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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地方：生态人类学视角下 

民族地区的渔业变迁 

——以贵州望谟蔗香村为例 

任振一
1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在二十一世纪初，随着龙滩水电站的建成蓄水，蔗香村进行了原址搬迁，搬迁后的蔗香村没有舍弃

渔业，而是借助新自然环境将其发扬光大，后来随着旅游开发以及环保工作等进程的推进，蔗香村的渔业逐渐走向

萎缩。在新自然环境、国家政策和村民行动三种力量作用下，蔗香村渔业历经兴衰。通过对蔗香村渔业的实地调查，

可知蔗香村渔业的变迁，其背后是新自然环境影响下国家逻辑与地方逻辑的角逐，在变迁中，达到新自然环境、国

家逻辑和地方逻辑这三者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民族地区 新自然环境 国家逻辑 地方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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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又称水产业，是指利用水域以取得具有经济价值的鱼类或其他水生动植物的生产部门。狭义上渔业包括采捕水生动

植物资源的水产捕捞业和养殖水生动植物的水产养殖业两个部分，文中的渔业主要指狭义渔业，但对捕捞与养殖之外的渔业情

况，如鱼餐饮，也会有所涉及。 

关于渔业变迁的研究，海洋人类学是一个重要领域，“海洋人类学的前沿动态——评《海洋渔村的“终结”》”，介绍来

自两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两个不同学科对两国渔村变迁的研究。在旅游人类学方面，“比较视域下旅游发展对渔农村社会变

迁的影响研究——基于旅游村和传统渔村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发展旅游产业和传统渔业的两个村的田野调查和比较研究，考

察旅游业这一新兴产业对渔农村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和效应。在环境人类学方面，“环境人类学视域下的海洋渔业生态环境问

题研究——以粤西硇洲岛渔业生态环境变迁史为例”，借助环境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湛江硇洲岛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所面临

的问题为个案，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剖析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困境的原因。人类学对于渔业变迁的研究表现在分支学

科方面—海洋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环境人类学等，表现在社会、文化等要素与自然要素的结合方面。虽然人类学对于渔业变

迁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但是人类学对渔业变迁的研究重文化轻发展，所开展研究的应用性不强。本文既有文化关注，又有应

用倾向，概述渔业变迁过程，揭示变迁背后的国家逻辑与地方逻辑，研究渔业变迁而不局限于渔业变迁，从变迁中得到指导变

迁的方法。 

1 搬迁后蔗香村渔业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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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望谟县蔗香镇蔗香村，坐落在红水河北岸，南与广西乐业县隔河相望，村落距离双江口(南、北盘江交汇处)约 500m，

与蔗香港口相邻。根据镇政府提供的蔗香村 2015 年人口数据，蔗香村全村总人口 1886 人，均为布依族。蔗香村是龙滩水电站

库区移民过程中原址搬迁的村落。2006 年，蔗香村原址搬迁，村落向上移动 200 多 m。因为当时新居还没有修建好，所以搬迁

后的村民暂时被安排在帐篷里过渡性安置，这时村民们已经开始了新生计方式的探索。 

库区搬迁移民后，蔗香村迎来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在渔业的变迁方面，呈现出渔业与旅游业相交织，与环保工作相适应的

状态，体现了在当地新的自然环境下国家政策与村民行动之间的角逐。 

1.1捕鱼 

村民根据龙滩水电站库区蓄水后的新自然环境，调整捕鱼方式，提高捕鱼的机械化水平，增加渔获量。 

2006年以前，蔗香村尚未搬迁，村民们居住在河谷(现在搬至半山腰)。“当时红水河最宽处大概 100m左右，洪水期最窄处

30m不到，由于河道窄，水流湍急，捕鱼的人比较少，那时还有人自己做网，手工编织‘撒网’(一种渔网)捕鱼”，村民龙某说

到。 

库区开始蓄水后，随着土地和植物等被淹没，许多营养物质进入水中，产生了“水肥”的现象，鱼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此

外江面拓宽，江水变深，水流变缓，有利于机械化捕鱼。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从事捕鱼的村民增多，捕鱼的方式也更加机械

化，普遍采取“机器船+挂网”的捕鱼方式，而手工织“撒网”的技艺及用手工“撒网”捕鱼的方式也因为不适用于新环境而难

觅踪迹。虽然在捕鱼方式方面有法律规定，但为了有更多的渔获，仍然存在电鱼等非法捕鱼方式。电鱼由于其具有较高效率，

使得部分村民铤而走险。 

相较于捕鱼，网箱养鱼是更多蔗香村村民的选择。因为与捕到的鱼相比，网箱养殖的鱼品相好，产出稳定，且可以不喂食，

口感与野生鱼相差不大。 

1.2网箱养鱼 

村落搬迁后不久，周边村落就有村民发现了网箱养鱼的技术。网箱养鱼的方式首先由村民根据当地新的自然环境条件来获

得和改进，继而经过养鱼大户的推广而形成规模，形成一定养殖规模后，得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持，最后在与环保和旅游政策相

抵触的情况下，网箱养鱼遭到禁止。 

韦某是移民村(蔗香村邻村)人，2008 年以前主要使用小竹箱(透气性差，水流不畅)来养鱼，渐渐发现竹箱养鱼不利于鱼苗

生长，便从 2008年开始网箱(透气性好，水流通畅)养鱼，随后慢慢扩大规模。2009年开始，在他的帮助带领下，周边农户已有

13 户采用网箱养鱼。从韦某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网箱养鱼的兴起和传播，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韦某由从事竹箱养

鱼到从事网箱养鱼，经历了一个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根据红水河的“流水”条件，水流通畅的网箱比起水流不畅的竹箱，可

以为鱼类带来更充足的氧气和浮游生物，更加有利于鱼类的生长，鉴于此，韦某改竹箱养鱼为网箱养鱼。此外，正是由于该区

域像韦某这样的养鱼能手的出现，网箱养鱼的方式才得以逐渐传播，成为蔗香村及周边村落渔业的重要内容。 

蔗香村养鱼户的网箱养鱼，经历了由兴到盛再转衰的过程。蔗香村邻村养鱼大户的养鱼方式在取得成效后迅速传入蔗香村，

蔗香村的网箱养鱼随之兴起，并在后来受到镇政府的资金与技术支持。2014 年后，蔗香村及其附近水域成为了旅游景区，因为

蔗香村网箱养鱼区域位于双江口滨湖度假区内，所以网箱养鱼被禁止，政府开始拆除网箱。此外，对网箱进行拆除还出于国家

环保工作的要求。由于违背了多个政策，网箱养鱼跌落神坛，养鱼盛况忽然而已，不能继续网箱养鱼的村民转而从事其他工作。

伴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以及环保要求的提高，蔗香村的网箱养鱼开始走向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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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箱的拆除，使得村民的收益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外出务工。网箱养鱼被禁止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环保工作进一步整

改要求：水上餐馆与其他水上设施的拆除。 

1.3鱼餐馆 

鱼餐馆是村民凭借红水河鱼、旅游以及航运等优势而建立的，因为网箱养鱼被禁止以及人流量的减少，所以其发展陷入困

境。 

库区蓄水后，航运更加繁忙，蔗香港口日常人流量增大；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旅游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观光

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到水上鱼餐馆或街边鱼餐馆品尝红水河鱼)，节假日游客人数多。这为大量水上鱼餐馆和街边鱼餐馆的出现

提供了可能。过渡性安置期间，蔗香村开始有村民在江边开水上鱼餐馆，鱼餐馆取得良好效益后，又有几家效仿。新居建好之

后，也有其他村民在街边的新居开鱼餐馆。在蔗香村的水上设施(不包括网箱)拆除前，有水上鱼餐馆 4户。 

以红水河鱼为特色的蔗香港口江边的水上鱼餐馆，曾在旅游活动中备受欢迎，如今随着水上设施被拆除，水上鱼餐馆只能

搬到街边，不仅餐馆的位置特色性大打折扣，而且失去了港口的生意，在街边经营的状况远不如以前。而开设在街边的鱼餐馆

由于网箱养鱼被禁止而失去了优质的鱼类货源，同时由于旅游特色性降低(没有了水上观光和水上鱼餐馆，旅游内容局限于特色

性不强的民族文化旅游)，节假日游客减少，其发展情况也不佳。 

鱼餐馆生意远不如以前，村子的经济活力也在降低。收益降低的村民们，想方设法另谋生路，以补偿村庄经济活力降低所

带来的损失。 

1.4旅游 

蔗香村旅游业是在“十二五”(2010-2015)期间开始迅速发展的，“十二五”期间，蔗香镇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大交

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大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发展特色农业、物流业、旅游业。 

一方面旅游业正逐渐取代渔业(如前文所述)。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同样也在利用蔗香村的渔业资源，不过这种利用越来

越难以惠及全体村民。以野钓大赛为例，野钓大赛开始于 2015年，此后每年举办一届。一开始，野钓大赛的受益者主要是开店

的村民，而对于从事捕鱼的村民是不利的，因为在比赛期间，禁止捕鱼；而现在，由于水上设施被拆除，导致该地旅游吸引力

降低，游客数量减少，进而使得野钓大赛给全体村民带来的效益越来越低。 

此外蔗香村的另一个旅游热点是布依族的“三月三”，蔗香村作为“三月三”的分会场之一，利用当地有渔业资源的事实，

在“三月三”活动中展演了“传统捕鱼”(在竹筏上用“撒网”捕鱼)等内容。蔗香村依靠当地特色性不强的布依族文化，大搞

民族文化旅游，虽然在首届活动中人流量较大，但是后续几次活动因失去了新鲜感以及没有其他特色(如渔业)做支撑，所以游

客数量不断减少。“三月三”作为政府层面的行为，仅仅利用了当地的渔业符号，并未与渔业结合，很难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 

通过“野钓大赛”和“三月三”这两个蔗香村旅游品牌，我们不难发现，失去了特色养殖鱼，没有了特色的水上餐馆，着

力依靠当地特色性不强的布依族文化等元素开展旅游，使得旅游的特色性迅速弱化。因而，旅游业也因为渔业的萎缩而逐渐式

微。 

2 新自然环境影响下的国家逻辑与地方逻辑 

龙滩水电站的修建引起了蔗香村自然环境的根本性变化。新自然环境背后蕴含了蔗香村渔业变迁的深层逻辑，它决定了相



 

 4 

关国家政策和村民行动，决定了蔗香村渔业的未来。 

发展旅游业，开展环保工作，这些都是国家政策的体现，背后蕴含了国家逻辑。捕鱼，搞网箱养殖，开水上餐馆等，这些

都是蔗香村村民的选择，背后蕴含了地方逻辑。在新自然环境的影响之下，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逻辑与以当地村民为代表的地

方逻辑在其中角逐。在刚刚搬迁后，村民们积极探索生计以发挥地方逻辑时，当地的渔业开始兴起，但发展相对缓慢；在国家

逻辑与地方逻辑均得以发挥时，渔业借助旅游业带来的人流量得以兴盛，旅游业也获得渔业的支持，但由于忽略了环保工作，

这种发展造成了红水河的污染；最终国家逻辑战胜地方逻辑时，发展旅游业和加大环保力度并未给当地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的全

面发展，反而使得渔业萎缩，村民收入下降，人口外流。之所以出现这三种情况，是因为两种逻辑和当地新自然环境这三者之

间没有达到平衡。 

蔗香村的自然环境改变后，呈现出的是村民们的行动和国家政策的交织。我们要做的是将国家发展与地方再造的逻辑相统

一，重视当地的自然环境，从当地的实际出发结合国家的政策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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