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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三峡干流在历史时期具有气候积温高、降水充沛、水质优、水溶氧充足、水道深、水体营养矿物元素及饵料丰富

等地理条件,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渔业资源库(流域性产卵场,种质优良、品种繁多的淡水渔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以

来,人们非常重视三峡鱼类资源开发。其中从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鱼类是三峡古居民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秦汉

及其以后历史时期,渔业资源呈现连续锐降之势;但该地区仍然是长江干流最重要的产卵场和渔场。从史前至近现代,有
多种先进渔业技术首先在三峡地区出现。有些生产技术向周围地区传播,成为中国优良的渔业生产传统。三峡史前时期

的网具使用,先秦时期的大型渔业设施(鱼梁)、大型拖网和鸬鹚渔业,秦汉以后的水獭渔业、多功能养鱼池等,均在中国渔

业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三峡历史时期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的考察,证明人类生产行为是该地区渔业资源变化

的主要原因;而三峡地区现代经济建设中,大型截江水坝已完全改变了三峡作为长江流域性产卵场的资源地位,也改变了

三峡本土优势资源鱼种的生态环境。长江流域经济开发在保护自然资源和建设生态文明指导思想下,应高度重视三峡渔

业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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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峡地区地理环境与渔业资源条件

三峡地区地理位置、地形特征、气候条件、水文条件都比较特殊,因此该地区在历史上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天

然淡水鱼产卵场,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淡水鱼渔场。

1.1特殊的区域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

长江三峡位于北纬31°左右,在中国气候区划中,三峡峡谷地区属于中亚热带气候。而纬度与之相近的长江

中、下游地区,却属于北亚热带气候。三峡峡谷之所以形成这种独特的气候特征,与该地特殊的陡峡深谷地貌密

切相关。即使同在三峡地区,由于峡谷内与谷坡区的气候差异很大,因而两者虽纬度几乎一致,但存在海拔高度

每上升100m,气温约下降1.7℃的气温变化;而把这种气温变化在纬度差异上推演,相当于海拔每下降100m,
地理位置的水平距离向南(低纬度)偏移300km以上[1]。因此,特殊的陡峡深谷地貌,是三峡峡谷地区终年气温

高于同纬度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2]。
三峡峡谷除有气候积温比较高的特点外,它特殊的地貌环境还形成了较为特殊的水文环境。这种区域水文

特征,又进一步增强了该地的资源环境特点。三峡峡谷深切入地表,河谷相对切割深度达1000~1400m[3]。在

这种切割很深的地表环境下,地形条件与气体流动规律会形成一种降水增幅关系。其中主要原因包括:1)峡谷

里因积温作用形成局地风(谷风和河风),在白天升温向上抬升,易于谷坡形成降水;夜晚谷坡(峰)降温迅速,形
成沿山势下降的冷风,在接近谷底时与温湿气流接触,在谷底常常会形成夜间降水。2)当天气系统中暖气团经

过峡区、翻越山体时,会被迫沿山势形成气体抬升,在升至一定高度时会形成局地降水[4]。由于多种地形环境与

气候条件的耦合关系,长江三峡地区的降水相当丰富,无论是最冷月降水、最热月降水,或是年降水量,均比同纬

度地区显多,甚至比中国东部同纬度近海地区如杭州还要多[5]。
在降水比较丰富的情况下,山高、壁陡、水流急的特点还使三峡两岸发育众多悬挂崖壁的瀑布以及汇入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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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流(三峡支流)。此外,三峡由于地质构造和岩性组成成分的原因,峡区江段形成有直道狭窄束流(急流)、河
道缩窄壅水底流、弯道旋流等多种侵蚀性动力流。这些动力流在峡区江底很多地段,侵蚀出水下深槽,水下深槽

最深达海平面下45m[6]。另外,峡区水域除了有深槽特征外,由于该区域水体流动形态形成很大冲刷力,所以河

床沉积物主要是体径较大的砾石,颗粒较小的沙粒很难在三峡水域沉积。因此,三峡水域水质较好,不会因沉积

砂、泥而使水质浑浊。
三峡水质包含矿物质也很有特点。因为三峡区域的基岩是以大面积碳酸盐岩为主,所以三峡水体Ca、Mg

等动物体内的必需常量矿物元素(Macrominerals)非常丰富。并且由于山体风化物积累丰厚,气候条件良好,该
地区植被也特别茂盛。陆上植物生态链及养分延伸至地表水,使水体中饵料(浮游生物、底栖生物、有机碎屑等)
含有量很高[7]。

综观长江三峡区域地理与水文条件,可以看出它具有气候积温高而稳定、降水充沛、水质优、水溶氧充足、水
道深而多变、河床为基岩(块岩)和砾石质、水体营养矿物元素和饵料丰富等突出特点。

1.2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淡水鱼产卵场

流域性产卵场是指该地段在整个水域中具有干流鱼类种群集中产卵的生态特征。这种大型淡水鱼产卵场

往往形成极大的资源优势,在热带亚热带如此[8],在极地冷水区也是如此[9]。三峡地区是世界最大河流之

一———长江的流域性产卵场。三峡地区除了极具特色的区域地理与水文条件外,从流域地理环境上讲,它还具

有位处长江上游、水域落差很大的自然地理特征。三峡江段(重庆至宜昌)水程约650km,落差为120m。而三

峡下游的宜昌至入海口水程1810km,落差仅40m。三峡江段水程适宜鱼类在产下漂浮性卵后,鱼卵随江水漂

流,在翻滚的水波中受精孵化;待鱼卵漂流至江段中下游水面宽阔、流速较缓区域时,已孵化成为小鱼苗,能够停

留在河湾、湖口等地发育;然后它们留存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体,或进入通江湖泊生活[10]。三峡地区水面落差大、
水流急、水程适宜、水体营养矿物元素丰富等特点,使三峡地区成为长江干流最大的鱼类产卵场。

据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综合研究,在历史时期,长江干流淡水鱼生殖洄游以及海洋-江河性鱼类溯河洄游,每
年都有大量种群在三峡水域上下产卵。这些鱼类包括青鱼(Mylopharyngodonpiceus)、草鱼(Ctenopharyng-
odonidellus)、鲢鱼(Hypophthalmichthysmolitrix)、鳙鱼(Aristichthysnobilis)、鳜鱼(Sinipercachuatsi)、鲥
鱼(Tenualosareevesii)、鲚(Coiliamystus)、鲟(Acipensersinensis)、银鱼(Hemisalanxprognathus)[10],也包括

鳡鱼(Elopichthysbambusa)、鯮鱼(Luciobramamacrocephalus)[11]等。近些年来对重庆涪陵白鹤梁石刻群石

鱼图像综合研究证明,明代以前白鹤梁所雕刻的石鱼图形主要为具有溯流生活习性的海洋性鱼类花鲈(Lateo-
labraxjaponicus)、鲻鱼(Mugilcephalus)的图形[12]。丰富的区域资源调研资料以及考古研究新发现均证实三

峡地区曾经生活有非常丰富的鱼类,并且是整个长江干流鱼类种群以及部分江(长江)海洄游鱼类种群的的主要

产卵场。三峡之下的长江中游如两湖平原,区域广阔,从历史上至现代都号称“鱼米之乡”,是中国淡水鱼最大出

产地。《墨子·公输》中也云:“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两湖平原之所以鱼类资源丰富,是因为它与三峡相

依托,获利于三峡这个长江干流鱼类产卵场的缘故。

1.3种质优良、品种繁多的渔场资源

三峡地区除了作为区域性产卵场每年有大量鱼类生殖洄游至此外,另有很多适宜生活于此的地方性特色鱼

类,如胭脂鱼(Myxocyprinusasiaticus)、多鳞白甲鱼(Onychostomamacrolepis)、短身白甲鱼(Varicorhinusbre-
vis)、中华倒刺鲃(Spinibarbussinensis)、墨头鱼(Garrapingi)、铜鱼(Coreiusheterodon)、圆口铜鱼(Coreius
guichenoti)、岩原鲤(Procyprisrabaudi)、长吻鮠(Leiocassislongirostris)等[13]。

三峡地区的渔业资源,早在先秦时期已闻名全国。中国先秦文献中对三峡渔业资源记载很多,如宋玉《高唐

赋》云:“于是水虫尽暴(水虫:各种鱼类、鱼卵等。《大戴礼·易本命》‘有鳞之虫三百六十’,《列子·天瑞篇》‘鱼
卵之为虫’等),乘渚之阳(温暖的水域)。鼋鼍鱣鲔,交织纵横。”三峡地区历年考古资料证明,宋玉的记述是真实

的。如湖北秭归何光咀商代遗址,出土有青鱼、草鱼、鲢鱼、鲤鱼(Cyprinuscarpiohaematopterus)、鳡鱼、三角鲂

(Megalobramaterminalis)、圆口铜鱼等多种淡水鱼类,还有溯河洄游鱼类中华鲟(Acipensersinensis)、鱣鲔

(Acipenserdabryanus)等[14]。鼋、鼍(即龟鳖类(Chelonia))和扬子鳄(Alligatorsinensis),则在重庆万县麻柳沱

遗址、湖北宜昌路家河遗址等均有出土[15]。
涪陵白鹤梁石鱼图像研究发现,该地明代以前所雕刻石鱼图形以溯流海洋性鱼类为主,但清代以后又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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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方特色鱼种岩原鲤、鲫鱼(Carassiusauratus)、胭脂鱼、中华倒刺鲃、短身白甲鱼等[12]为主。三峡地区本土

特色鱼种的产卵、生活均以三峡及其周缘地区为主,如短身白甲鱼、岩原鲤、鲫鱼产粘性卵,卵的密度大于水,卵
膜外层遇水后具粘性,卵产出后即能附着在水草或卵石等基质上,进行孵化、发育。中华倒刺鲃、胭脂鱼、墨头

鱼、长吻鮠等产沉性卵,卵的密度大于水,产出后沉在水底,粘附于基岩、块砾表面发育。三峡种群繁多、适宜终

身生长于此的地方鱼类与每年生殖洄游于此的其他多种鱼群,共同组成了种质优良、品种繁多的渔场资源。

2三峡库区渔业经济发展过程

2.1史前时期渔业

三峡自古以来是中国渔业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新石器时代,渔业经济已是当时峡区内的重要经济形式。
三峡地区动物考古研究揭示,该地区所有临(近)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出土有多种鱼类遗骸。最为突出的有

重庆忠县中坝遗址,出土有18种渔获物遗骸,包括鱼纲(Pisces)15种、两栖纲(Amphibia)1种、爬行纲(Reptilia)

2种;湖北巴东店子头遗址,出土有12种渔获物遗骸,包括鱼纲9种、腹足纲(Gastropoda)3种。这些遗址鱼类遗

骸个体均比较大,其中中华鲟和大型青鱼、草鱼、鳡鱼最为常见。湖北巴东店子头遗址出土的1件青鱼标本(T2
⑥A:40号标本),根据牙齿与体长比例关系推算,它的活体体长约达2m左右,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大青鱼个体

标本(青鱼是中国特色鱼种,局限生活于中国内陆淡水区域)。三峡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渔获物出土种类、数量、个
体大小等方面,均在中国史前淡水渔业生产中最为突出[15]。

2.2先秦时期渔业

先秦时期,三峡渔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除在整体渔业特征上保持了史前时期主要特点外,另外从以下3
方面变化上显示出该时期渔业生产有较大进步:

1)更多鱼类种类(资源)得到开发。先秦时期,有些区域的特色鱼种新出现在古遗址的渔获物中,如秭归卜

庄河遗址商代遗存里出土的中华倒刺鲃、东周遗存里出土的须鲫(Carassboidescantonensis)[16];秭归何光嘴遗址

商代遗存里出土的圆口铜鱼[14];宜昌路家河商代遗存里出土的鼋(Pelochelyscantorii)[17];等等。这种现象说

明,先秦时期与史前时期相比,三峡古居民对渔业资源的开发程度更深入了。

2)新出现了多种先进的渔业生产技术,包括中国淡水渔业中最早出现的大型拖网渔业、世界上最早的鸬鹚

渔业等。中国使用网具捕鱼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出现,如河南贾湖遗址出土有距今9000年左右用鼎足改制

的陶网坠、湖北城背溪遗址出土距今8000多年的束腰型石网坠等。但在中国内陆淡水区域使用大型拖网,集体

劳动、捕捉水体中下层的大型鱼类,这种渔业技术方法是在三峡地区夏商时期首先出现的[18]。驯养鸬鹚(Pha-
lacrocoraxcarbo)捕鱼是中国流传很广的传统渔业方式,唐宋以后逐渐传播到东南亚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人们

以前以为,这种生产技术是在中国唐代出现。然而近些年来,在三峡地区进行的考古工作、资源环境考察和文献

资料调查的综合研究结果显示,这种生产技术是先秦时期三峡地区古代巴人最先掌握的[19]。

3)新出现了渔业祭祀等与专业生产活动相关的宗教思想。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出土有很多鱼骨

层、鱼骨坑,这些遗迹,有可能是古居民利用鱼类资源后的废弃物[20]。然而在商代时期,三峡地区开始出现专门

的渔业祭祀遗迹。例如,湖北秭归何光嘴遗址商代时期的灰坑中(编号BH:18)出土有1条长度达1.5m左右的

完整青鱼和1条长度达1.2m左右的完整草鱼[14]。该灰坑中并列埋藏完整的大型青鱼、草鱼各1条,显然是人

类具有思想意识的特殊行为,应该是人类为祭祀渔业生产而举行的一种特殊仪式。此前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金

器、青铜器、玉石器等,被认为是农业生产祭祀遗迹[21];现今三峡商代遗址里出土以大型鱼类进行渔业生产的祭

祀遗迹,显示出三峡地区在中国西南地区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等方面具有的一些区域特点。

2.3秦汉及其以后时期渔业

2.3.1秦汉以后与先秦、史前时期渔业规模比较 从动物考古资料上观察,秦汉以后三峡地区历史文化遗址中的

渔业遗存与史前、先秦时期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临江古文化遗址中,发现渔业遗存的古遗址个体

数显少,其次,在出土渔业遗存的遗址里,渔获物的数量显少、个体变小[15]。秦汉以后三峡古遗址中出土渔业遗

存最多的地点是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该遗址位于西陵峡上游庙南宽谷长江南岸,江面开阔,夹江两岸支流水

量充沛(南岸有锣鼓洞河、童庄河,北岸有归州河、香溪河),自古以来为西陵峡区域重要临江居民聚居地。该遗

址保存有新石器时代早期(城背溪文化)、商代、周代、汉代、宋元、明清时期丰富的文化层堆积。从1998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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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经过历时5年发掘,从该遗址中总计出土有1199件动物骨骼标本。在研究工作中,通过动物考古学最

小个体数统计,人们发现该遗址从史前时期至近代,渔获物在肉食资源(动物)最小个体数比例中呈现逐步下降

趋势;尤其是从汉代以后,呈现出大幅跌降。有关统计数据为:城背溪文化时期渔获物(水生动物)占全部动物群

的94%;商代时为84%;周代时为74%;汉代时陡降为25%;宋元时递减为20%;明清时递减为12%[22]。这种

随历史时代演进渔获物数量递减且汉代以后大幅跌降的考古学文化现象,从实物资料上反映了三峡地区历史时

期渔业经济概况。
三峡地区秦汉以后的渔业遗存中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渔获物中可能属生殖洄游的产卵亲鱼如青鱼、草鱼、

鳡鱼、鲟鱼等比例大大下降,而本土生活的地方性鱼类个体数增多,如秭归东门头遗址中出土个体数较多的鲤鱼

(Cyprinuscarpio)、巴东罗坪遗址出土有鲈鲤(Percocyprispingi)等[23]。鲤鱼在江河、湖泊中均可产卵,在湖泊

中喜产于流水环境(或雨后),在河流中喜在浅水植物区;它们是产卵区、生长区基本在同一水域的鱼类。因此,
三峡鲤鱼应是本来就生活在本地水体中的。鲈鲤则是只存在于长江上游及其支流的鱼类,因此是典型的三峡本

土鱼种。渔获物总量减少而较多本土鱼种增加,显示汉代以后三峡渔业资源、渔业生产方式等,均发生了变化。

2.3.2秦汉以后渔业生产的主要特点 虽然从渔获物遗存上看,秦汉以后三峡鱼类资源减少、渔业生产在经济总

量中位置有所降低,但从相关文物遗存和文献资料上仍可以发现三峡渔业生产长期具有一定规模,在中国内陆

渔业生产中属于重点区域。相关证据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体现:

1)多种渔业生产工具的长期流行。渔业生产工具使用有两点重要特色:第一,捕鱼网具形式多样、渔获物产

量大。三峡地区除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中国长期流行使用的刺网、投网外,在先秦时期当地还开始使用罾网、
抄网以及中国内陆最早出现的大型拖网[240]。多种网具的生产作业在三峡地区得以长期使用,并产生巨大经济

效益。罾网,如《杜工部集·卷第十五》记三峡,“野食行鱼罾”。第二,钓具盛行与流传。三峡地区已出土很多商

周时期的青铜鱼钩,说明该地是中国青铜鱼钩较早使用和流行地区。如湖北中堡岛遗址、覃家沱遗址、朱家台遗

址、红庙岭遗址,重庆李家坝遗址、中坝子遗址、双堰塘遗址等,均出土过先秦时期青铜鱼钩[18]。秦汉以后,钓鱼

作业在三峡地区长期留存。湖北巴东万流遗址汉代文化遗存中出土有1件铜质钓鱼俑。该俑左手提篮,右臂高

持钓鱼杆;左腿跪地,右腿蹲踞;着广袖、长服,矮领、右衽;下身着长裤,脚穿高筒靴;腰间系长带;留长须,头顶结

有双髻;背后系有长筒形鱼篓。这是中国最早的铜制钓鱼俑,它非常形象地反映出汉代三峡古居民服饰特点及

钓鱼劳作情形[15]。

2)鸬鹚渔业的发源和传播。鸬鹚渔业发源于三峡,并且在唐宋后由三峡地区传播至中国南方、北方及东南

亚等地。鸬鹚是三峡地区的留鸟,人类对它们长期驯化和利用具有悠久历史。三峡地区明清时期瓷碗壁面的画

像中以鸬鹚渔船捕鱼图向人们证明,该地区人们习惯和喜爱使用鸬鹚捕鱼[15]。

3)水獭渔业的发明使用。水獭(Lutralutra)本为野生水栖哺乳动物,但被渔民驯化为捕鱼助手后,称之为

“水猫子”。水獭本为三峡优势资源动物,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发现,汉代墓葬中曾以家养水獭殉葬。经相

关资料综合研究后发现,三峡地区可能从汉代开始有水獭渔业,并在此后长期留存[25]。

4)大型捕鱼、养鱼建筑设施。鱼梁,是中国古代渔业中,利用鱼类洄游习性,在河流中央用堆砌为“八”字形

石梁,中部留有缺口供鱼类通行、捕捞的生产技术。《诗经·邶风》“毋逝我梁”即是对爱护鱼梁的描写。在一般

浅河水域建筑鱼梁是比较容易的,但在三峡长江干流中筑起大型鱼梁,则是较大的建筑工程。《水经注·江水》
记载,“江水东经阳关巴子梁,江之两岸犹有梁处。”此鱼梁是先秦延续至汉晋时,位于今奉节县长江上的大型鱼

梁。现今,三峡鱼梁已经不存在,但在重庆綦江、江津等地,还保存有“鱼梁”的地名[26]。鱼塘(池),是人工养鱼的

专业设施,在三峡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开始出现。汉代时,三峡开始流行一种多区划、综合养殖的多功能养

鱼池。在三峡汉墓中,出土了很多作为随葬品的在结构上有功能分区、鱼鳖龟莲等混养的陶制鱼池模型[15]。

5)专业渔民规模。汉晋时期,重庆沿江渔民部落聚水而居,以船为家,以渔为生,成为一种专门的部族,史料

记载其为蛋(蜑、蜒)民。《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涪陵郡“多獽、蜑之民”;江州(今重庆)“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
两江之会”;《资治通鉴·隋纪》载:隋开皇九年,御史大夫杨素顺江而下攻略长江中下游时,在巫峡兵败,后杨素

与三峡蛋民(渔民)结盟,“遣巴蜒千人,乘五牙四艘(大船)”,遂大破敌军;唐令狐德棻主编《周书·异域传上》载,
蜒人势力炽盛时,“屯据三峡,断遇水路,荆蜀行人至此假道”;等等。可见从汉晋以来,三峡地区曾经的渔民部族

一直有较大规模。民族学相关研究证明,蛋民是三峡自成体系的渔民部族,他们在唐宋时期仍有较大规模和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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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范围[27]。在近现代史上,长江三峡地区渔民已不再是以船为家,他们在江岸有固定居所,主要生计是以打渔为

生,偶尔也用渔船载运货物取利。1995年出版的《万县志》记载,从明清至近代,三峡地区一直有专业渔民,他们

除使用多种网具、钓具进行渔业生产外,还能够驯养家禽、家畜捕食,有鸬鹚渔船专业户和水獭渔船专业户[28]。

3讨论

长江三峡优越的渔业资源在中国淡水渔业生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水利工程建筑、水域污

染、滥捕滥渔等多方面问题,已使该水域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甚至导致某些优势、特色资源鱼种成为濒危鱼类[29]。
在三峡地区渔业资源保护和渔业生产规划中,有观点认为应保护为主,严禁投饵养殖和施肥养鱼,并实行区域鱼

种增殖放养[30]。而有些观点则提倡使用坝拦、网拦和鱼类饲料作物栽培等方法增加渔业生产方式和提高渔业产

量[31]。如何保护和利用三峡地区渔业资源,这是中国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峡库区建设必须科学决策的重要问题。
本文通过对三峡渔业资源及渔业经济发展史综合考察后取得以下认识,供学术研究和实践决策提供参考。

3.1三峡渔业资源变化

三峡地区在历史时期上具有气候积温高、降水充沛、水质优、水溶氧充足、水道深、水体营养矿物元素及饵料

丰富等区域地理条件。在人类未改变该区域河道天然生态前(筑坝截流前),三峡是长江干流最重要的渔业资源

库,是长江水系流域性产卵场和中国最重要的淡水渔场(种质优、品种多)。先秦以前,该区域盛产体型很大的青

鱼、草鱼、中华鲟等,明代以前仍有较多海洋性溯流鱼类,清代以后渐趋以本地土著鱼种为主。伴随人类历史进

程,渔业资源规模逐步衰弱、品质降低。

3.2三峡历史时期渔业生产

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人们非常重视三峡鱼类资源开发。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鱼类是峡区古居民最重

要的经济资源之一。秦汉及其以后历史时期,渔业资源呈现连续下降之势,但该地区仍然是长江干流最重要的

产卵场和渔场。三峡典型性古遗址肉食资源比例显示:新石器时代渔获物(水生动物)占肉食资源(动物最小个

体数)94%;商代时为84%;周代时为74%;汉代时陡降为25%;宋元时递减为20%;明清时减为12%。从史前

至近代,三峡渔获物在肉食资源总量中呈逐步下降趋势;尤其是汉代,呈现大幅跌降。

3.3三峡渔业资源变化原因

渔业资源是地球生物圈的稳定资源,在人类规模性开发以来(新石器时代以来),自然环境变化对之不构成

生态威胁(如更新世冰期与间冰期环境巨变比新石器时代以来环境变化更强烈)。因此渔业资源变化的主要原

因是人类生产所造成,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人类自身生产(人口数量爆发)和分布区域的变化:例如从汉代始人口数量的剧增、人类对长江中下游滨

水滩涂区域的农业开发和大规模渔业捕捞等[32]。

2)人类在固定区域长时期、规模性捕鱼形成的“捕捞压”以及多种先进渔业方式相继投入应用等。人类“捕
捞压”改变生物资源在国内外研究中都已证实。对中国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发现,由于人类在滨海地区

长时期规模性捕捞可食用贝类,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已造成该区域贝类衰亡和生长期变短(贝壳尺寸由大

变小);先秦时期贝丘遗址消失(人类居住区迁移和转变谋生方式)[33]。三峡地区虽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淡水渔业

资源库,但人类在该水域长时期规模性捕捞,在历史时期已形成较重的“捕捞压”。汉代是“捕捞压”明显形成并

逐步剧增的转折点。此外从史前至近现代,多种先进的渔业生产技术首先在三峡地区出现———三峡是中国史前

网具最早使用地区之一;先秦时期该地区大型渔业设施(鱼梁)、拖网和鸬鹚渔业出现。多种先进渔业技术首先

应用于三峡,加快了该地区渔业资源剧减。

3.4三峡渔业经济发展建议

在历史上人类长期开发、利用情况下,三峡鱼类种质资源受到很大影响并呈现大幅度衰减态势。现代经济

建设中,大型截江水坝的建筑完全改变了三峡作为长江流域性产卵场的资源地位,也改变了三峡本土优势资源

鱼种的生态环境。因此,长江流域经济开发在保护自然资源和建设生态文明指导思想下,应高度重视三峡渔业

资源保护。长江流域截江水坝建筑中,必须建好适用的鱼类通道,并且实施人工增殖放养。人类对水生食物的

需求,应考虑用其他办法解决(如另辟区域人工养鱼)。三峡渔业生产应以保护为主,在三峡水域直接捕鱼或边

养边捕的经济生产方式,会对该区域渔业资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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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EnvironmentandEcologyinThreeGorgesArea

TheHistoricalInvestigationofFisheryResourcesandFishery
EconomyDevelopmentinThreeGorgesArea

WUXianzhu1,XIAOLin2

(1.ScienceandTechnologyArcheologyLaboratory,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

2.FinanceDepartment,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Thethreegorgesregionhasmanygeographicalconditionsinthehistoricalperiod,likehighclimate,accumulatedtempera-
ture,abundantprecipitation,waterquality,sufficientwaterdissolvedoxygen,waterdepth,mineralnutritionelementsofwater

bodyandbaitrichetc.,itisthemostimportantfisheryresourceofTheYangtzeriver(Changingspawninggrounds;Excellentquali-
tyandagreatvarietyoffreshwaterfishinggrounds).Sincetheearlyneolithic,peopleattachtoomuchimportancetothethree

gorges’fishresourcesdevelopment.OnefromthenewStoneAgetothePre-Qinperiod,thefishisoneofthemostimportanteco-
nomicresourcesforancientresidentsinthethreegorges.EventhefisheryresourcespresentcontinuousstartsfromQinandHandy-
nastiestothelaterhistoricalperiod,itisstillthemostimportantspawninggroundsandfishinggroundsintheYangtzeriver.There

aremanyadvancedfisherytechnologyfirstlyappearinginthethreegorgesregionfromprehistorictomoderntimes.Someofthepro-
ductiontechnologyspreadtothesurroundingareasandbecomethefinetraditionoffisheryproduction.Netsuseinthethreegorges’

prehistorictimes,largefishingfacilities(weir),largetrawlsandcormorantfishinginthePre-Qinperiod,theotterfisheriesandmul-
tifunctionalaquariumafterQinandHandynastiesetc.,theyallhaveanimportantpositioninthehistoryofChinesefishery.By
studyingonthefisheryresourcesandfisheryproductionoftheThreeGorgeshistoricalperiod,provethathumanproductionbehavior

ismaincauseofthechangeofthefisheryresourcesintheregion;ModerneconomicconstructionintheThreeGorgesarea,largeriv-
erdamshascompletelychangedthethreegorgesastheYangtzeriverbasinresourcespositionofspawninggrounds,andalso

changedtheecologicalenvironmentoftheThreeGorgeslocaladvantagefishspecies;Undertheguidingideologyofprotectingnatu-
ralresourcesand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civilization,theYangtzerivereconomicdevelopmentshouldbeattachedgreatimpor-
tancetothethreegorgesfisheryresourcesprotection.

Keywords:fisheryresource;environmentalchange;modeofproduction;ThreeGorges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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