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古渔雁民间故事 

时间:2006年  类别：民间文学 

地区:辽 宁 编号：Ⅰ—18  

 

  

申报地区或单位：辽宁省大洼县 

 

    古往今来，辽河口海域的二界沟小镇一直是特殊的打鱼人群体——“古渔雁”的落脚聚集

之地。持这一生计的打鱼人没有远海捕捞的实力，只能像候鸟一样顺着沿海的水陆边缘迁徙，

在江河入海口的滩涂及浅海捕鱼捞虾。因这一群体沿袭的是一种不定居的原始渔猎生计，故辽

河口民间称其为“古渔雁”。 

    二界沟的古渔雁主要是从华北的冀中、冀东地区通过旱陆和水陆迁徙到此地的打鱼人，他

们是古渔雁民间文学的创作者与传承者。由于生计的特殊性，古渔雁民间文学和一般海岛渔村

的民间文学有很大的不同。鲜明的渔雁生计特点和原始文化遗韵对该群体的历史与生活、习俗

与传统、信仰与文化创造等有全方位的反映。在形式方面，古渔雁民间文学篇幅短小，情节简

单，内容原始，较少发展和变化。 

    二界沟的古渔雁民间文学蕴藏丰厚。近十多年来，当地文化部门曾挖掘、采录有近千则解

释古船网由来和反映原始渔捞生活的神话、故事和传说，并搜集渔歌一千余首。古渔雁的后

代、渔民出身的文化人刘则亭能讲述数百则有关古渔雁的故事和传说，是古渔雁民间文化的重

要传承人。 

    由于生计的特殊性，古渔雁群体在我国历代社会都处于边缘状态，文献对其极少记载。古

渔雁民间文学以口述史的方式记述和反映了这一古老的生计方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科

相关传承人: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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