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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具列传》

内容概要

渔具是古老东夷部落精神的孑遗，《渔具列传》即是关于这段海洋文化延续的记录，分为舟楫、网罟
、钓钩、绳索、笼壶和耙刺六个部分讲述。本书对渔具历史的钩沉可以上溯到洪荒时代的海洋秘史，
将渔具符号作为主体与客体共同的投影，竿、钩、绳的微妙变形都在无意中透露出现世之谜，隐含着
质朴的美学特征，接通了原始的混沌精神，堪称对海洋渔业秩序的终极狂想。通过梳理和审视，全书
深入探求了中国古典渔具细微幽隐的精神背景，也使得古东夷部落的原始渔猎精神在纷繁的渔具谱系
中得以集束式释放。
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渔具及海洋文化的笔记体小说，充满了远古猜想和先民记忆，为读者展现了一张
荒诞不经的原始海岛文化精神图谱。全书图文并茂，将传奇、野史、方程式、考据、采访、引语、地
方志、名人生平、考察手记、家族秘史及个体经历融为一炉， 文字娴熟练达，也是对小说写作的一种
崭新的尝试。
编辑推荐
让渔夫陷入无边无际中的青螺幻形、通神的浆橹，惯看潮起潮落的千年巨蚬，变幻无穷的海盗绳结，
让海风穿胸而过的古老渔猎民族⋯⋯《渔具列传》为古老渔具作传，是文还是史？光怪陆离的渔事钩
沉，纷繁世界的镜像，是真还是幻？作者与书中的“枕鱼斋主人”，又有什么样的神秘联系？可谓“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古东夷部落的渔具、渔猎谱系及其相关的传说，古今海
岛生活图景，种种惊心动魄、荒诞不经，被作者一支奇崛之笔和汪洋恣肆的文字表现得雄浑而旷达。
本书构思精密，以“列传”的形式记写我国古老海洋文化历史上的渔具故事，将史书的笔法与虚构的
人物故事相结合，写出了古老渔具的美感及其所承载的历史人文内涵，从体裁到内容都是一种文学创
新，也给读者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奇特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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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盛文强，1984年生于青岛。近年来奔走于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之间，致力于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研
究，兼及海洋题材的跨文体写作实践，著有《半岛手记》《海怪简史》等。

Page 3



《渔具列传》

书籍目录

导读
列传第一　舟楫
〇一　船之眼
〇二　泥涂舟
〇三　橹桨通神
〇四　桅端之谶
〇五　覆舟而登仙
〇六　舱底的水怪
〇七　船上杂戏
〇八　造船者说
〇九　移木记
一〇　铁锚腾空
一一　船蠹
一二　落难船
一三　船中君
【补记一】杂戏船与陈元燮
【补记二】宿四爷曾孙采访录音
【补记三】潮水时间歌诀
【补记四】橹桨伤人事件
列传第二　网罟
一四　拉网奇遇
一五　网罟的迷宫
一六　抄网
一七　网刘村
一八　获鱼之夜
一九　四面合围
二〇　他耳后有一把梭
二一　泥网坠
二二　隹鸟入彀
二三　网兜招魂
【补记一】网线直径:乡土经验与数学模型
【补记二】沪与汕:渔具的地名学
【补记三】渔祖庖牺氏考异
【补记四】拖网力学分析
列传第三　钓钩
二四　皇帝的钓钩
二五　钓者之梦
二六　夜钓者
二七　摘钩工
二八　八宝钩
【补记一】古今海钓术举隅
【补记二】嬴政获鱼处及其渔法分析
列传第四　绳索
二九　止风术
三〇　缩帆结
三一　架竿结
三二　张网结

Page 4



《渔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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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愿有更多人看到
2、嗯，有趣的书。
3、想象力很丰富！
4、不好看。故作故事性，故作深沉。
5、让人耳目一新
6、神秘的有趣的奇人异事海上传奇小说
7、扣分给莫名矫情
8、还不错，比起后来几部作品，需要不是那么诗化。文中附录还有采访录、传说、历史考证，甚至
渔具受力分析绳。绳索一章能细致介绍一下打结法和用途就更好了。可以作者能把原著直接引用一下
就好了，即使残缺不全。
9、虽有诸多问题，仍不失“有趣”。如何处理乡野传奇与叙事自觉、状物与记事、正史与野史、认
知与概念⋯⋯尚有不少改进提升之处。文体差异、叙事角度随写随换，不如称作《半岛渔具录》、《
东海渔具录》或《枕鱼斋笔记》。
10、以为是历史考据，结果就是一个个臆想文学，神话算不上，小说算不上，太失望
11、新异，荒诞，华美
12、这种文本值得期待，小说的可能性毕竟是无限的
13、以渔具看人生
14、将一些和我们生活渐行渐远的古老渔具列出并用一个个小故事的形式串联起来，对从未了解过的
孩子们有一点有趣的介绍。不过因为不是按研究的严谨方式编写的，所以渔具来龙去脉和使用细节、
考据等几方面的介绍还有不足。故事也比较杂。不过因为这个题材以前没有人这样写过，所以算可以
一读。只是原来看介绍结果期望有点高了。
15、你知道 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16、有聊斋的味道。
17、还是最喜欢半岛手记
18、值得一读
19、越是邻近的区县，相互之间口音的辨别越明显；越是熟悉的用具，若近邻所用不合自己所见，越
觉得陌生。书中习俗、故事、用具，都与我在似是而非之间，令我惊奇，也令我觉得不确。
20、涨知识啦
21、是文是史？是真是幻？作者的笔力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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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海洋的蓝墨水愿意为一位作家倾泻。盛文强致力于海洋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创作。海洋作为生命的
温床，当陆地上的资源耗尽，下一轮生存依赖必定是全球性的海洋掠夺。在农耕时期，海洋还只属于
捕捞，而今在技术时代，大海将会掀一个底朝天。《渔具列传》是以渔具为主人公的小说，作家自称
改写自一清末民初古秘本，在此基础上二次创作。该作品可直溯洪荒时代海洋秘史，有海洋渔业秩序
的终极狂想。古东夷部落的原始渔猎精神在渔具谱系中释放旋律。书中传奇、野史、方程式、考据、
采访、引语、地方志、名人生平、考察手记、家族秘史、个体经历以及一些“美的碎片”，糅合表达
，具有人神融合的史诗气质。渔具的本质在于人的欲望获取着生存的工具。作为二元历史时期的人，
人的肉身即工具，在这个工具的哲学基础上，诞生很多为生存而出现的工具，都为满足自身的获取。
人生活在工具的世界里面，被工具奴役。大海有大海的眼睛，船有船的眼睛。《船之眼》是全书的首
篇，写到：“这些铜钱要用铆钉钉在新船的船头两侧，作为船之眼，铜钱的外围还要以黑漆描出眼眶
甚至睫与眉，那时节，破浪而来的船头上总有一双美目顾盼生辉。铜钱之眼可在危难之时船可以开眼
视物，水中暗礁一览无遗，船在这时会自行躲避，无需人操纵，种种妙用，都是船眼的神异之处。另
外，开眼之后会有白光大作，还会吓退海上兴风作浪的各类海怪，保护船不受沉覆之祸，船眼因此成
了一只船的核心部位，它的神效虽然没有人见到过，但人人都相信。”一个乞丐贪图小利，居然在大
家喝醉酒之时，把船眼铜钱都抠下来，导致船瞎了眼，造成了船队的沉沦悲剧。作品在诗意的氛围里
面，用散文笔调，来写出小说要说出的一切。显然，已经与一般的小说大不相同，新鲜，充满力量，
境界不一样。大海与人，从《渔具列传》的书写看到——大海铺开的深度全在天空，大海铺开的高度
全在沉船，大海铺开的胸怀却在一直被忽略的小虾米怀里，在那里，整个大海浓缩的宇宙全在小小虾
子身体的海湾。人的本质不在于走向自然，而在于走向自由。在海洋的世界，人获得土地般的生存，
大海用液体沸腾的大地描绘着人的形象。大海就属于巨大的瘫痪的深渊吗？不，大海属于铺开的群山
，每一根波浪都铺开群山与群山借出的波涛作为果实。纵观整个小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家致力
于小说的创新，目的在于文学的本质历久弥新。大海作为全新的形象展示出来。盛文强的海洋写作成
为耐读的风景。
2、盛文强的小说不完全属于“海洋小说”，虽然他的主题确实关乎海洋。海洋在他的笔下成为活物
，包含着无限秘密和危险。他从《半岛手记》开始，有意识建造一个遥远的“半岛”图景——这个源
于盛文强家乡胶东半岛的地方，是东夷海洋文化的孑遗与集合。盛文强斟酌、实验他笔下的篇章，从
历史中搜罗断简残篇，为这座半岛书写博物志，《渔具列传》就是首先整理出的“渔具”一部。　　
渔具，孤悬在　　海洋一角　　研究“渔具”并不容易，很多工具已经不存，需要从古籍出发，一步
步考据、订正湮没的细节。在序言中，作者声称他在胶东民间渔村发现了一部名为《广渔具图谱传》
的书，这本书是“枕鱼斋主人”对《渔具图谱》的注释。盛文强将书中所述故事翻译成白话文，又因
多有漫漶不清，就在今译的基础上结合个体经验进行二次创作。他还在每一列传后面加入几篇附录，
或是采访，或是考据，或是资料扩展，进一步解释故事的背景。为了证实他发现的真实性，作者在这
本书里展示出《广渔具图谱传序》的书影，考证出《广渔具图谱传》所提到的《治鳝书》作者何渔隐
的画像及生平年谱。在此种种基础上，盛文强将《广渔具图谱传》扩展为这部《渔具列传》——“书
中充满传奇、野史、方程式、考据、采访、引语、地方志、名人生平、考察收集、家族秘史以及个体
经历，甚至是一些‘美的碎片’，通过梳理和审视以探求中国古典渔具细微幽隐的精神背景”。　　
熟悉虚构魔术的读者会心一笑，因为这也是小说的一部分。作者试图通过这样的假托，将这座“半岛
”推向更渺远的时间之外，空间之边，将它的传奇掩埋在很久很久以前。枕鱼斋主人不为帝国秩序所
容，屡试不第归隐半岛，盛文强所写之人、之地、之物亦是不入流的僻地俗事，它们孤悬海洋一角，
与写作本身一样，成为无用之物。就在这无用的边界，枕鱼斋主人、半岛和写作成为盛文强的精神同
类，将艺术熔炼得精纯。　　渔具，记载人类遵守或破坏契约的种种传说　　在盛文强的半岛里，鱼
类是海洋中最活跃的存在，它们可以和人对话，可以化为人形，可以幻化成各种怪物，它们保有海洋
的神秘和危险。海洋带给人类丰富的资源，也会凶险地吞噬人们的生命。渔具是人类和海洋对话的语
言，《渔具列传》是一部关于这门语言的语法书，本质上是对这门海洋语言的解读。流传久远的习俗
是人类与海洋形成的契约，通过渔具得以联结。渔具记载了人类遵守或破坏契约形成的种种传说：它
们或者是海洋对人类忠诚的褒奖，或者是海洋对人类自大的惩罚。《渔具列传》分成六类故事：“《
舟楫列传》写到了承载与担当，兼及变幻无常的漂泊命运。《网罟列传》则包藏祸心和贪嗔，人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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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则难免鱼死网破。《钓钩列传》是重重欺骗与反欺骗的奸狡游戏，《绳索列传》说的是衔接粘连
之术，《笼壶列传》穷尽奇趣，《耙刺列传》则褒扬原始的膂力。”海潮的无定形态，让每一天都成
为必须遵守的仪式（书里有一篇考据文章《潮水时间歌诀》，写出农耕社会和渔牧社会的不同），于
是敬畏之心就必须时刻满怀。　　渔具这门语言从形态到构造方式，再到使用方法和使用禁忌，都是
相当专业的。盛文强对于海洋的专业书写与他十多年奔走渤海、黄海、东海与南海地区，大量收集相
关的传说技艺，致力于海洋文化的研究功夫密不可分。他具有深厚的博物学素养，考据文章很见功力
，这素养有赖于对所写之物的深入洞察和研究。只有掌握大量一手素材，才能有再创造的回环余地，
将小说变成现实的倒影，专注地、一步步地致力挖掘。此时，一个地方将不再仅是目之所见的现实，
因为联系着古早的传说与民间的创造，这个世界的画卷徐徐舒展，彻底洞开，每一条道路都纤细分毫
地呈现出来。　　渔具，让海洋和人类改变了彼此　　《渔具列传》的海洋主题让我想到台湾的海洋
小说家夏曼·蓝波安，所不同的是，蓝波安是原住民，并且亲身经验过海洋生活；盛文强更多站在民
族史志的收集角度，给予这些传说以重写和重述，所以渔民的生活细节退居成为次角，人物仅有简单
的代号，人物使用着渔具，如同使用着与海对话的语言，他们的过往痕迹成为负载在渔具上的神秘传
说：死去的祖先会在海里保佑着后辈“每当想到他身着谷是衣冠，在水面上如走平地，举手投足间荡
平海波的风仪，总是让人感奋不已”（《覆舟而登仙》）；“一双手的形象，正在不紧不慢地系着捆
鱼结，绳结打好后又拆开，循环往复，永无止歇”的古镜，这古镜从海盗手中救了渔夫，又让渔夫产
生恐惧（《海盗的绳结》）；将鱼头砂塞在枕头里会防止噩梦（《拉网奇遇》）；船上钉着铜钱才能
在危难时刻开眼视物，让船躲过暗礁（《船之眼》）；赶夜海的人手里拿着橹可以预防迷路（《橹桨
通神》）；为渔夫引来鲜嫩鱼群的隹鸟，在渔夫将它的翎毛剪断后，“浸透了月光的翅膀如春雨过后
草木萌发的原野，片刻之间，翅膀上重新发出了翎毛”（《隹鸟入毂》）。　　有许多和这样的“半
岛”相似的虚构地理世界：远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贡多；近有沈从文的湘西、贾
平凹的废都、韩少功的马桥、朱天心的台北、莫言的高密、苏童的枫杨树，等等。些微区别是，作者
从亲历者脱身为重述者，站在客观的角度，就免去了“虚构”的义务，睁着一双全然相信的眼睛。他
可以说，这部书中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只是它们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久远到那是一个人神鬼共存的
元气淋漓的世界。古代笔记体小说经常记录这些轶闻怪事，《渔具列传》沿袭了这种“目之所见，耳
之所闻，皆为真也”的传统，仿佛它们就是现实，是每个人的日常必备的经验。　　盛文强很有耐心
，不让一丝一毫的现实侵入小说，他气定神闲，保有的厚重知识让他可以气定神闲地再创造。但在渔
具中，他留下了海洋和人类通过渔具改变彼此的印痕。他的小说带有匠人的专业和细致，在渺远的时
空中，纯粹在技术上完备故事，构架一个精微迷蒙，荡涤着海风和鱼腥气味的半岛。他巨细靡遗地描
写每一个渔具的形态、制作工艺、使用方法，其中包含的是对渔具所象征之美学精神的歌颂。匠艺活
动是一种持久的、基本的仪式性冲动，仪式让信仰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渔具的实用性隐隐蕴含着
简约质朴的美学特征，接通了原始的混沌精神，古老的审美传统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落，渔具正
是活着的古物，它们带着渔猎时代的尖锐芒刺，从海角一隅破空而来”。　　渔具，由此开始的　　
《半岛博物史志》　　盛文强的“博物志”式写作很像香港作家董启章的“V城系列四部曲”。董启
章通过四部小说《地图集》、《梦华录》、《博物志》、《繁胜录》，用词条式的分类列举法，写出
香港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包括街道、日用品、动物、植物，以及由此衍生出香港这座城市所有的隐
喻形象。董启章站在2047年的香港，用考古学式的追忆笔触，追忆香港这一“东京”的“梦华”景致
。盛文强并不将半岛赋予政治意图，他的写作也不带有政治隐喻，半岛本身就是远离帝国中心的蛮荒
之地，未曾有过位居中心的繁华，因此就不存在追忆的怅惘失落，他瞩目的是渔具带有的原始粗粝，
歌颂它们穿透时空的生机与美感。　　可以将《半岛手记》看成盛文强建构“半岛”世界的一部图录
，《渔具列传》是从其中“渔事诗”一卷衍生出的“器物传”，他将其中十篇关于渔具的小说细化成
《渔具列传》里的六卷四十六篇。我想他的野心并不限于此，今后还会有半岛的草木、鱼类、人物等
更多列传。盛文强的想象力将随着半岛形象的一步步构建而变得更加纵横恣肆，他笔下的半岛将越来
越鲜明、丰富，最终写出一整部《半岛博物史志》。
3、　　　　　　　　　　　　　　　　　　　　　　　　　　初读《渔具列传》，迷惑于它奇异陌
生的形式，陷入文体归类的困境。碎片化的独立篇章，看起来是一部文集，父亲形象的多次出现，俨
然一部家族小说，而渔业史和海洋学专业知识的建构，又像一部学术著作。细细玩味，不难发现传统
文化外衣下隐藏的现代性和实验性，以及正统教化压抑下的海洋文化的隐逸精神。清醒自觉的文本意
识如同与生俱来的本能，先锋实验超越了种种苍白的概念和文体归类秘术。读者一旦进入渔具的奇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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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陷入作者精心编织的迷宫，游鱼一样无法逃脱，只能跟着丝线的走向进行一场奥德赛式的漫
游。而作者本人起草的导读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文本特质：“拒绝开始，拒绝结束的文本闪耀在漫长的
海岸线上，来回游弋，虽则忽明忽暗，却从未熄灭”。 《渔具列传》中虚设的主人公“枕鱼斋主人”
，是生活在清末民初的秀才，他难以通过古老帝国的科举考试，科举废，贩卖鱼虾为生，通过研究渔
具寄托怀抱，他对读书不多又喜好夸夸其谈的表演者抱有警惕，表现出一种纳博科夫式的傲慢。这一
既传统又现代的局外人，主动疏离了集体意识和体制规训，透过歌舞升平万众狂欢的表象，窥见世间
光怪陆离的本相，以及真正艺术与世俗标准格格不入的吊诡局面。“那时节，在腥气刺鼻的鱼市上，
你一眼就能认出垂头丧气的枕鱼斋主人，他抱着肩膀站在集市的一角，身边两只鱼筐里的银鱼如白铁
浇铸的一般。他是我所要寻找的精神同类。”显然，枕鱼斋主人是作者的自我指涉，也是遭遇此类困
境的普遍代指，还可以看作是沃尔夫冈·伊瑟尔所谓的“隐含读者”。浩大的捕鱼船队因为丢失了铜
钱船眼在风暴中全员覆没，难道船眼真的可以射出犀利白光，吓退兴风作浪的海怪？民间叙事的神性
和野史传奇的魔力昭然若揭。作者横无际涯的文学想象与时下缺乏想象力的纯写实主义毫无共通之处
，《渔具列传》也是对小说表达的一次实验性尝试，展示了作者不俗的文学野心。作者在导读中说“
古老的审美传统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落，渔具正是活着的古物，它们带着渔猎时代的尖锐芒刺，
从海角的一隅破空而来，刺穿了丝绸衣袖的花鸟纹饰，使那些高贵者禁不住要狂怒，却又无可奈何。
这是渔具叙事的基本特征，终归与那些妩媚优雅的兰花指式的浮浪势难两立。”舟楫的承载与担当，
网罟的贪欲和嗔怒，钓钩的狡猾与奸诈，绳索的衔接与粘连，彼岸与现世、历史和当下，作者魔法师
一般摆布相互指涉的镜像游戏。福楼拜曾用“恰当的字眼”来自诩遣词造句的杰出能力，《渔具列传
》的语言也有炫人眼目的风采，以及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文本中开口说话的渔具以及横行自如的海怪
，如同一片锋利的刀刃，无情刮去伪善人士借以装扮自己的鱼鳞，使其浅薄褊狭暴露无遗，进而触及
到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鉴于此，《渔具列传》被专业人士认为“以史书的方法与虚构的人物故事
相结合，写出了古老渔具的美感及其所承载的历史人文内涵，从体裁到内容都是文学创新。”可见，
《渔具列传》提供的不仅是方法论，同时还是世界观，这本书在世间寻找着精神同类，将他们的卑微
生活一一照亮。（《渔具列传》，盛文强/著，漓江出版社2015年12月版，定价：32元）
4、&lt;图片1&gt;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初看《渔具列传》这本书的名字，先以为这是一本关于“钓鱼的
书”，后来以为是一部“历史学术论文”，万万没想到这是一部小说。作者盛文强，1984年出生于青
岛胶州湾一个海岛上，童年、少年都在海岛上度过，父亲是当地典型的渔民。走出海岛、走出父辈命
运的盛文强，又选择以写作回归海洋，近年来奔走于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之间，采集渔民口述史
、海洋民间故事，整理中国古代海怪、古代渔具的图像史资料，兼及海洋题材的跨文体写作实践，在
这本《渔具列传》之前，著有《半岛手记》《海怪简史》。这部《渔具列传》，盛文强试图将虚构与
史实结合，创作出一种实验性文本——既有考据、采访、地方志、考察手记等实实在在的“史实”，
也有以传奇、野史、家族秘史、个体经历为源起的“虚构”，合二为一成为一部独特的小说。应该说
，盛文强在写作上的野心很大，当然他付出的劳作也是异乎寻常的，这部书他从构思、动笔到出版，
整整用了5年。↘适合自我分裂的 “出场方式”“那些年，我正在半岛一带考察并采集渔具实物影像
，为拙著《渔具图考》准备第一手资料。这天上午从海滩上采样拍摄完毕，回到渔村休息。当我走进
所借宿的渔家大院，本家女主人见我回来，便搁下针线，起身回屋去准备饭菜。此时忽见方桌上的针
线盒下垫着一本线装书，抽出来观看，见封面已残，露出的内页皆为工楷小字，部分笔画脱落，封底
尚在，惜有红色圆珠笔涂鸦的痕迹：一片旋风式的线条包裹下，两条鱼叠加的纹样清晰可见，这是渔
家子弟常见的涂鸦方式。书中还夹杂有渔具图样数幅，墨线圆滑婉转，却时有剥落，仓促之中难以辨
认，于是向女主人索来，女主人漫不经心地答应了。归来细看，吃惊非小。这分明是一部来自民间的
微型渔具史，内中分门别类，有着完整的体系，而各篇文字却荒诞离奇。其开篇的《广渔具图谱传序
》是这位作者‘枕鱼斋主人’自报家门、直陈心迹之文。”盛文强在本书的“导读”中，设下了“枕
鱼斋主人”这个人物，并且牵引出《广渔具图谱传》一书，并称“《渔具列传》是由枕鱼斋主人的《
广渔具图谱传》手稿拓展扩充而来”。初读此书者，会以为真存在《广渔具图谱传》这本书，也真存
在这样一个古人——“枕鱼斋主人”，这个人没有留下名姓，是清末胶东某海岛上的落第秀才，科举
废除后以贩卖鱼虾为生。其实，这些都是盛文强作为小说实验性文本设计虚构出来的。盛文强说，这
种“出场方式”适合进行“自我分裂”，获得一个多元的视角。“枕鱼斋主人”身上有盛文强本人的
影子，生长在渔村，以打鱼为生，对渔具极为熟悉，但内心却潜伏着某种特定的精神追求。↘“沪”
“汕”原来都是 渔具的名字在《渔具列传》中，我们读到的当然不仅仅是虚构，还能读到很多被人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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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的“知识”。这本被誉为“国内首部关于渔具及海洋文化的笔记体小说”，其中有着许多我们从未
读过的古老渔具的故事。《渔具列传》分为舟楫、网罟、钓钩、绳索、笼壶和耙刺六个部分讲述。全
书构思缜密，以“列传”的形式记写我国古老海洋文化历史上的渔具故事。比如在我国沿海城市中，
最为典型的渔具地名，当属沪与汕。众所周知，上海简称沪，亦称沪上，但鲜为人知的是，沪是一种
古老的渔具，其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沪最早见之于地名，可追溯至东晋时的上海一带。
那时吴淞江直通大海，沿岸居民在海滩上置竹，以绳相编，根部插进泥滩中，浩荡的竹墙向吴淞江两
岸张开两翼，迎接着随潮而至的鱼虾蟹。而那呈喇叭形的河口又唤作“渎”，故吴淞江一带被称作“
沪渎”。陆龟蒙《渔具诗序》说得更为直接：“列竹于海澨曰沪，吴之沪渎是也”。与沪类似，汕头
这一地名也源自渔具。汕也是一种古老的渔具，《诗经·小雅·南有嘉鱼》：“南有嘉鱼，烝然汕汕
。”汕，即带有提线的抄网，用来捕捉小鱼小虾，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囊袋状有把式的小型网具，主要
用于内陆淡水，作业规模相对较小。艺学轩影宋本《尔雅音图》中有“罺谓之汕”的考证。汕与罾之
类的提线式网具相似，但比罾稍小，灵活性似更佳。潮州一带俗称汕为栅薄，专指在江海出海口的岸
边水域里设置的捕鱼设备。相对于栅薄这种民间俗称，汕已经是极为古老的名称了。盛文强说，《渔
具列传》中，既有学术的考察，也有他虚构的传奇故事，他希望这样一个文本的组合，不是简单的叠
加，而是乘积，甚至平方和立方，让读者在虚虚实实中，得到复合的体验，从而进入“浑茫之境”。
↘关于海洋文化 延续的记录盛文强将史书的笔法与虚构的人物故事相结合，写出了古老渔具的美感及
其所承载的历史人文内涵，从体裁到内容都是一种文学创新。在盛文强眼中，渔具是古老东夷部落精
神的孑遗，他对渔具历史的钩沉可以上溯到洪荒时代的海洋秘史，将渔具符号作为主体与客体共同的
投影，竿、钩、绳的微妙变形都在无意中透露出现世之谜，隐含着质朴的美学特征，接通了原始的混
沌精神，堪称对海洋渔业秩序的终极狂想。借由《渔具列传》，盛文强想为古老渔具作传，在真实与
虚构之间，古东夷部落的渔具、渔猎谱系及其相关的传说，古今海岛生活图景，种种惊心动魄、荒诞
不经，被他一支奇崛之笔和汪洋恣肆的文字表现的雄浑而旷达。当然，盛文强通过《渔具列传》，最
想探求的是中国古典渔具细微幽隐的精神背景，并由此使古东夷部落的原始渔猎精神，在纷繁的渔具
谱系中得以集束式释放，于是，《渔具列传》这个文本在多重阐释之下，显得更加葳蕤繁茂。（深圳
晚报201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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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渔具列传》的笔记-第1页

        扉页内页

2、《渔具列传》的笔记-第28页

        我多次下到船舱里，看层层隔板陷入黑暗。那些隔板就在那看不见的深处，把船的内舱切割成十
几块，我时常担心船会像饭桌上的鱼一样，会被隔板切成齐刷刷的方形碎块，在海滩之盘上轰然塌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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