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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朱永林老师年届七十，编完了《象山渔文化简明知识手册》，嘱

我写个序，我欣然答应了。说起象山的海洋渔文化，大家都知道源

远流长，异常丰富。但要把它汇编成一个知识性小册子，又不流于

一般，还有自己一定的看法，这就要有心人才能做得到了。朱永林

老师就是这样一位文化有心人。

记得 2007 年起，正值象山县人民政府启动了“国家级海洋渔

文化生态（象山）保护实验区”的申报工作，当时我们便特邀了朱

永林老师来起草申报规划文稿，历时几年，数易其稿。由于我们的

稿子比较踏实，上报到国家文化部后，在多地申报、竞争激烈的情

况下，很快进入了评审程序，最终获得通过。负责去京申报的我，

当时与朱老师一起，几飞北京，紧要时候当天来回。朱永林老师对

象山海洋渔文化的研究是有功底的。

回忆起那段工作时光，我被象山丰富多彩的海洋渔文化所感

染，越往里探究，越觉得有内涵。象山人常说的渔字开头的词，如：

渔船、渔网、渔歌、渔号、渔灯、渔舞、渔俗、渔谚、渔餐饮等等，其实

都是我们象山先人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现象，是有其地理、历



史、人文根由的，统称海洋渔文化。它反映了先人们海洋生产、海

洋生活的风貌，是不朽的文化遗产。

国家级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最终落户象山，于

2010 年 6 月正式授牌，这是我们象山人民的荣耀，是象山一张闪光

的文化名片，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

个国家级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属于象山的珍宝。我们应当

像珍惜自己的眼睛那样，去珍惜这份荣誉。

建设“国家级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象山）实验区”，有许多工

作需要我们去积极完成。编印出版《象山渔文化简明知识手册》，

是很好的一步。

是为序。

2016 年 8 月 1 日



凡　例

一、本手册收录的内容，严格选择与象山海洋渔文化直接相关

的海洋地理、海洋鱼类、海洋生产、渔家生活、渔家信仰、渔家文献、

渔家艺术、渔家方言等。收录原则是尽量本土化，又能较多兼顾词

条的内涵和相关的知识。

二、收录内容古今兼有，以今为主。所涉内容釆用提示式叙述，

因篇幅所限，难以做到展开，面面俱到。

三、所收“渔家方言”篇，包含大量海洋文化信息，大致收入全

县（含山区、农区）内容。

四、方言目录以象山读音为序，将相同声母读音之字词以序排

列。

五、本册特殊标记 {  } 只在“渔家方言”篇中出现，主要是造字

的提示。

六、本手册编写中，参考了《象山县渔业志》《爵溪镇志》《石浦

镇志》《象山东门岛志略》《中国民间文字集成·象山县故事·歌

谣·谚语卷》《甬上风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象山卷）》《象

山海鲜菜谱》等书籍资料，恕不详细注明出处，并顺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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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湾

港　湾

象山港：历史上曾因鄞县得名鄞港，但因整个港域处于象山

半岛之北，象山县所辖面积最多，故于清末改称象山港。港位于

浙江中部沿海，北靠杭州湾，南依三门湾，面临舟山群岛，东接大目

洋。中心线长 55~60 千米，总面积 563.3 平方千米，水面面积 419.6

平方千米。

西沪港：象山港之内港，象山县海水产品的重要养殖基地。

位于象山港中部东南侧。口小腹大，是一个封闭港湾，形如罂湖。

港内岸线长 48.5 千米，总面积 50.7 平方千米。

金高椅港：位于象山县高塘岛南端。20 世纪 50 年代是猫头

洋渔场生产渔船的主要集中港之一。每逢夏汛时，象山、宁海、台

州等地的近千小对渔船在猫头洋捕捞大黄鱼后到此港销售鱼货和

进行物资补给，今雄风犹存。

三门湾：在浙江沿海中部，北濒宁海、象山二县，南迄三门，西

靠大陆，东接猫头洋，是一口面向东南的半封闭海湾。湾因三门山

而得名。大陆海岸线全长 303.8 千米，面积 775.62 平方千米。

石浦港：石浦港位于象山半岛南端，古称酒吸港，又名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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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港城镇昌国因明代戚继光屯兵守卫海疆而被命名为卫城。另一

沿港城镇延昌古称苔条湾，旧称盐仓。（详见本书“渔盐”）总面积

27 平方千米，呈半月形，主中心线长 18 千米，水深 4~33 米，港岸线

77 千米，陆域岸线长 26 千米，岛屿岸线长 51 千米。渔港处于大目

洋、猫头洋渔场之间，居舟山渔场、渔山渔场、温台渔场的中心，又

紧靠大陆，故历史上有“浙洋中路重镇”之称。港区正前方有东门、

对面山、南田、高塘等岛屿作为天然屏障挡住海洋风浪。港内的月

形港湾，有 5 个出海水道，分别是：铜瓦门、东门、下湾门、蜊门（亦

作林门）、三门，这使内港成为隐蔽的多岀海口天然避风良港。港

内有一座年集散 20 万吨以上，占地 117 亩的中国水产城。石浦港

被称为千年渔港，港城依山坡起伏而筑，今为全国六大中心渔港之

一，国家二类口岸，依山临港古城为国家级 4A 级景区，是 2010 年

批准的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海洋渔文化生态（象山）实验保护区核 

心区。

鹤浦港：鹤浦港位于南田岛上，东连下湾门，南濒猫头洋，西

接蜊门（林门）港，北依石浦港。2004 年，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将《关

于要求将鹤浦渔港列入国家一级群众渔港的请示》一文上报国家

农业部，农业部专门派人考察，认为该渔港完全符合一级群众渔港

的标准，在全国渔港建设规划中已将象山鹤浦渔港调整为一级渔

港。鹤浦旧称鸭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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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湾

海　岛

象山半岛：位于浙东，濒临东海，如一锚牵舟，静泊东海之滨。

文人都喜称半岛“三面环海，一线穿陆”。全境在春秋时为越国鄞

地，汉将其划为鄞县、回浦两地，晋时分属鄞县、宁海，隋代为句章、

临海所属，唐初为 县、宁海所属。唐神龙二年（706）立县，县治彭

姥村（今丹城）。

半岛陆域面积 1175 平方千米，海域面积（以国家领海十二海

里计） 5335 平方千米，海岸线（含陆地、海岛）长 800 千米，有岛礁

608 座，今全半岛之象山县人口为 53 万。半岛坐拥北部象山港、

南部三门湾宝地，东南石浦港是其天然明珠。半岛多海湾、叉港、

沙滩，海岸曲折，风光秀丽。人文历史悠久，位于中心城区之塔山

6500 多年前的新石器遗址即是其写照。此遗址与宁波余姚河姆渡

遗址相得益彰，农耕文明与海洋渔文明同具风采。

象山半岛为我国最具特色的海洋渔区之一，家门口传统渔场

有大目洋渔场、韭山渔场、渔山渔场、猫头洋渔场。与江苏渔场、长

江口渔场、舟山渔场、闽东渔场南北呼应。渔场盛产各种海鱼 440

多种，蟹、虾 80 多种，贝类 100 多种，海洋捕捞渔业十分发达，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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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其实的“海鲜王国”。

南田岛：位于象山半岛南沿，东连下湾门，南濒猫头洋，西接

蜊门（林门）港，北临石浦港，海岸线全长 78.13 千米。南北长 14.6

千米，东西宽 10.9 千米，面积 102.8 平方千米，距大陆最近点 1.25

千米。岛之大百丈村有先秦渔人岩画古迹。岛上有海拔 200 米

以上山峰 30 座，低山丘陵占全岛丘陵数的 80%，为宁波市最大的 

岛屿。

南田曾于民国元年（1912）立县，县治樊岙。辖南田岛、高塘岛、

花岙岛、渔山岛、檀头山岛、对面山岛等六乡一镇。同年 4 月，象山

东溪岭以南地划入南田县，遂迁治石浦。翌年，取消划并，南田还

治樊岙。1940 年，撤南田县，另置三门县，南田为三门辖地。1950 年，

南田从三门划归象山。

由于政治原因与抗倭形势需要，自明初至清末，南田诸岛为历

朝长期封禁之地，岛上居民一律内迁。实际上，后期封而难禁，穷

苦百姓上海岛偷垦者无数。临海、黄岩人大半，温州、平阳人十之

二三，仅道光二年（1822），据统计就有 6400 多人偷垦。

高塘岛：位于象山县南部，处北纬 29.2°，东经 121.8°。南

临猫头洋，西临三门湾，北依石浦港，东望南田岛。总面积 42.3 平

方千米，为象山县第二大岛。

檀头山岛：位于大目洋、猫头洋之间，南北长 6.6 千米，东西宽

5.7 千米，面积 10.5 平方千米。西北距内陆最近点石浦港 8 千米。

海拔 100 米以上山峰 14 座，以檀头山为最高，海拔 225 米。檀头

山旧名潭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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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湾

东门岛：与著名的石浦渔港一水相连，面积 2.8 平方千米。明

代驻舟山的昌国卫，因海禁迁至东门岛筑城守边，亦称东门卫。卫

指挥使为当朝三品官员，故民间有“老东门，新石浦”之说。此后，

又因故迁于后门山，即今昌国卫。东门岛渔村是象山县渔业最大

村级生产基地，今悬岛造桥通陆，改变了从前只靠渡船通连石浦的

状况。桥称铜瓦门大桥，2003 年国家拨款 3600 万元，在岛的北端

铜瓦门海口建成钢质跨海大桥，全长 292 米，宽 10 米，高 49.36 米。

花岙岛：又名悬岙岛、花鸟岛。因岛上有一山，雄峻挺拔，其

山顶为一突兀苍岩，圆且光滑，形如大佛像，因名大佛头山，大佛

头山海拔 270 多米。传说该山头为古代日本国、新罗国进贡我国

之航海标记。该岛与金高椅港相依。岛域东西宽 1.9 千米，南北

长 5 千米，陆地面积 12.62 平方千米。滩涂 1.133 万余公顷。岛

南有火山遗迹石林胜景，今为国家地质公园。岛之高渡岙、清水

岙、雉鸡山等，有明末抗清将领张苍水屯兵遗址，今为国家级文保 

单位。

渔山列岛：列岛由 13 个岛、41 个礁石组成，统称渔山列岛，总

面积 2 平方千米。位于象山半岛东南海面上，距石浦渔港 45 千米。

列岛呈东北 — 西南向排列，以北渔山、南渔山为主岛。居民集中

住在北渔山。北渔山面积 0.48 平方千米。岛有“五虎礁”“仙人桥”（亦

称“破城门”）胜境，五虎礁是我国领海基线基点，象山县人民政府

立有界碑（详见本书“渔家文献”中“渔山列岛中国领海基点地名碑

文”）。今为国家级渔山列岛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加挂国家级海

洋公园称号。

海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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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山列岛：悬于东海洋面，距大陆最近点爵溪镇所辖之长咀

头 18.5 千米。列岛由 28 个岛、48 个海礁组成。因主岛南韭山岛

而得名，面积 4.1 平方千米。其中较大的岛屿有积谷山、官船岙、蚊

虫山、马补山、大青山、上竹山、中竹山和下竹山 8 个，加上南韭山

本岛，亦称九山。列岛呈东北 — 西南排列，南北长 11.5 千米，东西

宽 10 千米，岛礁总面积 7.3 平方千米。岛有“燥谷仓”等海盗遗迹，

是大批南北候鸟的迁徙地，更是我国极度濒危的“神话之鸟”中华

凤头燕鸥的迁徙地。今为国家级韭山列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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