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溪边垂钓到坐艇出海
钓鱼的快乐，今非昔比

实际上，钓鱼运动也被称作水上高尔夫，在全球

有几亿的爱好者，普京、比尔盖茨都是这项运动的粉

丝。在欧洲、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地，钓鱼这项运动

已发展成熟，形成大规模产业和赛事，成为最受欢迎

的户外运动之一。

而在国内，钓鱼给人最初的印象，便是有钱有闲

的中老年人专属：钓竿一字排开，钓饵、线组一应俱

全，只需一套户外遮阳设备，便能坐上一天。据不完

全统计，中国目前有大约 1.4 亿钓鱼人群，18 岁以下

的占 13%，18 至 24 岁占 10%，25 岁至 45 岁占 46%，

45岁及以上占总数32%，而钓鱼总数每年都在增长。

如果你还对钓鱼的场地、方式选择停留在最早的

江河溪流，那可就真的 out 了。现在，除了野钓和塘

钓，甚至还有开着快艇挑战广阔水域的库钓、湖钓、海

钓。

关于经营性钓场钓鱼，曾经时兴以每斤鱼多少钱

计费，现在更火的还有黑坑塘钓法，一口价买断钓鱼

体验，无论钓上来多少都是自己的。这种带着“我命

由我不由天”的钓法既降低了新手的入门门槛，又能

让钓鱼爱好者怀揣着刺激的心情钓个过瘾，吸引了不

少人入坑。

现在的钓鱼已不仅仅处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

钩”的状态，而是颇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味道：垂

钓者不仅得对目标水域做功课，根据鱼种的不同选配

鱼饵、线组、渔具，还得根据天气、水质情况做预判，

选择不同的钓法。所以虽然钓鱼门槛低，普罗大众都

能参与其中，但真正想成为竞技高手，爱好者必须升

级装备，探索钓鱼技术，这也是很多钓友上瘾的原因

之一。

几十万观众在线的钓鱼直播
收益上千万，商品质量却加了“滤镜”

在资深钓友眼里，钓鱼短视频走红，离不开一系

列的环境整治措施和近两年的疫情影响。

当坏境变好了，其他消费又受限时，越来越多的

人选择走出家门，去大自然间感受闲情逸致；而当聚

集性运动受限时，户外钓鱼成了大伙儿的首选。

一批资深钓客顺势而为，抓住了此时的机遇，成

为了钓鱼网红里首批“吃螃蟹”的人。“盘老板”的邓刚

就是其中之一。短短几个月内，这位中国钓鱼运动协

会技术推广总教练圈粉千万，每条短视频都是百万赞

起步，每场直播也都是 10w+的在线观众起步，而且

评论互动也反响热烈，除了献言献策，还有不少人隔

空约钓。

“实际上，看钓鱼直播的人里，很大一部分是根本

不会钓鱼的人。”去年疫情期间，有几十年钓龄的绍兴

老钓手郦建锋玩起了短视频。平日里只要有空，他就

会用短视频记录自己的钓鱼日常，有时是传播钓鱼技

巧，有时是分享自己的战利品，几个月便积攒了数万

粉丝。“通过短视频，钓鱼变得更加直观，无论是找志

同道合的钓友，还是学习钓鱼技艺，都被吸引而来，这

在以往是不可能实现的。”

同时，钓鱼直播最直观的影响便是线上带货的红

红火火。实际上，无论是擅长“盘老板”的邓刚，还是

擅长钓大鱼的李大毛，其都有自己专属的团队与企

业，将产品、销售、宣传一条龙服务都牢牢抓在自己手

里。

很多钓友爱跟着直播网红买货，一来信任直播网

红的专业背景，二来则是直播“眼见为实”，场景、解说

双管齐下，让人更心动。

但这样的销售方式真的靠谱吗？

“短视频就像把双刃剑，在将钓鱼推到台前的同

时，也通过剧本、剪辑，给钓鱼这件事加了层‘滤镜’。”

郦建锋表示，卖的兴许是好东西，但实际上远没有视

频中展现出来的如此优异。所以看似简单接地气的

钓鱼，其实还得擦亮眼睛多一层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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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舟蓑笠翁，独钓

寒江雪。一叶扁舟、一

根钓竿、一位老翁，从古

至今，无论是姜太公钓

鱼的意境，还是河道溪

流边百姓垂钓的悠哉，

垂钓就是雅俗共赏的全

民运动，大概不会有人

想到，如今的钓鱼，已一

跃成为互联网第一休闲

运动。

7 月，抖音发布体

育大数据报告，钓鱼相

关内容播放量超 799 亿

次，数据显示 30 岁以上

的中年男人最爱看钓

鱼。

与此同时，国家级

竞钓大师相继转战短视

频平台，更有甚者短短

几个月涨粉千万，一场

几小时的直播最多能同

时有十几万观众在线，

流量远超一般明星。

为何在大众印象里

是“老头乐”的运动，如

今焕发出如此大的潜

能？钓鱼，究竟有何魅

力？

本报记者 杨静

通讯员 李文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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