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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胶东半岛海洋文明简史》(作者郭泮溪、侯德彤、李培亮)包括了胶东半岛早期海洋文明；先秦胶东
半岛港航活动探寻；汉魏六朝海上丝绸之路；隋唐宋金胶东诸口岸与板桥镇；蓬莱仙话与海洋信仰等
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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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网小号：渔民起网时，但见鱼儿活蹦乱跳，大家兴高采烈地唱喊起上网小号。
此号子调式明快流畅，喜悦风趣。
　　捞鱼号子：渔民用鱼抄向船舱中装鱼时，便唱起捞鱼号子。
此号子的曲调虽然简单重复，但是欢快生动。
　　拉船号子：领唱者站在船头，用手中的木棒敲打船体，发出咚咚的响声，用以加强节奏，协调动
作。
领唱之后，船两侧的渔民们便手扳船帮，在合声中一起用力拉船。
此号子调式舒缓，节奏自由而不散，用力点明确。
　　收山号子：胶东半岛一带的渔民俗称渔船返航为“收山”。
当渔船内鱼虾满载，渔民们摇橹返航之时，船老大便会领唱起收山号子。
此号子的调式舒缓悠扬，极有韵味，充分地体现了渔民们获得渔业丰收时的喜悦心情。
　　蹬船号子：这是一种配合沿海渔民特有的劳动形式而产生的渔家号子。
过去的渔民为了提防海风把渔船吹走，每次出海回来时，大家都要把渔船从海水中抬到海滩上，下次
出海时再合力把渔船抬下海去。
由于海滩松软难以使上劲，人们便背抵着海滩，脚蹬在船帮底部，齐心合力将渔船蹬下海。
为了协调众人的步调，于是产生了弱调调式的4/4拍蹬船号子。
　　爬爬号子：此号子是蓬莱一带渔船满载返航时，由船老大唱的抒情味浓郁的“羽”调式渔家号子
。
爬爬号子具有节奏跳跃，活泼风趣的抒情特色。
　　在众多传承至今的胶东半岛渔家号子中，我们依稀能够寻觅到原始先民在获取海产品时所唱号子
的痕迹——领唱合唱式的呼号。
这类领唱合唱式的呼号不仅仅是劳动者情绪宣泄的需要，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与劳动过程同步配合的媒
介。
毋庸置疑，领唱合唱式的呼号应是传承数千年至今最简单有效的表达方式。
虽然说胶东半岛渔家号子的主要功能是与渔民集体劳动相辅相成的，但是除了它的实用功能之外，还
同时具有鲜明的娱乐功能。
通过不同种类的号子振作精神、协调动作，可以有效地减轻劳动者的体力消耗，增强渔民们的劳动热
情。
尤其三大类号子中的舒缓号子和娱情号子，其娱乐功能更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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