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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地一角，面朝大海，有着令人神往旖旎的海洋风光，古朴的海岛风韵和浓郁的渔村风情。
千百年来，大自然这个有着神奇力量的艺术家，运用神功挥起鬼斧开辟出一片片山明水秀、风情多姿
的土地，散射着大海的神奇与美丽。
这是一个个四处涌动着“海”和“渔”文化气息的渔村渔镇。
温和宜人的气候环境，形态各异的海蚀地貌，丰盛味美的海鲜特产，独具魅力的渔乡风情，勾画出一
卷卷迷人的山海胜景。
在这里，你可以真正和“大海”来个亲密接触，贴近渔民生活，品尝海鲜美食，体验渔家文化，感受
自然而古朴的渔家风俗，领略质朴而独特的海岛渔镇风韵。
这是现代人观光游览、休闲度假、体验渔家生活和探险猎趣的海上乐园。
星星斗斗般散布在浙江沿海各地的渔村、古镇，在历史沉淀的典藏下，在渔家妇女穿梭织网的空隙里
，在渔民哨子响彻海天云霄时，散发着岁月的芬芳，传递着诱人的神秘气息。
一千个村镇，有一千种意趣。
但每一个渔村，每一个古镇都有着和大海相关的故事。
大海的豪迈、大海的广阔、大海的深厚，在这广袤的土地上不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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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渔村古镇文化寻踪之旅》渔村古镇是沿海渔区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文
化生活的特殊载体，是人们在征服海洋的过程中生活风貌和物质遗存的一种集中体现。
浙江是我国的海洋大省，境内渔村古镇众多，其中又尤以有着“东海鱼仓”和“祖国渔都”美誉的舟
山群岛的渔村渔镇风貌最为典型。
这些自然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的渔村、渔镇见证了沿海社会的万般变迁，如今依然不失古朴且焕发出
新貌，吸引着八方游客来此休闲度假，访古探幽，品尝海鲜美食，体验渔家风情。
《浙江渔村古镇文化寻踪之旅》撷取其中一二以展示其独有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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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马岙99墩女娲造人的传说传说，女娲补天后在马岙歇息，一时被满山的美景所吸引，虽
感觉很疲惫，但仍折来树枝蘸着泥浆向四面洒去，结果泥浆四射，落地后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土墩。
天下的大小动物们一起帮着女娲数了数，正好99墩。
女娲想99墩加上我站着的这个墩正好100墩了。
于是她又用泥浆捏了50个男人和50个女人，交代他们一人守着一个墩，好好地生活。
之后，女娲飞天去了。
不巧的是，女娲飞天时把脚下的土墩蹬塌了，于是最后还是只有99墩。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只好同处一墩，结果他们生育了子女，于是所有的土墩的人们都懂得了生育，他
们世世代代在马岙繁衍生息起来。
传说毕竟是传说，马岙土墩是否真的正好是99座呢？
目前并没有非常可靠的证据来证明。
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墩越来越成为一道需要好好保护的文化风景线。
据定海青年作家孙和军与马岙高国文先生统计，99墩中有名录的目前有64座左右。
经考古专家鉴定：土墩中有29个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土墩中先后出土了自新石器时代开始至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直至明、清等各代文物500余件，有石器
、陶器、纺轮、骨器、古窑址、青铜器等和贝壳蛤蜊等海洋生物遗骨。
其中，渔猎用的石镞、石刀等占了很大比重。
1994年11月，中科院考古所吴汝祚和浙江省考古工作者一起，对洋坦墩进行试掘，权威性地揭示了马
岙土墩遗址的地层关系，并在出土的夹砂红陶上发现了大量的稻谷痕迹，其稻谷纵脉清晰可辨。
这一发现使专家欣喜若狂。
他们一致认为，在6000年前马岙先民就在这儿创造了以渔猎和稻作相结合为主体的史前文化，与河姆
渡文化一脉相承，被誉为“海岛河姆渡文化”。
（二）马岙“三陶”定海马岙平石岭陶家，在明清时期是时人所景仰的名门望族。
清宣统二年（1910），马岙曾更名为景陶乡，直至1961年才复称马岙。
陶家之所以如此受人景仰，是因为出了几个高风亮节的人物，被列为乡贤，是乡民们学习的榜样，有
“马岙三陶”之称。
陶回孙（约1229-1276），字元愈，号介溪。
南宋咸淳元年（1265）选试及第，授芙蓉洲文学。
四年中进士，初任平江府尹（副职）。
未几，任临安（今杭州）尹。
德祜元年（1275）元军东下，直逼临安，文天祥、张世杰等联名上书，请三宫入海暂避，自与元军背
城一战。
谁知宰相陈宜中贪生怕死，遣监察御史杨应奎奉传国玺向元军乞降。
张世杰、刘师勇等因朝廷不战而降，率所部入海。
临安是南宋的首都，身为临安父母官的陶回孙，为挽救民族之危亡，积极募集义勇，准备迎战。
谁知元军未到，他便在德祜二年（1276）不明不白地死了。
关于其死因，一说是因操劳过度所致：一说是因为他反对投降，被宰相陈宜中暗害而死。
根据史料分析，后一说比较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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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渔村古镇是养育沿海地区先民的古老家园。
几个世纪以来，在神奇的山海间，海边人劈波斩浪，渔耕拓植，在生产劳作过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
海洋文化。
走在渔村，行于古镇之间。
望着石头垒起的历经岁月摧蚀仍然容颜不变的小石房、错落有致的屋院村落、簇簇白帆、点点渔火，
感受着海岛渔村渔镇风韵，不由得让人生出无限感动，慨叹其海洋文化历史之久远，渔文化底蕴之深
厚。
渔村古镇是沿海渔区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生活的特殊载体，是人们在征服海
洋的过程中生活风貌和物质遗存的一种集中体现。
浙江是我国的海洋大省，境内渔村古镇众多，其中又尤以有着“东海鱼仓”和“祖国渔都”美誉的舟
山群岛的渔村渔镇风貌最为典型。
这些自然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的渔村、渔镇见证了沿海社会的万般变迁，如今依然不失古朴且焕发出
新貌，吸引着八方游客来此休闲度假，访古探幽，品尝海鲜美食，体验渔家风情。
本文撷取其中一二以展示其独有之风采。
在此，向为课题组查寻资料提供帮助的相关部门及同志致以由衷的谢意，感谢舟山市图书馆、东极镇
人民政府，洞头风景旅游顾问邱国鹰老师、玉环风景旅游管理局李苑茜等有关部门和同志给予的支持
和帮助，感谢浙江海洋学院旅游系马丽卿教授的悉心指导，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7级
研究生胡卫星参与了本书部分章节的资料整理与写作，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衷心感谢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的协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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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江渔村古镇文化寻踪之旅》：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普及课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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