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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文化分类探析


席宇斌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　　　要：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 “十二五”“坚持陆海

统筹”的背景下，正确认识海洋文化显得格外重要。文章基于具体内容视角，将中国海洋

文化划分为６类：海洋农业文化、海洋商贸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宗教文化、海洋民

族民俗文化和海洋旅游文化，给出了其具体实例，并在时间、空间维度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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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领海包括渤海、

黄海、东海、南海以及台湾岛以东太平洋海

域，大陆海岸线长达１．８万ｋｍ，海域面积约

４７３万ｋｍ２。

从西周齐国的 “便渔盐之利”，到唐宋时期

的 “百货随潮船入市”，到明清时期的 “片板不

许下海”，再到新中国 “十二五”规划提出的

“坚持陆海统筹”，数千年历史中，中国人不断

地适应与调整人海关系，也创造了绚丽多彩的

中国海洋文化。由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大多是

从地域的角度 （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等），

中国海洋文化反倒由于跨越范围大而鲜有被提

及，其实，中国海洋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要给海洋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非易事，

目前较为公认的是中国海洋大学曲金良［１］教授

所提出的 “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

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

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

活内涵”。

２　国内研究概述

郭亚贞等［２］以 “海洋文化”作为题名检索

词，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和研究，主要结

论有：国内最早涉足海洋文化的论文始于１９６０

年，但直到２１世纪之后本领域的研究成果才逐

渐丰富起来；国内海洋文化的研究缺少国家、

地方以及学校的基金项目支持，亟须国家宏观

政策引导；科研院所是国内海洋文化研究的主

力军，政府和各类研究协会的学科贡献还有待

进一步加强。

３　中国海洋文化分类

要全面、准确、系统地认识海洋文化，就

有必要对其进行分类，而基于不同的视角则有

不同的分类结果，如基于时间角度，可以分为

远古、古代、近代和现代共４个时期的海洋文

化，又如基于空间角度，可以划分成渤海、黄

海、东海、南海乃至各沿海省、市、自治区的

海洋文化。本研究基于具体内容的视角，将中

国海洋文化划分为以下六大类。

３１　海洋农业文化

许多专家都认为，中国古人把海洋看做陆

地农田的延伸或者补充，农业特征明显，因此

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主要为海洋农业文化［３－４］。

距今７０００多年的河姆渡遗址出土有大量的

鱼、龟、鳖、蚌、鲸、鲨等海洋生物遗骸，以

及８只木桨和一只陶舟模型，说明早在新石器

时代的原始部落就已经掌握了舟楫海上、海洋

捕捞的技能。自先秦以来，先民们开始把耕海

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海为田，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Ｌ１１ＢＪＹ０１７）．



６０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３年　

这从史料关于潮田、蚝田、蛏田、蚶田、鲻池、

珠池、盐池、海洋药物的记载中即可看出［５］。

《明史》《古今说海》等史料记载了广西合浦珠

民们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才换来一句 “东珠

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烟火三百里，灶煎

满天星”，江苏东台盐民们在２０００多年的烧盐

历史中不断改进技术，成就了灿烂的海盐文

化［６］。《黄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本草纲目》

也都记载了大量的海洋药物及其功效。

３２　海洋商贸文化

从事耕海的先民，所获取的无外乎渔、盐、

珠，必须通过交换，才能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

市场交换，是海洋文化和自给自足的大陆文化

最大的区别之一。海洋农业文化自从形成之时

起，就为海洋商贸文化提供了孕育的土壤。海

洋商贸文化的核心是勇于创新、包容进取，这

和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精神是一脉相

承的。

汉朝时期，在沿海与内地商品贸易的带动

下，形成了泉州、琅琊、钱塘、番禺和东冶等

一批海港城市；唐宋时期，从中国东南沿海到

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乃至东非的海

上丝绸之路达到繁荣鼎盛，沿海地区很多都

“商舶往来，聚而成市”；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

进行了大量的海外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

贸易，但明清长达数百年的禁海政策，也使中

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从明清

到民国，中国还逐渐形成了宁波商帮、潮汕商

帮和福建商帮等靠海起家的商贾团体，他们处

变不惊、敢拼敢赢，勇于探险、善于开拓，很

多都发展成为东南亚各国的工商实业家，创造

了中国民营经济的辉煌业绩；时至今日，这些

已成为海外华侨的爱国商帮们，又在为建设祖

国作出新的贡献。

３３　海洋军事文化

由于耕海或者海上贸易所带来的利益诱惑，

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会为了争夺海洋主导权而

产生摩擦甚至战争。

明朝以来，日本倭寇不断对中国沿海一带

进行侵扰，从而涌现出了戚继光、俞大猷、胡

宗宪和唐顺之等著名的抗倭名将。郑成功也是

横跨台湾海峡，利用海水涨潮的自然现象，海

陆并攻，打败了荷兰人，收复了台湾，使台湾

回到了中国的怀抱。而大沽口之战、中法马尾

海战、中日甲午战争等海上战争则见证了清朝

的衰亡，甚至连日俄战争也是为了争夺中国的

旅顺港。抗倭、抗击帝国主义，这一系列的海

洋战争也留下了众多的遗迹与事迹，谱写了可

歌可泣的古代、近代中国海洋军事文化。而甲

午海战纪念馆、马江海战纪念馆也在提醒着世

人勿忘国耻，建设海上强国。

在现代和平时期，海上战争已不复再有，

但是中国海军赴各国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却十

分频繁。而像中国海军博物馆这样的专业军事

博物馆，可以让人们近距离接触海军历史、海

战历史、海军服装、海军旗帜、海军武器装备

和海上战舰，从而更好地了解海洋军事文化。

３４　海洋宗教文化

古时海上航行经常由于风浪袭击而导致船

沉人亡，因此海员们就将平安航行寄托于神灵

保佑，从而形成了具有海洋特点的宗教文化。

妈祖是最受民间信仰的海洋神灵之一，从

宋代到清代共被朝廷褒封过３６次之多，中国沿

海及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都有妈祖庙、

天妃宫或者天后宫的分布。妈祖是道教的神话

人物，道教还敬奉四海龙王等其他海洋神灵，

并流传有海上三神山、八仙过海、哪吒闹海等

海洋神话传说，甚至连胶东滨海地区的青岛崂

山、烟台昆嵛山都是道教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以 “海天佛国”普陀山为代表的海洋佛教

文化是海洋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南

海观音更是妇孺皆知的佛教神癨之一。此外，

东海观音、北海观音在民间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３５　海洋民族民俗文化

中国沿海地区生活的人们，历代相沿积久

而形成了独具特点的风俗习惯，体现在服饰、

饮食、建筑、婚丧、语言和禁忌等诸多方面，

有些甚至形成了一个民族或者特殊群体。

据 《山海经》记载，远古时期的沿海氏族

“用鱼皮制衣”；而为便于海上作业，沿海居民

多戴斗笠，身穿短衣短裤且裤腿肥大，如福建

惠安妇女服饰。在中国八大菜系中，鲁菜的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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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菜、粤菜的广州菜和潮汕菜、闽菜的福州菜

和莆仙菜、浙菜的宁波菜和温州菜都具有浓厚

的 “海味”。胶东地区的海草房用海草做顶，并

以渔网罩之。浙东方言有许多涉海词汇［７］，而

大连话更被形容成有一股 “海蛎子味”［８］。

京族是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主要聚居在

广西防城港的巫头、山心、万尾３个海岛上，

唱哈、独弦琴、潮剧、鲶汁、砧板髻等京族传

统文化都是以海洋文化为主要特征［９］。居住在

福州沿海的水上
!

民，在民族识别中虽视为汉

族的一部分，但有着许多独特的海洋习俗，如

穿曲蹄裤、住连家船、唱
!

民渔歌、死后没有

墓地等。

３６　海洋旅游文化

对历史沉淀下来的海洋文化挖掘和整理，

并将其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在旅游者、旅

游地和旅游媒介的相互作用中，久而久之也就

形成了现代的海洋旅游文化。

近年来，海洋旅游文化发展较为迅速，形

式丰富，除在滨海开展旅游活动外，海洋极地

馆、海洋主题博物馆和海洋主题公园等分布也

十分广泛。中国青岛海洋节、舟山群岛·中国

海洋文化节、象山开渔节、莱州国际沙雕艺术

节等现代海洋节庆则是人们了解海洋的又一个

窗口。目前，中国以海洋为主题的国家旅游度

假区有５家、国家风景名胜区有７家、５Ａ级旅

游景区有８家，甚至连参观海港码头作业都成

为许多滨海城市的旅游线路之一，而以吃渔家

饭、住渔家屋、干渔家活为主要内容的 “渔家

乐”更是都市市民旅游休闲的绝佳选择。２０１１

年５月，国家海洋局公布了广东海陵岛等７家首

批国家级海洋公园，这是开发利用海洋旅游资

源的最新形式，也必将促进滨海旅游业的发展、

丰富海洋旅游文化的内容。

４　结论与讨论

从时间顺序来看，海洋农业文化是形成时

间最早的，海产品的商品交换形成了海洋商贸

文化，由海洋所带来的利益是海洋军事文化产

生的根源。海洋宗教文化、海洋民族民俗文化

则是伴随着沿海人类整个历史活动不断沉淀和

积累而形成的，海洋旅游文化是以其他海洋文

化为土壤，形成时间最晚。

从空间分布来看，海洋农业文化、海洋商

贸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民族民俗文化大

都分布在沿海地区，而海洋宗教文化、海洋旅

游文化在内陆也有所分布，如广西桂林平乐县

榕津古镇有一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天后宫，

每年妈祖诞辰之日都会举行出游祭拜活动；而

像北京、西安、成都、南京、合肥和郑州等诸

多内陆城市也都建有海洋馆。

虽然本研究的分类是基于具体内容视角，

但各分类文化之间仍不可避免地有重叠之处，

如京族的习俗，就包括了对海龙王、海公、海

婆的宗教信仰；中国海军博物馆，既是了解海

洋军事文化的窗口，也是一处国家３Ａ级旅游景

区；而海洋旅游文化，更是旅游者在了解其他

海洋文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与其他海洋文化

有着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关系。如

何将海洋文化的分类更加分明、更为细化，是

日后值得完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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