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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漂”、“浮标”、“浮漂”使用辨析
苏 雷

中国体育报业总社，100061，北京

著 编 标 准

本文所谓“浮漂”，非指大型通用辞书中“浮

漂”释义，而是指钓鱼活动中某一专门工具，即各

种大型通用辞书中所用的“鱼漂”。

目前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钓鱼类连续出版物

（期刊）共有 3种，分别是：1984年 10月创刊，由国
家体育总局主管，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主办的《中国

钓鱼》（月刊）；1993年 7月创刊，由江苏凤凰出版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管，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

社有限公司主办的《钓鱼》（半月刊）；2001年 1月
创刊，由辽宁北方报刊出版中心主办的《垂钓》（月

刊）。在这 3种正式出版的钓鱼类连续出版物（期
刊）中，《中国钓鱼》将“鱼漂”称作“浮漂”，《钓

鱼》、《垂钓》皆将“鱼漂”称作“浮标”。

查找各种通用大型辞书工具书，都是将露出

水面、用于指示鱼儿咬钩的钓鱼用具称作“鱼漂”、

“漂儿”、“浮子”。如《现代汉语词典》（第 6版，商
务印书馆 2012年）1 586页，【鱼漂】（～儿）钓鱼
时拴在线上的能漂浮的东西，作用是使鱼钩不致

沉底。鱼漂下沉，就知道鱼已上钩。另同书，401
页，【浮子】：鱼漂；同书，993页【漂儿】〈方〉鱼漂。
而没有将“鱼漂”称作“浮漂”、“浮标”的。在各种

通用大型辞书工具书上，“浮漂”的释义：【浮漂】

（工作、学习等）不踏实；不认真：作风～。“浮标”

的释义：【浮标】设置在水面上的标志，用来指示航

道的界限、航行的障碍物和危险地区。

为什么我国的专业钓鱼期刊弃大型辞书工具书

中的明确释义不用，而改用似乎与“鱼漂”没什么关

系的“浮漂”、“浮标”呢？是这些期刊的编辑没有查

找工具书，想当然地将“浮漂”、“浮标”错理解成“鱼

漂”之意吗？显然不是，《现代汉语词典》作为中文期

刊编辑的必备工具书，相信每一位编辑起码在遇到疑

问时，首先都会翻翻它，绝不至于将这个问题遗留至

少十年之久。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本文力图以3种
期刊中创刊时间最早、发行量最大、在钓鱼界影响最

广的《中国钓鱼》杂志为例，试解其中的谜团。

1 “浮漂”称谓的演进过程

《中国钓鱼》杂志开始也是使用“鱼漂”称谓的，

如“垂钓者一个个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水面上的鱼漂”

〔《中国钓鱼》1984创刊号第10页《“中日友好钓鱼联
欢会”散记》（荆朝渝）〕，但马上就进入了“浮漂”、“浮

标”混用阶段，如《观浮漂断鱼情》〔《中国钓鱼》1986
第2期第26页（辽宁•肖文生）〕；《略谈淡水鱼垂钓技
巧》〔《中国钓鱼》1986第2期第26-28页（江西•黄世
南），文中，多处用到“浮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89年。1989第3期卷首语，刊登时任中国钓鱼协会
秘书长、《中国钓鱼》杂志副主编谢炳元的《同池垂钓  
相形见绌》一文，记录了1989年5月11日（《中国钓
鱼》杂志当时为双月刊），中国钓鱼协会邀请中国台湾

钓友参加“海峡两岸钓鲫鱼比赛”，文中写到“只见他

们频频换饵下钩，浮漂稍动即提竿”。

谢文对《中国钓鱼》杂志用词的影响极大，部分原

因是谢炳元本人当时的职位与影响（当时，《中国钓鱼》

杂志是中国钓鱼协会会刊），更重要的是，谢文所述这

场比赛，大陆方的第一名，所获之鱼，不及台湾最后一

名渔获之半。于是谢文中对台湾钓友技术、用具的称

谓，此后基本成为《中国钓鱼》杂志的用词标准。谢文

见刊后，震撼了中国大陆钓鱼界，大家不信也不服台

湾钓鱼人的技术如此之高，用具如此之妙，各省市钓

鱼协会纷纷组队与台湾钓鱼人比赛，在一年多的时间

里，除了广州市钓鱼协会靠钓鲮鱼比赛（岭南特有鱼

种，台湾钓鱼人没有钓过）赢了一场外，其余比赛，特

别是钓鲫鱼比赛，皆以大陆钓手惨败收场。于此，大

陆钓鱼界纷纷以台湾钓鱼人所使用的称谓，来称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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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当时的钓鱼用具、钓鱼技术等。于是，台湾钓友使

用的“浮漂”这个名称也就成了钓鱼界的行业用语，词

典中的正式名称“鱼漂”，反而没有多少人再用了。

2 “浮漂”与“鱼漂”略有不同

词典中的“鱼漂”，功能为二。其一是显示作

用：钓鱼时拴在线上的能漂浮的东西，作用是使鱼

钩不致沉底。其二是观察、判断作用：鱼漂下沉，就

知道鱼已上钩。“浮漂”除了上述功能，在某些钓鱼

方法中，还有辅助功能。比如矶钓的“飞漂”钓法，

浮漂的主要作用是托住渔线，使钓鱼人方便观察渔

线的动作来判断是鱼咬钩还是海浪推动浮漂下沉。

钓鱼从捕鱼中脱胎而来，浮漂的使用，最初主

要是为了静态钓获底栖之鱼如鲫鱼、鲤鱼等而诞生

的，主要针对的是相对能够诱聚的鱼种。浮漂从形

态上分整体、分体，整体浮漂又分流线型、椭圆形、

圆形、三角形等等；分体浮漂，则主要是指散子漂。

最初的浮漂非常简单，大抵是在渔线上栓一段

苇秆、一截草棍儿或是几粒鸭羽。它们的功能正如

词典所述。不过，当时鱼漂的作用并不是使鱼钩不

致沉底，恰恰相反，中国传统使用浮漂钓鱼的方法，

是将鱼钩沉底，而渔线在浮漂的作用下，被拉直在水

里。这样，鱼一咬钩，浮漂或下沉或上浮。而鱼钩不

致沉底，即浮钓的时候，中国传统的钓鱼方法里，是

不使用浮漂的，比如“戳拱”钓法、“戳茬”钓法。

但是，台湾钓鱼人所使用的钓鱼方法，却是钓

浮鱼时，依然使用浮漂！他们通过快速抛饵食入

水，很快将鱼聚拢来，并不断追饵食上浮，钓鱼人

这时将浮漂位置移动到接近鱼钩，快速钓取在水

面之下抢饵食之鱼。这就是当年台湾钓鱼人大胜

大陆钓鱼人的最大秘密！也是大陆钓鱼界弃“鱼

漂”而用“浮漂”、“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

3 “浮漂”、“浮标”意同音不同

由于中国面积广大，方言众多，特别是长江南

北，语言发音差异很大，相同的东西，在南北方可能

发音、文字都有不同。比如漂，北方人发音为piao；而
南方人则发音为biao。这就是“浮漂”、“浮标”两种称
谓存在的主要原因。比如前例中，江西黄世南文章

《略谈淡水鱼垂钓技巧》，用的是“浮标”，而辽宁肖文

生的文章《观浮漂断鱼情》，则用的是“浮漂”。

这样说来，江苏省出版的《钓鱼》杂志用“浮

标”是发音使然，那为什么地处北方，由辽宁出版

的《垂钓》杂志却弃“浮漂”而用“浮标”？这与台

湾钓鱼人有关。台湾地处我国东南，与福建省隔

海峡相邻，语言为闽南语；即使民国时期推行的

“国语”，也因国民党高层多江浙人士而多有南方

发音。如《水库野塘钓入门》（台湾 •李嘉声著。台
湾户外生活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88年 1月）
第 88页（2.浮标）。台湾钓鱼人的发音中，也一直
将 fupiao发成 fubiao。《垂钓》杂志创办较晚，正是
大陆钓鱼界狂热追捧台湾钓鱼方法、技术时期，照

搬台湾钓鱼人的叫法，也就情有可原了。

4 “浮漂”叫法似可规范

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业用语，有些行业用语，

在通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有些行业用语与通用词

典的解释也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本行业

中的使用。比如“浮漂”（“浮标”），早已是钓鱼行业

的专用语言，而大型通用词典中并没有收用。

但“浮漂”与“浮标”，用哪个更为规范呢？笔者认为，

综合考虑，还是称“浮漂”为好。首先，“浮漂”称谓历史上

就存在。如《为浮漂正名》一文：“记得1950年代中期我初
学钓鱼时，京城的几家渔具店已经有高档漂出售，明确标

称‘化学浮漂’。这说明浮漂这个名称此时已经出现，而

且应该比我见到之时更早。” （ 北京•乌光华。《中国钓鱼》
2012年第3期66页）。其次，从实际使用和影响方面说，也
应该用“浮漂”。由于《中国钓鱼》杂志创刊早、发行量大，

中国大陆钓鱼界早已经习惯了“浮漂”这个称谓。即使江

浙、两广、江西、福建的钓鱼人发“浮标”的音，但现在写出

来还多是“浮漂”。如台湾叶春晖著《钓鱼入门丛书——溪

钓》（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7月）第6页：“浮漂从
滩头漂到滩尾，一沉一浮，一动一静，尽在眼底。”

最后，从规范普通话正音上来说，更应该用

“浮漂”。大型通用词典虽然选用的是“鱼漂”、“漂

儿”，不是“浮漂”，但发音都是 piao,而不是 biao。
因此，“漂”，才是普通话的正确发音，而“标”，则

是南方方言发音，不应该作为标准称谓来推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大型通用词典收词不变或未变

的情况下，钓鱼界关于“漂”的用语，还是用“浮漂”为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