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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东北江上的渔民世代居住在船上,船是家也是谋生工具.２００９年韶关政府推行了渔民“陆上定

居”工程,将生活在韶关城区河上的渔民迁移到城市廉租房中.运用定性的方法考察渔民家庭重新安置的过程,

探索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生计的影响及家庭不同成员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发现,渔民家庭整体生存状况因

“陆上定居”得到较大改善,但这种影响所带来的代际差异非常明显:老年男性渔民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依然独

自从事捕鱼作业,而老年女性和子女居住在廉租房,承担了未成年人的照顾和家务活动;年轻人更快地融入了城

市,工作机会和收入都改善了;而对未成年人,拥有了更好的教育条件和更大的社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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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国家的渔民群体最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住

房问题,因为他们不易获得修建房屋的土地[１].住

房不仅是一个遮风挡雨可供居住的地方,与房子相

关的区位特征,如基础设施、公共和私人设施以及社

会、经济、政治和相关的因素都围绕着房子而存

在[２].迁居到陆地上的房屋对于渔民不仅仅是居住

地方的改变,而是面临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与生计

模式.根据 Kraan的观点[３],渔民生计空间涵盖了

以下三因素:地理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只要与生

计空间相联系,这３个因素经过行为、反应和结果的

重新排列而融合形成一种生计模式.在陆地上居住

对渔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新生活,他们不再是一个

随处漂荡的社会群体,而是一个有着坚固而稳定的

住宅、可以接触到更多社会经济机会的群体.
在珠江流域以及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曾经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渔民由于语言文化与陆地居民的差

异,他们将自己认定为一个不同的种族,也就是熟知

的“疍民”,他们在岸上没有土地,只在卖鱼和购买生

活用品的时候和岸上居民接触,绝大部分的工作和

休息时间都在船上度过[４].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政府

开始制定解决渔民居住难题的政策,政府在岸上购

买了土地,修建住宅供渔民居住[５].但早期修建房

屋非常有限,随着人口的增长,大多数渔民还是继续

住在船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渔业生产大队和

水上运输大队从集体作业转向按户单独作业.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前期,鱼类资源较多,煤炭运

输和河沙开采也是重要收入来源,渔民收入相对较

好.２０００年之后,煤炭水上运输逐步被铁路运输所

取代,河沙开采需要得到政府许可,水电站、水污染

和使用电捕鱼工具的过度捕捞使得北江鱼类数量锐

减,渔民生计变得日益困难.２０１１年,农业部在珠

江流域推行了“休渔期”政策[６],渔民生计进一步受

到影响.从２００９年起,韶关市政府为了改善市区河

道景观,在市区修建了廉租房安置居住在市区河道

“住家船”上的渔民,并于２０１１年正式实施搬迁,部
分渔民的生活由此完全被改变.

本文主要以定性分析方法来比较渔民家庭在陆

上定居前后的生计变化,重点从代际差异的角度研

究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中不同性别和年龄成员的影

响.对韶关渔民“陆上定居”社会影响的研究将能了

解住房和一个家庭或群体的生计是如何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以及他们的文化、生活习惯、家庭分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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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和社会福利如何受到“陆上定居”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调查数据来自欧盟第七轮框架计划资助项

目 “高地水域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项目 (见

www．higharcs．org).该研究最终目标是探索内陆

河流上游地区水域资源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

的威胁,探讨水域资源和渔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位于粤北地区的北江,作为珠江的重要支流被选为

中国的调查点.

２００６年,韶关当地政府为申请“国家园林城市”
启动了以韶关环境整顿和景色美化为重点的项目.
政府希望通过实施“渔民陆上定居工程”(以下简称

“陆上定居”)以清理城市地区的“住家船”,确保城市

河流更整洁,同时改善渔民生活条件.２００９年之

前,在韶关城区沿北江河分布的３个地区共有１２４
艘大型住家船只和１５６户渔民(部分渔民生活在小

渔船上)① .１２４艘“住家船”中有１１１艘以水泥和钢

筋制成,剩下的１３艘用木头制成,“住家船”面积在

８０~９０m２,每艘船被分隔为几个区域用于睡觉、储
藏和客厅.２００９年,韶关市政府在十里亭和天子岭

两个地方建立了廉租房以安置居住在市区河道的渔

民.十里亭小区靠近北江,而天子岭小区距北江３０
分钟车程.２０１１年,１５６户渔家移居到政府新建的

廉租房里,其中６１户在十里亭,９５户在天子岭,每
户住宅面积大约５２m２,包括“一厨一卫”和两房一

厅.作为安置项目的一部分,１０１艘住家船被销毁,

６２位渔民获得了新技能培训,大多渔家获得了对重

置和放弃住家船的补偿,每个渔民家庭共计获得约

２００００元人民币.尽管政府在２０１１年销毁了住家

船,但大多数渔民仍然保留小的渔船和捕鱼执照.
大约１/４的十里亭渔家和半数的天子岭渔民仍然

捕鱼.
为深入了解“渔民陆上定居工程”的影响,华南

农业大学研究小组采取小样本半结构化访谈方式于

２０１２年４月和６月分两次对重新安置的渔民家庭

进行访谈.在韶关渔政大队和韶关公共住房办公室

的协助下,研究团队从十里亭和天子岭两个安置小

区随机选择了９户渔民家庭,其中４户来自于十里

亭,５户来自于天子岭.访谈包括家庭信息、移居前

生活情况以及移居前后思想的变化情况,如情绪改

变、生活方式改变、消费方式改变和工作变化等.在

前后两次访谈中,研究小组与不同的家庭成员进行

交谈,包括老年人、成人和儿童.为了获得不同年代

人的观点,本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年龄段:“老年

人”一般指６０岁以上的祖父母辈;“成人”指父母辈,
即祖父母的儿子和儿媳;“儿童”指年龄在１８周岁以

下的受教育者.在９个样本家庭中,接受采访的有

５位老年男性,５位老年女性,７位成年男性,８位成

年女性,４个男孩和３个女孩.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法,通过来自渔民家庭

不同成员的访谈可以获得他们的切身感受以及对相

关问题的认知,从而反映“陆上定居”前后的差异以

及“陆上定居”对他们生计的影响.本研究采用

Kemeny的基于社会—空间的住房影响的分析框架

(图１)[２].在这个分析框架中,住房将一个家庭置

于特殊的地理空间中,住房的位置决定了其交通、环
境和可获得的自然资源.从社会角度来看,居住地

所在社区拥有相应的经济机会、特殊的文化和制度,
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水平.住房改变往往意味着家

庭所面临的各种外部条件的变化,并对家庭整体生

计和生活水平产生影响.对于个人的社会经济行为

分析,年龄和性别是最主要的两个维度,而在当前中

国社会中,社会的快速变化对不同年龄个人的发展

产生巨大的差异.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较高,有限的

工资、较长的工作时间及有限的工作机会将极大地

影响家庭的生存状态,渔民家庭成员在社会中的经

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员之间的依赖性和矛

盾,其中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

可以用 Luescher等提出的“代际矛盾”来解释[７].
本文将首先从整体上分析“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整

体影响,包括对他们生活带来的改善和挑战;其次,
将从代际角度分析陆上定居给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带

来的影响.在考查成年人的工作、教育和生活方式

改变的同时,也着重从老一代人的视角来研究[８Ｇ９];
对儿童的研究是为了更多关注孩子和他们父母的态

图１　基于社会－空间尺度住房影响的分析框架

８１



第５期 陈风波 等:“陆上定居”对渔民生计的影响  　

度[１０];由此试图从整体层面探讨渔民家庭代际之间

和同代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陆上定居”给渔民家庭带来改
善和挑战

　　１．“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带来的改善

对所有渔家来说,“住家船”上的生活有着常人

难以体会的风险,河水的上涨和回落以及船体本身

的渗漏都将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恶劣的天气,特
别是大风和暴雨的晚上,住家船容易倾覆和破坏.
而近十年来修建的水电站也会威胁到住家船的安

全,特别是当下游大坝开闸放水时,停靠在河流沿岸

船只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开闸时水流会很快,水位

急速降低,如果人睡着的时候船只发生搁浅和侧翻

就会非常危险,特别是女人和不会游泳的小孩.所

以当父母出去打渔或所有家庭成员都睡觉时,会用

绳子系在三岁以下的儿童的胸部以防止掉进水里.
陆上房子提高了他们的安全和保障,这是渔民感受

最深刻的好处.

“当我们搬到房子里时,我们觉得更安全,因为

我们不再害怕洪水和大雨.在冬天,新房子非常坚

固,我们感到更舒适和温暖.”(儿媳,十里亭)
“当住在船上时,我们总是担心台风和洪水.当

船晃动严重时,我们担心船会侧翻.当台风和洪水

到来时,我们晚上是不会睡觉的.”(男性老年人,十

里亭)
“我和小孩走在船边,然后掉到水里了,我们都

不会游 泳.幸 运 的 是 我 丈 夫 在 旁 边,是 他 救 了 我

们.”(女性成年人,十里亭)

陆上定居在物质条件上给渔家生活带来了实在

的改进,渔民能确切感受到新房子给他们生活条件

带来的改善.当他们在船上生活时,他们做饭是使

用木材而不是天然气,他们用河水洗菜做饭,没有有

线电视,卫生间又小又脏,卧室也是又黑又小.新公

寓里,他们有设计好的厨房、卧室、卫生间、天然气和

有线电视.他们能在桌边吃饭而不是在船板上.不

仅如此,房子具有更加整洁的卫生设施以及排污处

理系统.

“我捕鱼三十年了,船上的生活不轻松而且非常

艰苦,不是长久之计.尽管这新房小了点,但它十分

干净舒适,肯定比船上生活好了.”(成年男性,十

里亭)
“打扫房间很容易.我们买了热水器洗澡.在

船上时,我们都用木材烧水在小木盆里洗澡.这是

一个很大的改变.”(成年女性,十里亭)
“因为船顶很低,我们都没法在船上放下桌子和

椅子,只好坐在船板上吃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围

着桌子一起吃饭.”(女孩,十里亭)

居住条件的改善只是其中的一项.渔家另一个

特别好处在于,陆上定居工程使得渔民获得了城市

居民户口.拥有一个城市户口可以使他们有机会享

受到当地社会保障,同时孩子可以去当地的小学就

读.因此房子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当地城市的社会保

障体系.虽然农村户口也有类似的社会保障系统,
但社会保护程度会低很多.尽管韶关地区大部分渔

民的户口属于非农户口,但由于渔民的流动性,大多

数渔民没有纳入城镇居民保障系统,而且部分渔民

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没有非农户口,居住在城市的河

道上,小孩如何上学在他们是一个很大难题.
根据政府对渔民“陆上定居”工程的政策,当这

些渔民家庭搬到城市新家时,他们都能够获得城市

户口,对那些先前已获得农村户口的家庭也是如此.
拥有城市户口的渔民可以拥有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

养老保险,在６０岁时可以领到低水平的养老金,尽
管有些渔民认为这种优待水平太低,但他们的小孩

可以在城市的小学获得相对良好的教育.

“６０岁以后,我每月领７０元的养老金.”(老年

男性,天子岭)
“我们搬到新家时,可以买城市医疗保险,但是

保险报销比率很低,大约是看病花的钱的３０％.太

贵了.我们负担不起.”(老年女性,十里亭)

２．“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带来的挑战

渔民家庭生活的改善是一方面,而“陆上定居”
也给渔家带来了实在的挑战.新房子里居住几乎所

有家用设备和消费都需要自己购买,这增加了渔民

的经济负担.船上的生活不需要多少现金收入,而
且每天没有卖掉的鱼都会被吃掉.大多数渔民关心

的最大问题是新房子的房租以及物业费用.

“最大改变在于我们需要支付生活开支.在搬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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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之前,我们不需要支付水、气和房租.但是现在我

们需要支付这些,包括吃住行,我们固定生活开支要

花费６００元:其中１１３元是房租;２６０元是天然气;

４０元是水费;６０元的电费;２５元物业管理费,还有

其他一些比如自行车停车费等等我儿子和媳妇

每月收入在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这些钱也只够维持全

家的正常开支而没有多少钱可以存下来.如果政府

提高租金,我们就不能维持家庭的生计了.”(老年

男性,天子岭)

新的生活方式也需要渔家逐步去适应.大多数

渔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

(从船上到陆上),生活条件的变化也同时改变了渔

民的日常生活习惯.有些渔民指出,５２m２的小住

宅对比８０~９０m２的渔船,对拥有较多人口的渔民

家庭来说太小了.从船上到陆上的转换有一系列的

影响,这些影响的好处与缺陷相互交织:

“当我刚搬进新家时,我不喜欢的太多了.因为

很多新东西我不知道怎么用,比如天然气、卫生间和

微波炉.”(老年女性,天子岭)
“适应新生活花了我们很长时间.房屋很小,我

们需要每天爬楼.有时候,我们会怀念生活在船上

时所呼吸到的新鲜空气和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所

有的东西都需要我们去买.周边生活区里的人我都

不太认识,我们需要刷卡进出我们的住宅区.”(成

年男性,十里亭)

通过对渔民访谈认知的总结,可以得到表１,从
住房条件、居住地周边环境、交通条件、社区组织和

社会保障了解渔民定居前后生活条件的变化,从住

房成本和食物消费了解渔民定居前后生活成本的变

表１　渔民家庭“陆上定居”前后生活条件和生活成本的对比

“陆上定居”前 “陆上定居”后

生活条件 住房条件

８０~９０m２“住家船”,漏水和摇晃,２~３个小房间,没有专
门厨房,小而脏的卫生间,小而黑暗的客厅,烧柴火和罐装
煤气,无有线电视、互联网和自来水,冬季比较冷

５２m２的廉租房,两室一厅,专门的厨房、卫生
间和客厅,房子新而明亮,有有线电视和互联
网、自来水和管道煤气,没有放渔具的地方,夏
天很热

周边环境 住在市区河道上,接触的都是熟悉的渔民 位于城市郊区的小区,邻居不认识

交通条件 依靠自己渔船上岸或到工作地方 需要坐公交车到放渔船的地方

社区组织 没有自己的社区组织 有物业管理委员会,户口由街道办事处管理

社会保障
少数有医疗保险,大多数老人没有养老保险,贫困的渔民
或老年渔民缺乏来自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渔民的小孩
很难进入城市的小学就读

有城镇医疗保险,困难家庭获得最低生活保
障,老年人获得低水平养老保险金,渔民小孩
可以进入社区所在地小学就读

生活成
本变化

住房成本 需要支付住家船维修成本以及少量电和水的费用
需要支付廉租房的租金,需要支付有线电视、
电、自来水、煤气以及互联网的费用

食物消费 吃鱼比较多,吃肉较少
需要自己去买鱼,吃肉比以前多,生活花费大
量增加

化.总体上来看,如果将所有渔民家庭作为整体来

考虑,“陆上定居”极大地改善了渔家的生活.虽说

有些许经济压力,但带来了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和

就业机会.

　　三、“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成员影
响的代际差异

　　以家庭为单位分析是一回事,但是当从家庭内

部的代际差异来看问题时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深入

家庭内部,“陆上定居”对家庭中不同成员的影响是

不同的.代际关系是家庭诸种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

系形式,也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其核心是亲子关

系[１１],并在亲子关系基础上衍生出父辈和儿辈以及

孙辈之间的关系.代际关系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会受

到公共力量,例如法律、政策、道德、家规族训和风俗

习惯等的影响[１２].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家庭

代际关系会形成稳定的模式,但当家庭所面临的社

会经济背景发生变化之后,代际之间的关系会因为

居所、就业、收入、财产权利等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当前中国农村家庭正在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传

统渔民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生活在水上,与
陆上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隔绝的,更多是存在于城

市和乡村之间的地带.在搬迁至新房之前,他们有

如隐居者生活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空间,父母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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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关系相当亲密.搬到城市住宅区之后,两代人

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同家庭成员之间产生了

相互矛盾和冲突.

１．老年人的改变

老年人对这种改变的适应可能是最困难的.渔

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过程和中国社会农村劳

动力向城市非农部门转变的过程类似.比较起来,
老一代人由于习惯于传统生活方式往往会继续以捕

鱼为生,很多老人认为自己缺乏足够的技能去选择

新的工作,同时年纪太大很难重新接受培训,特别是

对那些不识字的老人来说,更是如此.

“我已经打了５０年鱼,从没上过学.你知道没

文化是很难找到其他工作的,所以重新安置过后我

不得不还去打渔,生活在渔船上.新房子很小,只容

得下我儿子和他媳妇生活.到了夏天,房子很热,用
空调的话电费又很贵.楼层很高,让我觉得爬楼很

累.”(老年男性,十里亭)
“我每天仍然生活在渔船打渔,在新房里我睡不

着.我妻子照顾孙子和媳妇.那时生活在船上时,
我妻子总是和我一起出去打渔,她摇船,我撒网.但

是现在没人帮我摇船,撒网很困难,所以我只好用网

箱捕鱼.我必须自己准备好食物,自己卖鱼.我也

想过在城里找份工作,但是工资很低,而且不打渔我

就没有政府给的柴油补贴.我儿子和媳妇都只有很

低工资的临时工作.我不想给他们带去更多的经济

负担.同时,我也不喜欢一整天都待在同一个地方

做着同样的事.当我累了,就可以休息.搬到新房

子让我孙子上学更方便,让儿子也能更容易找到工

作,但对老人来说没那么好.”(老年男性,天子岭)

大多数老一代渔民仍生活在他们的小渔船上,
他们会继续捕鱼,而他们的家人会生活在城市的新

家里.这是多方因素综合的结果:首先,新家对三代

都住在一起的家庭来说太小了;其次,老一代渔民没

有退休金,同时在城里给他们找工作很难;最后,大
多数老一代渔民已经适应了船上飘荡的生活而不太

喜欢城市固定和封闭的环境.但是,捕鱼不是简单

的工作,往往需要多个人的配合,一般是一个人控制

船,另一个人去打渔或下网.当他们回家或者妻子

来看他们时,他会把捕的鱼带回家以减少家里食物

开支.多数老一代渔民告诉调查者,因为他们仍然

生活在船上继续捕鱼,所以他们的捕鱼生活没有太

大改变.但由于与家人不在一块,日常生活比以前

更糟.
老人认为最大的益处给了下一代,搬到陆地上

的新房给年轻一代和他们的父母带来了矛盾:

“生活在新房里对儿子和孙子更好,年轻人更容

易找到工作,小孩子上学也更方便.”(老年男性,十

里亭)
“我和丈夫一起捕鱼有三十年了.现在我和儿

子媳妇生活在一块,我就负责买菜和照顾孙子,不再

打渔了.搬迁后的生活对我儿子和媳妇更好,但我

丈夫仍然生活在船上,我想和他一块,我丈夫也想我

和他一起,但我儿子不同意:如果我和丈夫生活在一

起,就没有人照顾孙子了.如果我丈夫回来住新房

子,他就没法捕鱼然后也无法获得政府的燃料补贴,
这样我们的生活会很艰难.”(老年女性,天子岭)

女性老年人对生活的适应需要特别注意.多数

的女性渔民没有和丈夫在一起打渔,而是搬到新房

里与儿子媳妇生活在一起.与丈夫分居让她们担心

独自生活在船上的丈夫,同时又觉得有义务照顾孙

子.对她们来说,更好生活条件是以牺牲情感幸福

为代价的.围绕着关心的准则,复杂的情感交织在

一起,表明了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即温暖、亲切和

高兴与挫败、失望和后悔并存”[７].不仅如此,因老

一代渔民没有储蓄,政府提供的养老金水平很低,当
他们年纪大到再也不能捕鱼时,他们最终将必须依

赖他们的孩子生活,住房的有限和收入拮据可能会

使代际的矛盾更加突出.老一代渔民继续在渔船上

生活和捕鱼暂时解决了居住地点转换带来的居住空

间和收入上的限制.

２．年轻人的改变

年轻人对生活的适应显然不同于老年人,他们

更容易融入新的生活.对那些在城市工作或者想在

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搬到新房子加速了这些年

轻渔民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降低了他们的交通成

本,搬到新房子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改善.
事实上,在搬到新房子之前,大多数年轻渔民后代已

经很少参与捕鱼工作,而是已经在城市工作了.对

那些还没结婚的年轻人来说,新房也是将来婚姻的

一项重要基础.年轻人适应城市新生活相对较快,
对那些还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找份较好城市工

作就更加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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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愿意搬到新家去,但我们的父母不乐意

搬.当我们生活在船上时,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生活

在一起,但自从我们搬进新房子,我们分为两边:我

的公公住在船上,婆婆与我们生活.如果我的公公

婆婆都在船上生活,我则要待在家里照顾孩子不能

去工作,这样我们的生活将非常艰难.在搬家之前,
我丈夫就在陆上工作.我以前也在酒店做临时工,
包吃每月４００元,不过现在我在一家工厂工作,每月

约１７００元.当我们生活在船上,我花了一个小时

去上班,但现在只要２０分钟.我每天工作１２个小

时,而且总在晚上工作.工作很辛苦,但我们可以挣

更多的钱,并且我们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儿

媳,天子岭)

尽管成年人从政府接受一些培训,然而不是所

有的成年人都能在城市找到适合的工作,正如下面

的阐述:

“政府为我们(如焊机工人和园林工人)提供一

些技能训练课程,而且他们给我们推荐工作.但工

资太低,城市园林工人只有６００元/月.因为我不识

字,没有其他的技能,所以我很难找到工作,因此我

只有去打渔.”(成年男性,十里亭)

城市的就业机会提供了捕鱼以外的其他选择.
由于鱼类数量的减少,捕鱼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而
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时间长,但工资并不高.因此,
为维持一家三代人日益增长的生活费用,对于大多

数年轻夫妇,不论男女都得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们

必须依靠年老的父母照顾孩子.因此,生活空间的

转变导致了家庭内部分工的变化,即老年女性不再

捕鱼,但要为其工作的儿子儿媳担起照顾孩子和家

务的责任.

３．未成年人的改变

未成年人是家庭发展的未来,“陆上定居”给小

孩子带来的改变对家庭的长期影响可能更大.正如

调查人员所看到的,生活在渔船上的小孩多数被水

环绕,他们有着相对更受保护的成长环境.在童年

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渔民的小孩往往会被绳子系在

船上,这使得他们与渔船外的人交流有限.按时上

学和努力学习对他们来说很困难,特别是当他们的

父母外出打渔的时候,放学后的午餐或晚餐都无从

保证.教育水平较低一直是渔民群体的普遍特征,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渔民的流动性导致渔民的后代很

难像一般小孩正常上学,所以即使是现在,一些年轻

的渔民也不识字.“陆上定居”改变了父母和小孩之

间以往的关系,使得孩子有更宽广的社交网络和更

好的教育.

“我们的孩子很幸福,他们可以和朋友在新的小

区空地上玩耍.当我们住在船上的时候,因为他们

总是被绳子绑着系在船上,孩子不能动.他们只是

朝着对面船的小孩大喊大叫.当生活在船上时,大

多数孩子不去幼儿园,但是现在,他们则被送到幼儿

园去学习,但是要交５００元/月.”(儿媳,天子岭)

渔民后代的身份会给小孩的社会交往带来困

难,边缘化的社会层次使得他们在学校往往遭到歧

视,但陆上定居改变了这一点.

“我们生活在船上是很难交到朋友的,我的老师

和同学会嘲笑我,他们说我是渔民的儿子.当搬到

新家后,我有很多的朋友,而且再也感觉不到这种歧

视.至少现在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住在哪里.”(男

孩,十里亭)
“我喜欢船上的生活,因为在船上我可以使用钓

竿钓鱼.不过我也喜欢在新家的生活,自从搬到新

家我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女孩,十里亭)
“我认为渔民会在１０年时间里消失,年轻人都

不知道怎样补网.举个例子,即使我把网给我儿子,
他都不知道怎么捕鱼.”(老年男性,天子岭)

“我从没想过我的孩子们将会是渔民,他们不会

捕鱼.没有哪一个渔民的小孩想去捕鱼.只有老年

人会去捕鱼.”(成年男性,十里亭)

通过“陆上定居”对渔民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影

响和感知的认知,可以得到表２.“陆上定居”对渔

民家庭成员影响的代际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老年男

性渔民的生存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老年女性

不得不和他们的丈夫分开,为移居到城市的儿子和

儿媳照顾小孩和从事家务;廉租房增加了年轻人的

经济压力,但也使他们更多融入城市,工作机会的增

加改善了他们经济状况;而对于未成年人,除了

对水上生活的怀念,陆上生活使他们获得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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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渔民家庭成员“陆上定居”前后的变化

生活状况

“陆上定居”前 “陆上定居”后

老年人
男性 捕鱼为业;“住家船”为家

继续一个人捕鱼;住在小渔船上;自己做饭;交通成本增加;
有养老保险金;

女性 和丈夫捕鱼和卖鱼;船上承担家务和做饭
和儿子、儿媳住廉租房;照顾 孙 子 和 负 责 家 务;有 养 老 保
险金;

成年人
男性 住在“住家船”上;工厂做工或打零工

住廉租房;在工厂工作或打零工;容易找到工作,交通方便;
生活成本高

女性 住在“住家船”上;工厂做工或打零工 和成年男性基本相同

未成年人
住在“住家船”上;容易落水;很难在城市上
学;同学和老师的歧视;可以在河里游泳和
钓鱼

住廉租房;在社区小学上学,交通更方便;家里学习条件好;
很多电视节目;结交了很多社区的小朋友;对城市有更多了
解;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更自信;不能经常去河里游泳和钓鱼

教育条件,社会交往增加,变得更加自信,这些为他

们未来在城市中的生活打下基础.总体上来看,谋
生空间转换伴随着文化思想的变化,父母不再希望

他们的孩子继续以捕鱼为生,随着时间的更替,渔民

这个群体最终将面临消失的境地.

　　四、结　论

　　研究表明渔民“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带来的巨

大变化,尽管随着水域环境的变化和鱼类资源减少,
渔民从水上到陆地,从捕鱼到城市就业的过程早已

经开始,但“陆上定居”加快了渔民群体融入城市的

过程,城市住房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它带给渔民的不仅仅是居住的物质条件的改变,而
是一系列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机会等的变化,而这

些将为这些家庭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但很显然,这
种改变的代际差异是明显的.

对整个渔民家庭来说,搬到城市生活提高了他

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对老一代渔民来说,他们的

情感和社会幸福感降低了.由两代人交流与约束呈

现的相互依赖使得紧张的代际关系出现了.由于新

公寓有限的空间,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和增加家

庭收入等原因,大部分老一代男性渔民仍然在继续

捕鱼.他们觉得自己年龄太大,没读过多少书不适

合也不容易学习新的技能.对习惯了自由的人来

说,河上漂荡的生活对比有房子那种不移动的生活

方式,前者更具有吸引力.同时,女性渔民再也不和

她们的丈夫一起捕鱼而是承担起照顾孙子的重担.
渔民的第二代则寻求在城市的工作,以满足较高的

生活成本.在陆上定居以及生活条件的转换中,老
一代渔民为了他们的小孩以及孙子付出了相当大的

牺牲.如果没有老一代渔民为了家庭背负重担以及

他们的无私奉献,年轻一代人将怎样适应城市生活

则是悬而未定的.年轻一代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他们

拥有了获得高工资的技能,改善了整个家庭的生存

状态.这反映,在当今社会变革背景下,老年人被不

断边缘化的现实,渔民陆上定居带来的影响和城市

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到城市就业居住有着相同之处,
大量年青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之后,家庭中的老年人

往往不得不居在农村,并从事农业生产.住房社会

保障问题是当前中国核心社会问题之一,大量住房

保障的研究集中在住房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而展

开[１３],而住房和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和家庭生计有着

紧密的联系[１４].在未来的住房保障政策中有必要

关注住房配置的社会后果,特别是社会保障、教育和

就业方面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类似搬迁的住房

保障政策应该考虑家庭成员的代际差异,家庭中的

老年人尤其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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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池、郭商羿、麦振宇和文杜娟参与了调查和数据整

理,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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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ResettlementonLivelihoodofFishermen

CHENFengＧbo１,WANGCong１,SAMANTHAPUNCH２

(１．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５１０６４２;

２．SchoolofAppliedSocialScience,UniversityofStirling,Stirling,

Scotland,UK,FK９４LA)

Abstract　GenerationsandgenerationsoffishermenhavelivedonboatsonBeijiangRiverinGuangＧ
dongprovince．In２００９,theShaoguanCitygovernmentintroducedresettlementproject,whichprovided
lowrenthousesforthefishermenwholivedontheRiverinShaoguancity．Thispaperusesqualitative
methodtostudytheprocessofresettlementoffishermen’sfamiliesandexplorestheimpactofresettleＧ
mentonfishermen’sfamiliesandtheintergenerationaldifferencesofdifferentfamilymembers．ThereＧ
sultshowsthatthelivelihoodoffishermen’sfamilywasgreatlyimprovedduetotheresettlementproＧ
ject,butthisresettlementbroughtobviousaboutgenerationaldifferences:oldmalefishermencouldn’taＧ
daptthemselvestocitylife,theyarestilllonelyengagedinfishing,whiletheoldwomenlivedwiththeir
childreninthelowＧrenthouseandundertooktheresponsibilityofhouseworkactivitiesandcaringforthe
minors;youngpeoplequicklyintegratedthemselvesintothelifeofthecities,whocouldhavemorework
opportunityandincreasedincome．Asfortheminors,theyhavebettereducationconditionsandlargersoＧ
cialnetworkandmorefriends．

Keywords　fisherman;resettlementonland;impactonlivelihood;generational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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