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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传统观念认为，中国是个大陆文化国家，历史上中国的先民大部分活动集中在陆地

上，故而对于海洋缺少应有的认知与了解。或者说，即便中国曾经拥抱过海洋文明，但是在历史

的书写过程中，亦有意无意地被淹没了。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

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不断得以补缀与重构，它在历史中国的面貌亦渐渐变得清晰：原来，

环中国海一带历史上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一支，早在史前时期它已经充分表现出了其外向

性的特点，并成为亚洲东南文化、技术输出地，16世纪至18世纪，环中国海一带更是进入了一个

“大航海时代”；至于在传统中国的内缘，因海洋文化而形成的“海上板块”，对于中国历史疆域之

构筑亦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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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推动，在多学科研究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历史中国的身

影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正是透过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华文明之起源实

为多元的、复合的，中原文化、海洋文化、游牧草原文化、山林文化等均有一席之地。如果说，在20世

纪80年代以前，人们将讨论的主题限于中原与黄土文明，那么，近些年来，人们则逐渐将关注的焦点

转向海洋。当然，这种社会关注与学术研究的转向，其初意并不是基于对海洋文化本身的重视，追其

内在动因，乃是缘于在中国广阔的海疆海洋领域，中国与菲律宾、越南、日本、韩国等诸国家围绕黄岩

岛、南沙群岛、钓鱼岛、苏岩礁等岛礁主权迭次发生争端，它让有识见者致力于思考一个现实问题，即

如何才能最大程度上维护中国海疆主权地位。

最近，中共十八大报告更是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战略目标。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纵深来

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这样的目标，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对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具有指导性的阐述在当前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反响。

受上述背景因素之启发，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写文章给予回应。仅就相关先行研究的具体内容

之取向而言，它们多强调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利益，着重于海洋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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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和海洋安全维护等诸现实战略。在笔者看来，建设海洋强国，一方面需要海洋意识的构建；另一

方面则需要加强海洋力量的培育。这其中，国民海洋意识层面的构建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海洋文化

之支撑。有鉴于此，本文拟将中国海洋文化的生成、发展、衰落、复兴的过程作为考察对象，同时，聚焦

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界为重构中国海洋文化历史发展脉络所做的探索与努力。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

言“重构中国海洋文明发展之历程”，其要图旨在重新发现中国海洋文化曾经辉煌的一面，但这并不意

味着要过度诠释历史，构建中国海洋性国家的面貌；就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而言，中国从来都是一个

陆海双构的复合型国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大陆文明处于主导位置，这点不容置疑。基于此，本文的

主旨仅在于重构历史上中国区域内文明的一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海洋文化的补缀与重构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是个大陆文化国家，历史上中国的先民大部分活动集中在陆地上，故而对于

海洋缺少应有的认知与了解。这种观点似乎能够找到足够多的佐证。比如，在华夏——汉人主导的

中国古代帝国文明中，中原王朝的思维逻辑就是从中心看边缘、从大陆看海洋，统治者常用“海内”一

词表达自己治理疆域所及的范围，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海外”则用作表述其统治未及的地区，①海洋往

往被看作是其统治所及的限界。②在儒家的心目中，如果说陆地是“兼济天下”之所，那么，遥不可及的

海洋似乎只是政治失意者消极的遁隐地方罢了，孑L子即有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李白“海客谈

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感叹，更表达出了陆地先民对于海洋风云变幻、难以预

测、不可掌控的迷茫。

直至近现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古代中国多元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常被简单地描述为“中

国”(中原)对“四方”(非我族类的之地)的同化、统一过程，以及华夏、汉民人文的扩张过程，这就是苏

秉琦先生所说的“历史教育的怪圈”之一——“中华大一统观念”。何谓“中华大一统观”?就是习惯于

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则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秦、汉等便

被串在一起，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边缘族群及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被几笔带过。

亦正是在这样一种被称之为“怪圈”的理念指导下，一些学者理所当然地将黄河流域看作是中华

文化唯一的摇篮，而将广袤的南方看成一个落后的、被动的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比如，最近有

学者撰文指出，中华文明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多样性、复合型文明，这并无问题；但在随后的论述中却

一再强调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

业、手工业予以维系，通过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④如同大多数学

者一样，这位学者似乎忽略了中华文明的重要一支——海洋文明。事实是，即便有些学者能够关注中

国海洋文化，但对其评价亦偏于消极，以至于有学者宣称，“中国的河姆渡海洋文明只是仰韶黄土文明

的配角，妈祖文化对儒家文化来说连个配角也当不上。中国的历史是黄土文明、农耕文明的历史”。

于是，在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中，无论在传统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于人们的疆域(国土)意识之

中，海洋只是陆地的中断，从来没有与海发生过积极的关系；或者说，即便中国曾经拥抱过海洋文明，

①“二十五史”中出现了731处“海内”。在此仅列举几例较为典型者：“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史记》卷87《李斯

列传》)；“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榆衣甘食”(《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

荡”(《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

②古人对于海和海疆的早期认识：海是陆地的边际。《尚书·禹贡》记载，陆地疆域(天下)分九州，九州“东渐于海，西被于
流沙”；《尚书·立政》亦言：“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大致的概念是陆地之四境有海环绕，称为四海，“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

九州。”陆地疆域的整体又有“海内”、“海宇”之称，所谓“诎(屈)敌国，制海内”。

③参酌姜义华：《中华文明多样性十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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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历史的书写过程中，亦有意无意地被淹没了。

历史的面相果真如此吗?从20世纪初中期开始，伴随着考古学界对环中国海遗址的发掘，有关

学者通过对相关考古资料的整理，将沿海一带中国先民的活动轨迹予以严谨补缀与科学串联；迨至今

日，中国海洋文明的发展脉络业已渐次清晰，并以重构之态日益呈现其真实面目。

(一)考古学者对中国海洋文化的最初探索

考古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以有段、有肩石器和印纹陶文化为代表的东南土著考古学文化的区域特殊

性。作为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特征性非常显著的一环，在东南印纹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过程中，一

些学者先后注意到东南早期古文化因海洋人文特质、海洋联系而区别于中原北方华夏的大陆性文化。

20世纪30年代，林惠祥通过对福建武平遗址的考察指出，印纹陶遗存的特殊存在是东南文化与

华北文化差异的考古表征，并认为东南地区是文化史上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林先生还从具体的

文化因素论证了印纹陶文化在环中国东南海洋地带的空间分布特征，“武平陶器的曲尺文也见于马来

半岛的陶器，有段石锛见于台湾、南洋各地，武平也有，由此可见武平的石器时代文化与台湾、香港、南

洋群岛颇有关系”①。关于我国南方古越族及其先民与南洋群岛人群间的关系，林惠祥在深入研究古

越族特有的有段石锛后指出：“有段石锛是出自大陆东南区，然后流传至台湾以及菲律宾，最后传到太

平洋各岛。”②

林惠祥将中国东南、东南亚的史前土著文化称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这是现代学术文献中对环

中国海土著海洋文化的首次考古学概括。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林氏将台湾史前文化看成是“祖国

大陆东南一带的系统”，并将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归为大陆渔人驾乘独木舟沿海打鱼被大风或海流“漂

去”，实际上肯定了史前中国东南沿海土著固有的海洋文化对“亚洲东南海洋地带”的辐射功能。稍

后，他还撰文推断：台湾新石器人类应是由大陆东南部迁去；在中国大陆东南区即闽、粤、浙、赣一带地

方发生，然后由东南传布于台湾、菲律宾以至太平洋三大诸岛。这实际上是在考古领域突破了“中原

中心”模式，初步构建了独立的“东南区文化”概念。

稍后，梁钊韬对玻里尼西亚水神Tangaroa的历史来源作了研究，进一步补缀了中国东南沿海先

民逐岛漂航、形成太平洋“南岛语族”的史前海洋交通史。梁先生认为，这个水神名字与广州方言“蛋

家佬”读音颇为接近，是古代东南沿海的“但”人之后，属古越族的一支。他推论玻里尼西亚的水神“应

指闽越沿海的越族蛋(但)人”，可能在西汉至南北朝期间迁移到南太平洋群岛，“他们航海的工具便是

双身船”③。

20世纪50年代，凌纯声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等文章中将中国文化分成西部的

“大陆文化”和东部的“海洋文化”两大类。他主要从原住民族史的角度将西部华夏农业文明推为大陆

性文化的主流，将东部沿海蛮夷的渔猎文化推为海洋文化主体，即“亚洲地中海文化圈”，并以“珠贝、

舟楫、文身”概括，区别于“金玉、车马、衣冠”的华夏大陆性文化。凌纯声指出，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

洋古文化，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

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④在汉族中原移民开发南方的过程

中，强盛的农业文明吸收涵化了当地海洋发展的传统，创造了与北方传统社会有所差异的文化形式。

① 林惠祥：《福建武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

②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另参酌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

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③ 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学术研究》1978年第1期。

④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海外杂志))1954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北
联经图书，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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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国的沿海地区，长期处于中央王朝权力控制的边缘区，民间社会以海为田、经商异域的小传统，孕

育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基因。凌纯声宣称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主要系指中国东海到南海间

的水域，这是一个亚洲与澳洲之间、亚洲大陆东南与周邻岛群之间自远古以来就形成的文化交流、传

播的纽带，是土著海洋文化一体化的熔炉，与林惠祥所说“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实为同一范畴。

(二)海洋文化在中华文化区系地位之探讨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史观逐渐代替了旧史观。整个20世纪50一70年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被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史观串起

来；但在这背后，还隐隐约约地显现着某些“旧史观”，中原中心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论说的

核心内涵大抵认为：中原地区文明高于周边地区，随着中原的人们向四周迁徙，中原文明之光才辐射

于四夷之地，中原周边之地是作为中原文明的辐射对象与接受者而存在的；中原先进的文明向四方落

后地区的传播，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然而，随着东南亚、南太平洋群岛史前考古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原始文化

的主要源头在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环中国海土著的海洋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源流的重要一支的

面貌愈发清晰。1979年，在南京举行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苏秉琦提出将我国早

期古文化的关系格局划分为“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地区”两大部分，认

为“从山东到广东，即差不多我国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区别于和它们相对应的西北广大腹地诸原始

文化”，并且按照它们各自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向前发展。①这就是说，东南早期土著是一个广义的

海洋文化体系，是指一个相对独立的面向海洋、取向海洋，与海洋发生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东南地区早

期土著民族文化群体。

1981年，苏秉琦在探讨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时再次提出，大约相当距今4000—5000年

到5000年前，北至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其时，中华大

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他进一步从全国范围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

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

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

部；以鄱阳湖一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伴随着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考古学文化框架的提出，以往“善于楫舟”的环中国海土著先民所

开创的中国海洋文明亦随之被纳入其研究范畴。随后，苏先生还逐个地论证了“善于辑舟”的环中国

海土著先民对于中国海洋文化的开创之功：

(1)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该地区的古文化是一个整体，山东半岛自然地理、人文条件既有它内向

的一面，又有它外向的一面。围绕泰山的鲁西南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分布密集，是中国一个重

要古文化区。齐人文化确是源远流长，自成一系，同时，从一开始就从海上与辽东相连，从陆上与殷、

周、燕交通，兼收并蓄。并作为中国腹地与中国东北部以及东北亚之间的重要通道，由于有特殊的地

理位置，在中国古代起有特殊作用。

(2)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因为面向海洋，古代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同时对中国社会历史与

民族文化诸特征的形成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3)以鄱阳湖一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地带是几何形印纹陶分布的核心区，是一条自

古以来形成的南北通道，华南与中原的关系，与南海诸岛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域的关系都可以在这条南

① 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提纲》，
《文物》197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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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通道上寻找答案。闽北、闽南和台湾是各有特征又密切相关的三个文化小区，是中国古文化与海洋

文化接触的前沿中心，又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重要一环。

(4)渤海既可统属在广义的中国北方，又可统属于中国面向太平洋(环太平洋)的重心位置，它是

打开东北亚(包括中国大东北)的钥匙，又是连结东南沿海的龙头。

对于同一问题，童恩正亦指出，尽管现在要对中国南方的古文明作一全面的评价还为时尚早，但

现有资料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是如何汇合了千溪万壑的地方文化而

形成的，“因此中国南方在古代为中华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是需要重新加以评价，慎重加以研究的”(1)。

童氏所指的中国南方，大致包括了北纬33度以南直至南海诸岛之地，北以秦岭和伏牛山与黄河中游

中华古文明的核心地区为界，西依横断山脉与世界的另一个古文化中心——印度为邻。他还着重提

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东、西和南面都濒临大海，富于开拓精神的中华民族的先民很早即扬帆远去，驶

向浩瀚的太平洋，将根植于大陆的中华文化传向万顷碧波中星罗棋布的岛屿，与此同时也吸收了海洋

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②

(三)“从海上看大陆”、“从海洋看中国”的尝试

进入21世纪，杨国桢开始对“大陆思维体系”指引下的涉海研究给予批判。针对“早期的海洋文

明实际上都是接胎、孕育于农业文明之中”的言论，杨氏认为：“一般的历史教科书和文明史的著作，都

认为古代世界是二元体系，也就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和融合，现在看来这个二元论是有问题

的，应该再加上海洋文明，因为海洋活动有它自己的起源和发展的历程，自成一个世界，与农业世界、

游牧世界是并存互动的，也是人类历史存在的一种实现方式，所以海洋不仅仅是一条路，也是一个生

存发展的空间、一个文明的历程。”③吴春明则通过对沉船、海底文物的研究，发现“善于用舟”的百越及

其他土著先民在中国东南乃至环中国海海洋文明上具有开创之功，重新构建了数千年前东南沿海土

著族群开发海洋、以海为田的海洋生活史、逐岛漂航形成太平洋“南岛语族”的史前海洋交通史的轮

廓，否认了土著先民的早期海洋文明与华夏——汉人兴起时代的晚期海洋文明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

吴氏强调指出，不管是东南区的考古研究还是历史重建，都应站在东南看海洋，而不是从中原内陆看

东南海上，同时要摆脱华夏、汉民族中心主义史观的束缚，尊重土著先民开创早期海洋文化的历史，从

“百越——南岛”的“善于用舟”到汉民人文的“大航海时代”，全面、系统地再现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环

中国海海洋文化史。④

(四)海上板块对中国历史疆域构造之影响

近些年，于逢春将“文明板块”概念引入中国疆域形成路径研究，认为中国疆域是由“大漠游牧”、

“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和“海上”五大文明板块及其在此诸板块上兴起的各种政

权在长时段历史过程中不断碰撞、彼此攻防与吸纳，渐次融为一体，并最终由清朝于嘉庆二十五年

(1820)底定了中国版图。⑤

所谓“海上文明板块”，其范围，从长时段的东亚历史来看，是由介于欧亚大陆东部弓形陆缘与该

大陆东部海中的弓形列岛链，以及勘察加半岛与澳洲大陆北部之间的若干个海域圈构成。于先生专

门撰文阐述了海上文明板块的形成及其对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重要影响：(1)因由“海上板块”及海上

中国社会力量大量吸纳白银，明清两朝最终实现了银本位货币体制。该体制促进了明清两朝商品经

①②童恩正：《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1辑，第1页。

③ 杨国桢：《关于中国海洋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海洋文化学刊》第7期，2009年12月，第3—4页。
④吴春明：《“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的土著生成与汉人传承论纲》，《复旦学报))2011年第1期。

⑤ 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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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厥功至伟；(2)通过海上板块，美洲农作物从海上传来与普

及，造成了晚明，特别是清初人口的爆炸，伴随着这些移民向四周扩散，以往主权管辖模糊的地域逐渐

被明确地统合到中国疆域管辖体制之中；(3)经由海上板块的通道，从澳门引进的西洋火器传人中国

内地，它不但造成了明清易代，而且对于对外抵抗沙俄侵略，对内改土归流、平准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4)郑成功凭借着海上中国的海商力量收复了台湾，并长期主导着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上贸易权，

为后来中国海疆的奠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①

据此可见，于逢春构筑的“海上文明板块”，不仅仅是从海上的视角看世界，另一个较具启示意义

的一点，乃是从宏观的历史构架的视角探讨了该板块在中国疆域形成路径中的地位，这也是认识和发

掘海洋文明对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之影响的一个重要探索。

二、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从地缘政治的视野来看，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陆海双构的国家政治实体，漫长的海岸线、广阔的

沿海地带与岛屿带的分布，以及广阔的平原、草地、山脉的交错，均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传统中国王

朝的腹心一般处于中原地带，历代中国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演绎，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广袤的内陆

原野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其主流文化特征具有厚重的黄土文化的色彩，形成了独有的农耕文化。一

般而言，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农耕文化经常依附于政治上专制加集权、经济上超负荷剥削、文化上“严

华夷之辨”的儒家文化。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古代中国沿海一带，“人满财乏”，受自然条件多山、生存

环境恶劣的影响，其向度往往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耕海为田”、“贩洋谋生”。亦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一种不同于内地文化属性的“海洋文化”。

早在史前时期，中国东部沿海一带的先民就与海洋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较为典型有长江河姆渡文

化遗址，以及沿环中国海周边分布的贝丘遗址。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缘的、文化的原因，海洋文化相

对于中原儒家文化而言，被视为一种“边缘文化”，经常会在客观上遭受来自内陆的强势的、集权的“农

耕文化”的挑战和挤压。用凌纯声的话来说，秦统一六国实际上就是以秦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对以齐、

楚等为代表的海洋文化的征服。他还认为，秦始皇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

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尽管如此，局促于沿海一端的中国海洋文化并没有中断自己的发展

演进历程，自秦汉帝国以降，中经隋唐，到了宋元时代趋于鼎盛。秦汉时期，是中国越洋航海工具成熟

的时代。汉代远洋船已经使用了分隔舱技术，而且秦汉航海家已经能够熟练地利用各种星体来定向

导航，并运用“重差法”对海上地形地貌进行精确测量。同时，因为对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上的季风规

律也基本上掌握，汉代的风帆技术已经成熟，能广泛利用信风，并发明了橹、舵。借助于这些技术，西

汉王朝在继续保持传统的渤海、黄海、日本海、东海、南海等沿岸航路的同时，开辟了从马六甲海峡到

北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当时西汉王朝对南海各属国的交通路程。到唐

宋的时候，航海事业更为发达。因为熟练地运用了对远洋帆船的安全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水密舱”技

术，唐朝远洋船队不但轻松地穿越阿拉伯海与波斯湾，而且能够从广州直航红海与东非海岸。其航程

之绵长，航区之广阔，已远远超过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南洋人等擅长航海民族所能达到的水准。

至宋代，已能建造长达三十余丈的大船，海船可以载五六百至一千人，载重五千料以上。已经知道把

罗盘运用到航海上去。在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中航行，只有掌握了罗盘定向的技术，才不至于迷失方

① 于逢春：《论“海上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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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①中国有很多的海船航行于南海一带，远的可以到达印度洋上波斯湾头。13世纪、14世纪意大利

人马可波罗、阿拉伯人伊宝拔都在他的游记里都有提到当时航行南海的中国海船，即为明证。

从较为明确的时间表来看，至少在唐宋以降，亦即中国经济重心南北大转移之前，中国海洋文化

和海洋意识的发生和衍变仍然处于一种自发自为的境况。其时，作为王朝决策的主导者和制定者，帝

国统治者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精力用于处于王朝政治边缘的海洋，显然，帝国的政治竞争力量和需要绥

定的异己力量主要来自帝国的核心区域。于是，幸运的是，由于统治者的关注重心不在海洋，这反倒

在客观上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自我发展创造了一种难得的、宽容的环境——尽管它没有得到王朝统治

者的扶持，但亦因此而没有遭受彼时以传统的主流农耕文化为载体的行政体制的束缚和限制。并且，

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就属性而言，可称得上是一种外向的、竞争的文化体系。不言而喻，对于一种自

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来说，除非面临重大突发的自然灾难或政治格局变动，王朝统治者毋需改变既

有的政治运行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即可安身乐命。亦正是在这样一种自然态势之下，除非出现一位

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王朝的运转方式不会发生改变。严格地说，明代以前的历代王朝政治与海洋世界

的关系，主要属于古代中国之“华夏一四方”族群与文化框架内的大陆性文化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与

海洋性的环中国海“海洋(地方边缘)社会”的关系，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范围内的文化整合，它并不

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海防问题。

历史的大河奔流向前直至16世纪，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地理大发现，以及借助于工业革命的

技术成果，西方各大国相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显而易见，在西方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海权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正是从航海大发现开始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因由

时代之变迁，在中华帝国内部，大陆文化逐渐凸显出了其农耕文化封闭性、落后性的一面。亦就在西

方诸强在海上崛起的同一时期，明朝“倭乱”兴起，海防压力凸显，于是，秦帝国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

禁政策中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这一时期，海疆经略、海防史迹成为了明清两代王朝对环中国海

海洋地带主权的象征和历史记忆。尽管如此，16一18世纪的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态势依然可以称得上

蔚为壮观。向达通过对《两种海道针经》的研究，还原了16—18世纪中国与当时“东西洋”各国的海上

交通，以及中国海舶在东西洋各国间航行往来的大概情形。②毋庸置疑，《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所记

录的海上往回针路、气象观察方法及各地山形水势，都是那些火长们长年出入惊涛骇浪中所积累起来

的经验，它们再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古代航海、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交流的历史场景。

直至19世纪初期，依照德国学者弗兰克的说法，中国依然是东亚海上贸易的中心，“而且在整个

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

些白银“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③。然而，在一种近似封

闭的运转体系下，传统中国海洋文化鲜有发展，其继承的历史遗产亦必将终有消耗殆尽之期。于是，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无论是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内陆中

原文化，或是处于传统中国边缘的海洋文化，都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困境。彼时，西方列强渐次

浮海东顾。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丑之变、中法马尾海战、中日甲午战争等历次战争，

列强无一例外地凭藉的一个重要手段即是沿海而上，从南到北，利用其强大的优势舰队将中国军队击

败于旦夕之间，从而使中国丧失了近代化进程的最有利时机。目睹此千年未有之变局，清统治者亦曾

试图振作，努力发展海权。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矢号的“洋务运动”从制器开始，先后成立江南制造

总局、福建马尾船厂，制造了大量船只，组建南洋、北洋等舰队；甲午战败以后，“海防思想”大兴，政务

①② 向达：《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2、10页。
③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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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陈情“现时局日艰，海权日重，欲谋自强之用，非振兴海军，无以外固洋面，内卫各省’⋯，进而于1907

年建立海军处。这些举措尽管在实践层面对海权之维护的收效寥寥，但不管怎样，这确实反映了中央

政府层近代海洋意识的勃兴，同时亦表明了以“筹海”为中心的近代海防观念的肇端。

与此相对应的是，古老的、民间的中国海洋文化在近代中国沿海一带以畸形的方式予以彰显。随

着沿海港口城市次第被动地开放，环中国海地带的社会经济亦畸形地发展起来。昔日的乡村小镇上

海一跃而成为“十里洋场”，可谓这种变迁的一个缩影。当然，这种变迁并不仅限于一般的沿海港口城

市经济的发展，当中更有沿海人民自身生活方式和海洋意识的复苏。伴随着朝廷海上贸易的开禁，民

间海上贸易和下南洋、捕捞业开始强势复苏。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东南沿海地

区一直走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前列；并且，随着人类对海洋世界认识愈发深刻，对海洋经济开发愈

见成效，其经济社会功能、国防战略地位也在不断得以提升，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

“海洋强国”战略。事实证明，一旦海洋文化摆脱农耕文化的束缚，其自身的活力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

迸发。

三、结 语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国家。②这句名言经常被人们引用并过度

诠释，作为中国不曾拥有海洋文化的注脚。事实上，黑格尔从来不曾否认历史上中国曾经拥有过海洋

文化，他的本意或许只是想要表达蔚蓝色的文化相对于黄土文化的黯淡身姿。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海

洋文化(即便有)根植于中国人淡漠的海洋意识中，殊难发挥积极作用。晚清以降，西方列强对近代中

国频繁使用的批评术语，包括“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停滞的帝国”等词汇，这些无不体现了其对中

国固有的传统农耕文明的刻板印象。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伴随着海洋考古研究之发展，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脉络得以清晰

重构与呈现；随后，大致在1950年代，国内史学界开始从中华文明源流的角度，探讨了中华文化区系

的问题，进一步勾勒出了环中国海海洋文化体系在整个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区域地位；直至当代，

部分学者通过对既有的环中国海海洋考古遗址和遗存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从海洋看大陆、从海洋看

中国的“海洋文化理念”；并且，已有研究从疆域构造的角度考察了海洋板块在中国历史疆域形成过程

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正是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海洋文化

的历史发展脉络不断得以补缀与重构，它在历史中国的面貌亦渐渐变得清晰：原来，环中国海一带历

史上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一支，早在史前时期它已经充分表现出了其外向性的特点，并成为亚洲

东南文化、技术输出地，16世纪至18世纪，环中国海一带更是进入了一个“大航海时代”；至于在传统

中国的内缘，因海洋文化而形成的“海上板块”，对于中国历史疆域之构筑亦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即便在目下，对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与探讨，亦能够找到其现实关怀。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

诸多海洋主权争执，解决这些争议性分歧，不外乎两种手段：其一是追述与主张历史性权利；其二则是

在国际法层面与之展开论争。而在主张历史性权利这一方面，与重构历史中国海洋文化实有关联。

是故，从此意义而言，加强对海洋文化的研究，对于当前乃至未来某个时期中国海疆主权问题的维护

亦具有前瞻性功用。

责任编辑：徐吉军

①转引自周益锋：《“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史学月刊92006年第4期。

②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 956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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