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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地区海洋文化发展研究‐以古镇口为例 
温照云 

（滨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摘要：古镇口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文化的发展除了受区位条件、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以外，国家将其战略定位为深度融合发展样板区、靠前综合保障示范区、陆海统筹特色海军城，有针对性的选取青岛特色区来进行

海洋文化研究显得尤为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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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镇口地区的海洋文化内容 

1、物质文化 

（1）实体组织 

主要有海洋的行政管理组织，如水利部门、农业部门、海监部

门、渔业部门等；企事业单位，如海洋产品生产单位、服务销售单

位、海洋渔业公司、海洋运输公司、海洋产品贸易公司、海洋船舶

服务公司等；学术团体，如海洋文化研究院、海洋水产研究所、海

洋气象研究院等；其他组织，如联合国下属的各类研究组织、企业

事业单位、学术团体意外的各类组织等等，这些相关的海洋研究组

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和管理海洋的宽广

度。 

（2）海洋设施 

主要有海洋景观及海洋设施。海洋景观包括自然海洋景观、修

复海洋景观、人造构筑海洋景观等；海洋设施包括构筑物设施、码

头港口、灯塔航标、轮船游艇、海草房屋等。近年来“海绵城市”

的出现，给高速发展的城市空间带来了新希望，海绵城市的推广建

设在青岛这样的滨海城市中的规划设计中被屡屡引用和推广，并得

到大众及政府的认可和好评，海绵城市景观已经成为城市中的新风

尚。 

（3）海洋产品 

海洋产品的种类繁多，几乎与我们衣食住行相关的产品都能找

到与海洋文化相关的产品类型，如如我们的的可食用型海洋产品，

海洋文化图案或造型的服饰、饰品、纪念品，海洋文化家具及使用

器皿，我们在青岛地区所乘坐的海洋文化地铁车厢等等，海洋文化

的产品在无时无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我

们的生活。 

2、非物质文化 

古镇口地区的非物质文化具有鲜明的海洋特色，大致概括为这

几类：方言和民间文学，渔民号子、舞蹈、曲艺、戏曲、杂技等民

间表演，特色海洋产品饮食制作工艺，具有海洋特色的婚庆、服饰、

礼仪等习俗，陶艺、剪纸、刺绣等海洋工艺品制作等。具体实例如

以石为墙，以海草为顶，有高耸的屋脊并以渔网罩之的“海草房”

施工工艺；为方便海上作业而带的斗笠制作工艺，穿短衣短裤且裤

腿肥大的特色妇女服饰搭配；以青岛独有的海菜、石花菜、鹿角菜

为原料制作的“海凉粉”制作工艺；青岛贝雕艺术等。这其中的很

多都已被开发为渔家乐的重要旅游体验项目。 

3、海军文化 

在国家政策色指引与大力发展下，使古镇口地区的海洋文化带

有鲜明的军事色彩。古镇口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是我国第一个战略

航母所在地。其中陆域面积约为 220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为 650

平方公里，整个海岸线绵延长达 54 公里。古镇口军民融合示范区

深入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推进思想融合、科技融合、产业融合、人

才融合“四个融合”，重点建设军民科技产业发展中心、装备技术

保障中心、军地人才培养中心、军队社会化保障中心“四大中心”，

建设了自然生态景观与人工景观相结合的景观景象，具有军事主题

文化特色的国内第一个海军公园，进一步形成了全要素、多领域、

高效益的军民融合区共融发展的新格局。 

二、促进特色海洋文化发展的主要研究思路 

通过对青岛古镇口地区特色海洋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

文化两大层面展开研究与分析，总结该地区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及海洋文化中特色性军事文化对本地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军民

融合区海洋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策略，探索出新形势下适合本地海洋

文化发展的方法与策略。 

对古镇口地区的特殊政治地理区位进行综合分析，深入探讨融

合区海洋文化在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的体现，得出该地区在发展

军民融合区海洋文化中存在的不足，最后得出新形势下推动军民融

合区海洋文化发展与传播的方法与策略。在不同区域海洋文化的研

究上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同时又具备其特殊性。现代海洋文化的

研究应该跟根植于当地的具体发展状况，并结合当地的发展特色，

因地制宜的研究出形势下海洋文化发展途径。 

三、促进特色海洋文化发展的观点 

1、根据相关文献期刊资料的查阅与综合对比发现，青岛地区

海洋文化的研究发展基本上以整个青岛地区为主，或对整个青岛地

区某一类海洋文化进行研究，针对性不强，缺乏对青岛地区特色区

域的综合性研究。 

2、古镇口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地带，

海洋文化的发展除了受区位条件、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

响以外，国家给予重要的战略定位，定位为军民深入融合发展的样

板区域、综合保障的示范区域、海军特色城区域，有针对性的选取

青岛特色区来进行海洋文化研究显得尤为紧要。 

3、人类与海洋长期互动发展的产物，也就是海洋文化的本质。

如海洋文化信仰、海生物考古研究、海洋特色民俗民风、与海洋有

关的海洋建筑和海洋景观等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对于古镇口军

民融合区海洋文化的研究，以实际工程项目为依托，积极响应国家

政策，不断完善特色海洋文化的内容，将海洋文化的物质方面与精

神方面有机结合，传承本地特色海洋文化。 

四、促进特色海洋文化发展的建议 

1、面向海洋，融会贯通各类海洋文化因子 

在传承古镇口地区传统海洋文化历史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世界

各地优秀的海洋文化因子，在融合的基础上进而突出本地的海洋文

化特色，进而构建协调发展、和谐共融、生机勃勃的世界性滨海城

市。海洋文化向我们展示的是自由的、奔放的、时尚的、开放的文

化因子，是能最先融汇吸收世界文化的文化类型，在对全球经济一

体化形式下的区域文化的影响度不容小觑。 

2、清晰思路，科学制定古镇口地区海洋文化发展思路 

首先，通过文献查找与现场走访采集的方式，充分挖掘古镇口

地区的海洋文化历史精髓，唤起悠久的历史文化，做好资料的累积

与分类整理。其次，建立健全相关的海洋行政管理组织、企事业组

织及其他组织，将各类组织统筹安排，明晰海洋文化研究与发展的

各项任务及目标。再次，搜寻古镇口地区散发海洋文明的古文物、

历史遗迹、古书典籍等，需要重新挖掘并分析它的海洋文化因子，

结合新的时代发展需求，探索出符合时代气息的文化内涵，总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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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出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 

3、提升地域海洋文化形象，拓深与拓宽海洋资源的研究程度 

海洋文化中的物质展现部分，体现并融于城市环境的每个空

间，用于展现城市整体形象，有海洋风格建筑、海洋风格构筑物、

滨海带自然景观与人工修复景观、海洋设备设施，有海洋文学作品、

海洋文化产品、海洋文化艺术、海洋主题绘画、海洋主题雕塑，有

海上风光旅游、海上资源勘探、海上安全巡警等。 

4、突出重点，多视角多层次扎实推进富有地域特色的海洋文

化 

古镇口地区的特殊地理区位，海军文化的发展融入，丰富海洋

文化发展方向，坚持海洋文化与海军文化的开放型互动式发展，可

以将整个地区的文化发展赋予新的历史意义。首先，着力于国家的

发展政策与引导，结合本地发展形式，将海洋文化与海军文化发展

相融合，响应国家大力军民融合区的政策引导，进而丰富与促进地

域海洋文化的发展。挖掘与唤醒本地海洋文化的旅游品牌，汲取世

界各地成功的海洋城市建设经验，在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

上融合本地特色海洋文化资源，推动海洋文化的发展与国际化的交

流。 

五、古镇口地区的海洋文化研究意义 

1、世界各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海洋文化的竞争。面对新冠

疫情的影响，我们更清楚的看到目前各国在抢购医疗资源的激烈竞

争，而这竞争的背后也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我国作为大国的担当与英

雄的作风，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影响着竞

争的格局与态势。军民融合区作为我国重要军事力量的发展基地，

其军事特色海洋文化的传播，有助于提升民族的自豪感与信心。 

2、胶东半岛地区自古以来受海洋文化影响颇深，在研究海洋

文化的深渊度与广度上来说，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我们在研究悠

久璀璨的海洋文化更应该着眼于未来，选取带有特色的研究区域为

对象，以古镇口为例的特色地区海洋文化的发展研究，突出本地的

军事特色。军民融合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先锋模范发展

的领头作用，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将好的发展模式及方法影响并进而

推广到其他区域，再由区域经济发展带动整个胶东半岛地区的经济

发展，从长远的发展观来看，这是一种共赢的发展模式。 

六、结语 

青岛古镇口地区海洋文化形成了适应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环

境、融合海洋与海军文化、形成以自然适应性为基础、政策适应为

导向、社会适应性为动力、文化适应为核心的海洋文化发展形式。

传承与发展地域特色海洋文化，不断丰富海洋文化发展内容与方

向，在基于地域特色海洋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融合世界各地发展

海洋文化的方法，去其糟粕，取其精髓，展现我国特色海洋文化的

发展内涵，进而带动地域文化经济的稳步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共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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