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渔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对本地的生

计方式、饮食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均有极大的影响。 

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交待本文的研究缘起、方法、意义及困境，阐述海

洋作业、鱿鱼、非正式群体等相关概念，并简要回顾国内外关于海洋文化、海洋作业、

鱿鱼等方面的相关研究。第二章简要介绍田野调查点的基本情况，阐释该乡民社会的

自然与社会文化背景等。第三章叙述鱿鱼垂钓的准备工作以及海上鱿鱼捕捞作业的概

况。第四章分析鱿鱼捕捞组织群体的组成及关系，并探讨其群体特点，加深对此群体

的认识。第五章分析海洋作业对社区乡民产生的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影响。第六章对以

上内容进行简要总结。 

 

关键词：海洋文化；鱿鱼垂钓；惠安小岞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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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loligo in the Small Zuo of Hui’An， Quanzhou， 

Fujia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squid 

fishing operations of the town to do an inspection. Town of squid fishing output has 

been among the best in the country， even in today's society more and more coastal 

areas to join squid fishing out small Zuo production of squid still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people's minds. The survey found that Small Zuo squid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are compared with other places， has its own 

peculiarities， but also precisely because of this the place Fangxiang Min be more 

added value squid.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Small Zuo region to 

inter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s increasing， so that the young people here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out of the Small Zuo has landed a job in other industries， people 

engaged in fishing declining. Preparatory work that is committed to squid fishing 

operation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ishing organizations， groups， squid 

villagers life and other aspects of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marine 

operations and squid production history， development changes squid fish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marine operations for the region's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other aspec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quid fishing operations 

not only increase the income and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fishermen， 

and the villages a way to make a living， eating habits， ideas and other aspects have 

great impact.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explain the origin， 

methods， significance and the plight of marine operations， squid， informal groups 

and other related concepts， and a brief review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ine operations and squid life. The second chapt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community cases， knowledge of the presence of groups of natural，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Chapter 3 describes the preparation and study of squid fishing at 

sea squid fishing operations overview. The fourth chapter analyzes the composi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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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V

the groups and relationships of squid fishing organizations， and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and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group. The 

fifth chapt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arine operation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villagers. The sixth chapter a brief overview and do a brief 

summary of the above sections. 

Key words: marine culture; loligo fishing; Small Zuo of Hui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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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选题背景 

选择惠安县小岞做为田野点，首先它是境内少有的海洋文化保持较为完整

的区域，近现代由于鱿鱼垂钓业的不断发展、变迁，对该镇渔民的生产、生活等

产生显著影响，鱿鱼干更是成为小岞的象征性符号，小岞因为鱿鱼干而让很多人

记住了它。其次因 2011 年夏天跟随余光弘老师与杨晋涛老师去福建省其他渔村

进行田野调查，加之笔者所成长的江苏省连云港市堆沟港镇二十年前也盛产海产

品，所以对海洋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有很强的兴趣。 

2012 年春节后，曾少聪老师建议我到小岞做田野调查，并在曾老师的联系

和帮助下，跟随着惠安县宣传部林瑞峰部长、小岞镇吴锡平副镇长第一次去了小

岞。到达之后，向雷小全镇长和其他政府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此行的缘由，即选取

一个海洋文化保存得比较好的社区，以深入探析海洋文化。我和他们交流后，得

知小岞是惠安传统文化保存 完整的地方，因为其特殊的半岛地形，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才较多地与外界联系。在其后的几天观察中，我也欣喜地发现这里

真的与众不同，表现在人们的穿着、男女分工、生产习俗、生命礼仪、宗教信仰、

饮食文化等诸多方面。经过其后半个多月的了解和调查，发现若撰写民族志包括

的内容将会非常多样，笔者因水平有限，所能做的可能仅仅是泛泛而谈而不够深

入。于是决定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既可以凸显该区域海洋文化又和当地人的生

活密切联系的生计方式——鱿鱼垂钓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意义 

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探索人类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人

类如何适应环境以及环境因为人类的行为而发生了哪些改变。其中生计方式直接

体现了人类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在所处的环境中生活。 

在中国历史上，对农耕文化的研究较多，而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较少。在这有

限的研究中，以民族学的角度对某一海洋作业的研究更是为数不多。而现在中国

社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陆地文化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先辈们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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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洋相关文化渐渐消失。于是本文选取了小岞的鱿鱼垂钓作为研究对象。 

泉州惠安小岞是一个典型海洋文化区域，因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得其传统

的渔业社会文化保存的较为完整，非常庆幸可以在导师曾少聪的引领下对其做深

入调查和研究。本文从鱿鱼生产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生计活动切入，通过对该乡民

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的参与观察以及对这一地区海岸线的开发利用历史的了解与

记录，进而扩展到对该区域沿海的生计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第二节 相关概念 

 

海洋概念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有人从资源的角度看，海洋是人类尚未

充分开发利用的资源宝库。从土地角度看，海洋是我国 300 万平方公里神圣不可

分割的国土。从这些不同海洋概念的提出，可看出其复杂性和综合性。但可以肯

定的是，海洋首先是一个地理的区域概念，而其内涵与外延是随着人类开发利用

海洋的程度而不断扩延和综合的。美国学者 Rc 赖纳(Petercry Tumer)和 J.M 阿姆

斯特朗(Jom M Armstrong)就认为海洋包括自然、管理和管辖三大范围。①本文中

所讨论的海洋概念侧重其自然部分。 

海洋社会，指直接或者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

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

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海洋社会群体聚结的地域，如临海港市、岛屿和传

统活动的海域，组成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区域社会一般包括陆地海岸带、岛屿和

海域，其划分可大可小，即可以跟行政区域契合，但又可不尽相同。   

海洋社会与陆地农业社会相比较的主要特点是人口的流动性与社会的开放

性。海洋文化作为一种人文类型，它的前提是直接或间接的海洋活动，而其 基

本、 持久和 具普遍性的海洋活动是航海；其次，海洋文化在不同的海洋沿岸

国家或者岛国呈现不同的发展模式，本没有优劣之分，而水平之高低，速度之快

慢，在于他们是否抓住发展的机遇，采取的文化策略是否得当。② 

渔业，狭义的渔业一般是指水产动植物的采捕事业，即传统意义上的渔业。

                                                             
① 卜坚凡编：《现代管理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2 页。 
② 参引杨国桢主编《海洋与中国丛书》之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上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序言，江西

高校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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