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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介绍海洋文化景观的属性、定义和构成;将辽宁省海洋文化景观资源分为海洋物质文化

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2个大类,其中海洋物质文化景观包括海洋自然文化景观、海洋遗迹文化景

观、海洋聚落文化景观、海洋宗教文化景观、海洋旅游文化景观和海洋设施景观,海洋非物质文化

景观包括海洋历史文化景观、海洋民俗文化景观和海洋艺术文化景观,分别概述具体类别资源的

代表内容;提出可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辽宁省海洋文化景观,研究海洋文化景观对于海洋文

化建设和提高海洋意识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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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aperintroducedtheattribute,definitionandcompositionofmarineculturalland-

scape,anddividedthemarineculturallandscaperesourcesinLiaoningprovinceintotwomajor

categories:marinematerialculturallandscapeandnon materialculturallandscape,ofwhich

marinematerialculturallandscapeincludesmarinenaturalculturallandscape,marineheritagecul-

turallandscape,marinesettlementculturallandscape,marinereligiousculturallandscape,marine

tourismculturallandscapeandmarinesettinglandscape.Themarinenon-materialculturalland-

scape,includingthemarinehistoricalandculturallandscape,themarinefolkculturallandscape

andmarineartandculturallandscape,summarizestherepresentativecontentsofthespecificcate-

goriesofresources,andproposesthatthefuzzycomprehensiveevaluationmethod,whichcanbe

usedtoevaluatethemarineculturallandscapeinLiaoningprovince,andthestudyofmarinecul-

turallandscapeisofgreatsignificancetotheconstructionofmarinecultureandtheimprovement

ofmarine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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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人类在对海洋不断认识和

开发利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海洋文化。海洋文化

景观研究是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兴交叉

学科,通过研究可系统梳理海洋文化的传承脉络、

挖掘海洋文化的丰厚内涵和强化海洋意识,进而为

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辽宁省是海洋大省,海洋经济实力较为雄厚,

传承和发扬海洋文化是建设海洋强省的客观需要。

近年来,辽宁省沿海地区深入挖掘和有机整合海洋

文化景观资源,着力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努力实现

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

1 海洋文化景观的属性和定义

海洋文化景观依托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其形成

既有人为主观意识的作用,又受海洋自然环境的制

约,具有人文和自然的双重属性。

海洋文化景观的定义基于人文地理学中文化

景观的概念:文化景观的概念由德国地理学家弗拉

采尔在《人类地理学》和《民族学》等著作中首次系

统阐述[1];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李旭旦[2]认

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反映地

区的地理特征;De[3]将文化景观定义为人类对自然

景观的所有可辨认的改变,包括对地球表面和生物

圈的各种改变;汤茂林[4]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为满

足某种需要,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

上叠加人类活动结果而形成的景观。在上述研究

的基础上,国内学者逐渐完善海洋文化景观的定

义:李加林等[5]认为海洋文化景观是人类在开发利

用海洋的过程中形成的众多物质和非物质产物,包
括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和心态以及

由此产生的与海洋有关的经济结构、法律制度、生
活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因此,本研究认为海洋

文化景观是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过程中,在海洋

自然环境上附加人类活动而产生的物质和非物质

产物。

2 海洋文化景观的构成

汤茂林[4]认为文化景观由自然和人文2个大类

的因素组成,自然因素是文化景观赖以存在的基

础,人文因素包括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其中,物

质因素是能被肉眼识别的有形因素,非物质因素是

思想、习俗、信仰和生活方式等无形因素。戴代新

等[6]认为文化景观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需

求,也反映了人类改变世界的态度,包括文化传播

和发展等诸多方面有价值的证据。结合文化景观

的构成,李加林等[5]认为海洋文化景观由物质环境、

精神环境和行为环境构成。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结合辽宁省相关资源分

布,本研究将海洋文化景观分为基于人类活动影响

的海洋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2个大类。

(1)海洋物质文化景观主要分为6个小类:①海

洋自然文化景观(经人为定义、划分和予以保护的

海洋自然景观),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

区等;②海洋遗迹文化景观,包括海防遗迹、港口遗

迹、船坞遗迹和人类活动遗迹等;③海洋聚落文化

景观,包括沿海城镇和渔村等;④海洋宗教文化景

观,包括寺庙和祠堂等;⑤海洋旅游文化景观,包括

海洋度假区、主题公园、纪念馆和休闲娱乐场所等;

⑥海洋设施景观,包括港口交通、大型工程、围海养

殖地和盐田等。

(2)海洋非物质文化景观主要分为3个小类:

①海洋历史文化景观,包括海洋历史事件、人物和

典故等;②海洋民俗文化景观,包括海洋宗教信仰、

节庆祭祀、生活习俗和饮食特色等;③海洋艺术文

化景观,包括海洋文学、传统工艺、渔谚渔谣和劳动

号子等。

3辽宁省海洋文化景观资源

辽宁省海岸线东起鸭绿江口、西至辽冀海域行

政区域界线,区内海域总面积约41200km2,海岸

线长2738km[7],拥有丰富的海洋文化景观资源。

(1)海洋物质文化景观:①海洋自然文化景观

方面,根据《2015年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辽宁省

有涉海类保护区12个,总面积857046hm2,保护对

象主要包括野生动物、地质遗迹和海洋海岸带3个

大类;②海洋遗迹文化景观方面,辽宁省沿黄、渤海

地区曾发现大量古人类文化和人类活动遗迹,如小

珠山文化遗迹、巨石文化遗迹、乐浪文化遗迹、旅顺

老铁山郭家村下层文化、大连湾大嘴子遗址、庄河

白店子石棚、旅顺船坞、旅顺鸿胪井刻石和旅顺天

妃庙碑等[7];③海洋聚落文化景观方面,辽宁省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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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连市、丹东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和葫芦

岛市6个地级市,目前以辽宁沿海经济带为发展轴

线,形成环黄、渤海的经济发展区域,沿海城、镇和

村落交错布局,形成较为典型的北方海洋聚落体

系;④海洋宗教文化景观方面,辽宁省有大孤山天

后宫、宝山寺天后宫、獐岛妈祖庙、小岛村妈祖庙、

青堆子天后宫、石城岛天后宫、大长山岛天后宫、大

长山岛南海坨端祈祥园、东关大庙、金州天后宫、庙

下屯海神娘娘庙、复州娘娘宫、营口天后宫、牛庄天

妃庙和锦州天后宫等[7],部分村落和渔港还建有小

型祠堂等;⑤海洋旅游文化景观方面,根据国家旅

游局数据,辽宁省拥有涉海5A级景区2个、4A级

景区10个和3A级景区8个;⑥海洋设施景观方

面,辽宁省拥有6个港口群及其港区分区,截至

2016年年底围海养殖用海约13.5万hm2、盐田用

海约5000hm2、重大交通设施用海约3万hm2。

(2)海洋非物质文化景观:①海洋历史文化景

观方面,主要包括先秦和明朝的辽东半岛海运、明

末清初的闯关东、近代列强割据等历史事件以及对

辽宁省海洋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或在海

洋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②海洋民俗文

化景观方面,主要包括妈祖、元神和龙王等宗教信

仰[7],放海灯、海龙王生日、大鹿岛祭海、开海仪式和

渔民节等节庆祭祀,婚嫁、捕捞和行船等生活习俗

以及海鲜等饮食特色;③海洋艺术文化景观方面,

主要包括反映海洋生产和生活实际的渔谚渔谣,长

海渔民号子和大连港装卸号子等劳动号子以及古

渔雁、长海、老虎滩、黑石礁和海洋岛神灯等传说

故事[7]。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辽宁省海洋文化景

观资源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4 海洋文化景观评价常用方法

海洋文化景观评价大都以景观评价方法为基

础,结合海洋文化景观的海洋特性。典型的景观评

价方法包括描述因子法、调查问卷法和直观评价法

等[8],近年来层次分析法、综合评判法和模糊数学法

等定量评价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景观评价中[9]。国

内学者在景观评价的基础上对海洋文化景观评价

进行研究,如金玉婷等[10]和李加林等[5]采用调查分

析法、民意测验法、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

对浙江省海洋文化景观资源进行评价。

辽宁省海洋文化景观评价可采用模糊综合评

价法,即通过构造等级模糊子集把反映被评价事物

的模糊指标进行量化,利用模糊变换原理对各指标

进行综合[11]。具体步骤是:①选择典型海洋文化景

观进行评价影响因素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价指

标体系;②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

AHP层次分析法确定目标层、准则层和因子层各因

子的权重值;③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确定综合得分。

5 结语

海洋文化景观是人类在认识海洋和经略海洋

的过程中留下的宝贵财富。对海洋文化景观资源

进行调查和评价有助于了解海洋文化景观资源储

量和开发利用现状、梳理海洋文化脉络、挖掘海洋

文化内涵以及提高海洋意识。应合理管控和布局

海洋文化景观资源,使其成为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

增长点和海洋文化传承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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