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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及背景



研究背景及进展



研究方法及调查点概况

实地考察法

文献研究法

研究方法

调查点概况

俯瞰大致为三水夹两山的结构，自东向西依次是沁河、太岳山、汾河、吕梁山和黄河，

有较丰富的水资源。下辖1区14县2市。

传统文化集中在尧都区、霍州市和古为晋国国郡的曲沃县。



临汾渔文化表现形式



临汾渔文化 晋商文化背景



临汾渔文化

晋商文化下渔文化的表现形式

建筑

文物

传统技艺

民间艺术

饮食

表现形式



临汾渔文化 建筑



临汾渔文化 建筑 砖雕

鱼乐图



临汾渔文化 建筑 砖雕

鱼蟹丰收 童子抱鲤

鱼跃龙门



临汾渔文化 建筑 悬鱼

襄汾县丁村民居悬鱼

博风板



临汾渔文化 建筑 悬鱼

典故：《羊续悬鱼》东汉



临汾渔文化 建筑 悬鱼

唐·李思训《江帆楼阁图》最早记载



临汾渔文化 建筑 悬鱼

悬鱼的变异



临汾渔文化 文物 饰棺铜鱼

晋献侯、晋穆侯夫人墓中的铜鱼

“鱼跃拂池“

饰棺制度：礼制森严



临汾渔文化 文物 鱼纹青铜盘

“沃盥之礼“



临汾渔文化 文物 鱼形锁

霍州署衙内的鱼形铜锁

“门钥必以鱼者，取其不瞑目能守夜之

义。”(丁用晦《芝田录》)

以鲤鱼和鳜鱼居多。



临汾渔文化 饮食

黄河鲤炖豆腐

鲤鱼跃龙门 面鱼



临汾渔文化 传统技艺

绘画 刺绣 风铃荷包剪纸



临汾渔文化 民间艺术

翼城县《逗河蚌》 吉县《跑旱船》



临汾渔文化 渔文化元素体现了晋商什么样的文化特点

n 儒家思想浸润于渔文化中并成为晋商的核心思想

n 蕴含着勇于进取的开拓意识（鱼跃龙门）

n 代表了祈求平安吉祥的美好愿望（鱼纹装饰）

n 表现了象征鱼群的群体合作精神（商帮）



临汾渔文化 意义与内涵



临汾渔文化 意义与内涵

丰富的水产品 最早的渔猎生活逐水而居

徒手捕捉 木棒或石头击打而得 钩、叉、刺、射等工具 绘制鱼纹

临汾市襄汾县丁村遗址化石

…



水产养殖状况



水产养殖状况 古代



水产养殖状况 现代

相对于全省来说，临汾市

紧邻黄河干流，又有黄河第二

大支流——汾河贯穿全境，水

资源较丰富，水产养殖条件较

好。改革开放后，国家把黄河

滩的渔业开发利用列为全国十

大商品鱼基地之一，先后确立

了永济、临汾、翼城等城市为

山西省的商品鱼基地，池塘养

殖才逐渐发展起来。



水产养殖状况 现代



水产养殖状况 现代



水产养殖状况 现代 存在问题

l 业态发展不平衡：

l 政策扶持较弱：

l 科技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l 水产品运输及加工落后

l 外来文化市场的冲击

水资源利用不平衡

员工缩减，没有编制

养殖设备老化

地貌复杂，交通不便

全国各地及外国饮食杂糅



现代临汾渔文化



现代临汾渔文化 现状



保护与传承



保护与传承 水产业



保护与传承 水产业

n 加大科技兴渔力度，提高科技含量

     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改变养殖户落后的管理思想，提高养殖户的养殖技术加强政府职能，加

大资金与政策支持。

n 提高水产品质量，改进水产品加工方式

     开发无公害产品，实行无公害生产、无公害包装，特别是要解决好在养殖与加工时可能存在

的有害物质残留的问题和运输问题。



保护与传承 渔文化

n 设立休闲垂钓点

n 开展博物馆展览活动或竞赛

n 增加渔文化元素的应用（建筑造型）

n 传播民间艺术（舞蹈、工艺品）



总结



总结



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