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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以日本和山歌县太地町渔民大规模残忍捕杀海豚
为主题的纪录片《海豚湾》问世。《海豚湾》拍摄过程长达
三年多，是对和山歌县太地町渔民捕杀海豚经过的百分百还原；
美国剧组为了重现当时的残酷情形，派遣谍报和军事人员深入当
地了解和掌握大量的第一手的真实的捕杀海豚的信息。

《海豚湾》的问世，在国际社会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
波；人们无不谴责日本捕杀海豚的残忍行为，这也使得日本在
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受着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而影片是
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日本人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而和
山歌县太地町渔民捕鱼只是日本大肆捕杀行为的一个缩影，在和
歌山县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捕杀活动。

1  日本捕鲸行为的文化渊源
日本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捕鲸国和最大的鲸鱼肉的消费国。

日本是一个极其善于学习和借鉴别国优秀文化和技术的国家，在
远洋捕鲸活动中，他们采用了外国的部分先进技术，为捕鲸活动
制造有利条件。远洋捕鲸业和经济发展挂钩，而发展经济的主体
是劳动力，而远洋捕鲸业发展壮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增产增
收；另一方面，捕鱼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深深吸引着当地人民，驱
使他们加入到捕鲸的团队当中去。这样一来，九州、四国等日本
南浦地区的渔民的就业问题得到解决。

日本捕渔业在时间的沉淀下，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活动；当
然，生产活动本来就属于文化活动。在日本人看来，他们在自己
的国家和领土上进行生产活动创造财富的行为是正当的。随着科
技的进步和发展，日本的捕渔业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有组织、有制
度、有领导团体的集体行为，他们进行的捕渔工作是一种实实在
在的以创造财富为目的的物质活动。

以日本和歌山县太地町渔民大肆捕杀鲸鱼为例。他们捕鲸的
方式是：先是在海中安排人员大规模拦截鲸鱼，然后集体将拦截
的鲸鱼们驱赶到一个封闭、不利于鲸鱼逃脱的海湾，接下来就是
将鲸鱼捕杀，最后进入交易和销售的环节。在日本人所谓的“海
洋文化”中，充满了杀戮、血腥和残暴；最初他们是和海洋共存，
在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情况下开展捕渔活动。到后来，随着生产
力的提高、捕渔技术的进步以及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日本的捕
渔业向着大型化发展。

2  日本捕鲸现象的本质
据日本人所说，日本为了调查鲸鱼资源，每年仍在从事商

业捕鲸，且每年大约捕杀300头大型鲸鱼；每年的市场供应量为
5000吨左右。日本这种行为，就是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进行着
非法的捕捞活动。国际环保组织认为，日本的捕鲸活动一方面对
海洋环境有破坏，另一方面是使鲸鱼濒临灭绝的最直接原因。而
目前，日本在经济极其发达，国际地位高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坚
持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显然，这与日本捕捞活动带来的巨大经
济利益有直接关系。日本的捕鲸船每年在南太平洋捕杀400—500
头的鲸鱼，然后这些鲸鱼作为被作为食用肉类进入市场，而这些
鲸鱼能够创造大约60亿日元的销售额。

3  捕鲸文化与生态保护
在日本人的传统观念里，他们的商业捕捞活动活动是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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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人捕鲸行为自古以来就存在并延续至今，这在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日本的“捕鲸文化”。“捕鲸文化”有着悠久的历
史渊源和形成的特定背景。这里所说的“捕鲸文化”是日本历史传统“文化”，但大规模捕鲸并非传统；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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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通过人工干预，进而维护海洋生态
平衡的一种有效方式。

随着捕捞活动越做越大，同时也开辟了相当大的鲸鱼肉市
场。他们的捕鲸数量和周期必须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问题的根
本点在于限制捕捞活动，对捕鲸的渔民进行深刻的教育使其反思自
己的错误行为。因为渔民问题，或者说是劳动力问题，是整个捕捞
线上的最根本的、难以动摇的存在。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说服
这些劳动力放弃捕捞后，如何解决大量失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
这里，日本政府便要考虑渔民们的生存和就业问题。

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捕捞活动得到了更多的技术支持，
这也是为什么捕捞活动能够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如今的捕捞活
动，不论形式或者内容，已经发展到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这就
意味着，海洋生物面临更大的灭绝风险。因此，即使可以把战后兴
起大规模捕杀鲸鱼等海洋生物的行为当作是“传统”和“文化”，那
么，在当今海洋生物和鱼类急剧减少的今天，也要改变这种不可持
续的“传统”和“文化”。这样，才是对传统和文化最有效的保护。

4  结语
日本评论家森本哲郎在其作品《「まあまあ」に見る日本

人の心》中提到:“日本是海岸民族而非海洋民族。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日本人不想再经历第二次残酷的航海生活了。也就是说，
想要尝试海洋冒险的日本人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
日本列岛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化无穷的
山河，也是一座外敌难以入侵的安全的岛国。

从此，日本人开始了岛国生活，从山崎正和所说的一个海岸
民族变成了一个海洋民族。简单说，既然生活在岛上，还是一座
山地占国土面积绝大多数的岛，那么想要进行农业生产是很难的。
首先要开垦土地，寻找种子，然后进行播种。这一系列活动对于
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容易实现的。而相对于农
业生产，发展渔业则相对容易且不需要任何的生产周期。于是，日
本民族开始了以捕鱼为生的生活，并将这种生活生产方式一直沿
袭下去形成了其独有的文化传统，于是便产生了海洋民族。

但是直到今天，日本的这种捕捞行为已经失去了文化和传统
的属性，已经远远脱离了他们所弘扬的人道主义。本来是依靠这
片海、这座岛为生的日本民族，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惜以
海洋生物作为代价。假设日本这种大型捕捞活动继续发展下去，
那么承担这个惨痛代价的将会是他们自己。

我们呼吁保护鲸鱼、减少大规模捕捞不是反对日本的海洋文
化、鱼文化，而是为了长久地保护包括日本等国在内的海洋历史
传统和海洋文化，不使之因为鲸鱼等鱼类的加速减少而导致最后
消亡，对日本的历史传统、海洋文化、鱼文化的长远延续具有正
面作用。人类要想处理好与其他生物、大自然的关系，必须先做
到尊重和热爱自然，与社会和谐，人类才能维系长远的可持续发
展，也才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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