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陆 自古东
、

南均为海
,

北面也曾有

过临海之地
。

曾以少海
、

渤海
、

东海
、

涨海等名

之
。

只是
,

由于人类对海洋的认识水平是在不

断地深人中
,

所以
,

在各方面都有所差异
,

在

命名方面亦是逐渐地规范化的
。

在中国古代
,

对海洋的接触
、

开发
、

探究

等诸方面
,

与当时世界其它国家相 比较
,

应该

说有其先进的方面
,

如利用海洋的渔
、

盐之利
.

以强国富民 ; 对于海洋中的自然现象
—

海

洋潮汐等
,

在认识和研探中取得的结果也是

较为先进的 ; 在航海活动等方面
,

也是处于领

先地位等等
。

但是
,

在对于海与洋的定义方

面
,

似乎是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们不同
,

也

可 以说是正好相反
,

中国人是将洋包括在海

之中
,

即洋的范围要小于海
。

所以
,

中国古代对海洋都是叫海
,

当时用

的名称有
:
《山海经》所记者

,

歧海
、

幼海
、

少

海
。

在许多文献中
,

一般认为中国所在之陆地

被
“

四海所环绕
” 。

这里的
“

四海
”

是指广义之

海洋
。

所以又称为
:
沧海

、

郭懈
、

溟海
、

员海
、

涨

海
、

瀚海
、

裨海
、

大浪海等
。

可 以看出
,

这里的
“

四海
” ,

与中国今天已通用的
“

渤海
、

黄海
、

东

海和南海之四海
”

是不同的
。

因为那时中国人

对海和洋的定义
,

与今天的定义不同
,

那时海

比洋大
。

所以
,

那时的
“

四海
”

有今 日
“

四洋
”

之

义
。

并且也是与其他国家类似
,

以方位来命

名
,

即东
、

南
、

西
、

北海
。

而有些国家以北大洋
、

南大洋
、

西大洋来命名今天的大西洋
、

太平洋

和印度洋
。

大约在 1 84 5 年以后
,

才开始使用

现在的名称
。

我们中国近海的名称
,

严格来说
,

是在 20

世纪初期才开始使用现在的名称
,

并大体划

定了其海域的范围
。

本文主要想对黄海
、

渤

海
、

东海的名称
、

区划沿革进行一定的考证
,

供有关方面参考
,

若能对海洋开发研究产生

一定作用幸甚
。

一
、

渤海
渤海

,

是我国的内海
,

有人也称
“

渤海

湾
” 。

关于限定现代海域范围
,

运用
“

渤海
”

这

一专属名称
,

有的学者认为很早即开始
,

有的

学者甚至提出从齐国时就已采用此称了
。

其

实不然
。

因为
,

我们在研讨
“

渤海
”

作为今天范围

的专属领域名称时
,

首先应该分清其所指海

域范围
,

还需将其与同名的国家名
、

郡名分

开
,

才可得出客观的结论
。

由于
,

在中国的文字中
,

《说文》中已有
“

郭
”

字
,

注曰
: “

郭海地从邑
,

郭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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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 “

郭懈
,

海之

别也
。 ” (2 ,

从上文可以看出
,

这时的
‘

馏
”

字即

是对海的一种称呼
,

并没有固定的海域
。

再

如
: “

东海之外有郭懈
,

故与东海共称渤海
” ,

‘3’其意亦然
。

到了汉代
,

设立了以
“

渤海
”

为名的郡国
,

(4) 这时的
“

渤海
”

又多了一个专用名词的功

能
。

到了唐代
,

又建立了一个
“

渤海国
” 。

(5) 因

此
,

在此后的中国文献中
, “

渤海
”

有时是对海

的称呼之外
,

还有时是代表郡的名称
,

而有时

又是国名
。

我们必须将其严格区分
,

才能辨明

其实意
。

如《史记
·

封禅书》云
: “

威宣
、

燕昭遣人

乘舟人海
,

有蓬莱
、

方丈
、

流州三神山
,

神人所

集
。

欲采仙药
,

盖言先有至之者
。

其鸟兽皆白
,

金银为宫胭
,

悉在渤海中
,

去人不远
” 。

此处的
“

渤海
”

应是广义之海洋
。

还如
“

北有渤海之

利
” , ‘6 )也是指海洋

。

有的文献在谈到琅邪台

时
,

认为
“

琅邪台在勃海间
” ,

‘, ’我们知道琅邪

台是位于山东半岛南岸
,

所以
,

这里所用
“

渤

海
”

均非专指某一固定海域
。

而 《册府元龟》中所说
: “

开元元年十二

月
,

鞋鞍王子请就地交易
,

许之
。

开成元年六

月
,

青节度奏
,

新罗
、

渤海将到熟铜
,

请不禁

断
。

是月京兆府奏准
” 。

这里的
“

渤海
”

是指
“

渤

海国
”

也
。

关于
,

最早用于山东半岛以北海域的名

称
,

应该是
“

北海
” 。

管子在与齐桓公问答中

说
: “

⋯⋯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
” , “,

这里

的北海是指齐国所位于之山东半岛以北的海

域是也
。

后来也有称山东半岛以北的海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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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 。 “3 )这里的

“

黄海
”

可 以理解为是一种最早

的对海的命名
。

由此文可以看出
“

黄
”

字与中

国的关系相当密切
,

我们是黄种人
,

我们的祖

先名为黄帝
,

我们的母亲河是黄河
,

黄河所注

人的海理应是黄海
。

黄海还与龙
、

黄金等都有

关系
。

我们还知道
,

山东半岛是我国金矿较丰

富的地区
,

所以
,

环山东半岛之海称其为黄海

亦为顺理成章
。

不过
,

古代对海洋命名多以方位而定
,

中

国也不例外
,

通常是以东海
、

南海而区别不同

海域
。

只是
,

东海在古时的范围是很广阔的
,

中国大陆以东的海域被统称为东海
,

也有将

现在的渤海也包括在东海之中
。

同渤海的定名差不多
,

将黄水洋正式改

称为黄海
,

还是近代的事
,

大约是于 19 世纪

末
。

在 18 9 5 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

条约 《马关条约》中
,

其条文有
: “

辽东湾东岸

及黄海北岸
,

在奉天省 (辽宁省 )所属诸岛屿
,

亦一并在此境内
” 。 “ 4 )这里的黄海当是指现在

之黄海
。

在此之前
,

日本在甲午海战 (1894 年)中

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夺取中国海的制海权
,

其

明目张胆地表示
: “

争取获得黄海及渤海的制

海权
” 。

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

日本国通常将其国以西的海域统称为中

国海
,

又将北部海域称其为中国东海 ; 南西部

分叫中国南海
。

这与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称呼

基本一致
。

不过他们还在中国东海范围内又

标出了黄海
,

笔者认为这与日本当时的侵略

目的是有关系的
,

因为这样
,

它可以避免与其

他列强的势力范围不同
,

又有提出不合理要

求的理由
。

不过也说明日本人是以
“

黄水洋
”

来定黄海之名的初衷
。

我们还可 以从 1935 年改订版的 《新制最

新 日本地图》中
,

清楚地看出其图在山东半岛

端部偏南一些
,

标出
“

黄海
” ,

再南并靠东
,

标

有
“

东支那海
”

(应为东中国海 )
,

也可 以理解

为黄海是中国东海的一部分
。

据查
,

在 19 28 年刊行的 《胶澳志》一书

中
,

有关于黄海的记载
: “

胶州湾海阔而水深
,

方向位置俱得其宜
,

外当黄海门户
,

内通中原

之澳区
,

固天然商业地也
。

且黄海舟揖之利
,

秦汉已然
。 ” ‘’5’

黄海已经是比较明确地指一限

定的海区
,

但无文字说明区划范围
。

虽然我们看到近些年研究海洋的论文

中
,

经常有关于黄海界限的介绍
,

但是
,

最早

规定黄海区域的记载始于何年
,

未见有明确

者
。

作者经过多方查考
,

发现《地名大辞典》是

较早者
、

该书中写道
: “

黄海
: ⋯⋯

,

在鸭绿江

口以西
,

长江 口 以北
,

凡奉天
、

直隶
、

山东及江

苏北部之海岸
,

皆其区域
。

本因受渤海之浊流

及辽沽诸水之泥沙
,

水色多黄
,

故名
” 。 (‘6 )我们

在该书中发现还用
“

直隶海峡
”

的名称
。

所以
,

虽然该书是 19 3 3 年出版
,

但其定稿应在 19 29

年之前
。

因为于 19 29 年 1 月
,

已经将
“

直隶海

峡
”

改名为
“

渤海海峡
”

了
。

所以
,

可 以说自

192 8 年已经将黄海定名了
,

海域也基本上划

定是长江 口以北海域
,

以渤海海峡为两海之

分界
。

自那时以后
,

不同的作者在谈及黄海的

区划时
,

有着不同的界限
。

其中
,

较多见的提

法为
:
黄海

,

以渤海海峡与渤海相接
,

南面以

长江 口北岸与济州岛连线与东海为界
。 ”‘’7) 也

有的再加上沿岸有辽宁省
、

山东省和江苏省

北部
,

邻国有朝鲜和韩国等
。

也有
: “

黄海
:
在

鸭绿江 口以西
,

长江口 以北
。

凡奉天
、

直隶
、

山

东及江苏北部之海岸
,

皆其区域
。 ” ““,

还有
:

“

黄海
:
自我国长江 口起

,

北迄鸭绿江口以南

止
,

以其水色黄故名
。

沿岸有辽宁
、

山东
、

河北

三省
,

威海卫行政区
、

青岛市及江苏北部
” 。 “, ,

又如
: “

黄海的东界为朝鲜半岛的西海岸
,

西

界北起辽宁半岛南端的老铁山
,

中经长山列

岛
、

山东半岛和江苏北部
,

直到长江口的祟明

岛为止 ; 自长江口崇明岛起到济州岛一线为

它的南界 ; 北界是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海

岸
” 。 ‘z0) 再如

: “

黄海
:
我国三大边缘海之一

。

北

起鸭绿江口
,

南以长江口北岸到朝鲜 (现应韩

国)济州岛一线同东海分界
,

西以渤海海峡与

渤海相连
” 。

‘21 ’有些比较简单的写成
: “

渤海与

黄海以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角至山东半岛



北端
、

蓬莱角连线为界 ; 黄海与东海以长江 口

北角至济州岛西南连线分野
” 。 ‘22) 也有比较详

细的
: “

黄海
:
全部为大陆架所占的浅海

。

因古

黄河曾自江苏北部沿岸汇人黄海
,

海水含沙

量高
,

水色呈黄褐色
,

因而得名
。

它位于中国

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
,

西面和北面与中国大

陆相接
,

西北面经渤海海峡与渤海相通
,

东邻

朝鲜半岛
,

南以长江 口北岸的启东嘴与济州

岛西南角连线与东海相连
,

东南至济州海峡

西侧并经朝鲜海峡
、

对马海峡与 日本海相

通
。 ” ‘23 ’由于篇幅限制仅引有代表性数例供大

家评论
。

从以上引文
,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历史上对黄海的区划
,

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正

式的划定
。

所以不同的学者只是根据个人的

知识
,

也有 的从个人研究问题的区域性考虑

而未划定黄海
。

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
,

即

黄海在济州岛以东与日本海是否应该划界
,

绝大多数都未涉及此点
,

只有最后一例有所

界定
。

在这一带海域也牵扯到与东海的界限

间题
。

总之
,

黄海的区划问题
,

尚需要我们继

续认真研究
。

三
、

东海
正如前所曾谈及

,

东海原来在四海说中

是广义之中国东方之海
,

后来是指各朝东边

的海
,

只有方向性
,

并无具体的范围
,

也常随

人所处之位置而有所变化
。

越王勾践在给吴王的一封信中说
: “

东海

役臣孤勾践
,

⋯⋯
。 ”‘24) 另在((越绝书》中还有

:

“

禹穴之时
,

以铜为兵
,

以凿伊圈
、

通龙门
,

决

江导河
,

东注东海
。 ”

可 以看出长江 口外是东

海
。

我国最早的古书《竹书纪年》中
,

有
“

帝芒

东狩于海获大鱼
” ,

是关于东海就是中国以东

之海的明证
。

虽然
,

有人引用秦始皇出巡
,

《史

记》中有关的文字
: “

过丹阳
,

至钱塘
。

临浙江
,

水波恶
,

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
。

上会稽
,

祭

大禹
,

望于南海
,

而立石刻
,

颂秦德⋯⋯
。 ”

用

以说明当时对
“

浙江以东之海也称南海
” 。

笔

者认为似不应这样理解
,

应该是指浙江以南

的海为南海
,

因为
,

他是在
“

望南海
” 。

应该说
“

东海
”

在中国历史上从名称讲没

有什么大的变化
。

正像前文所言
,

有时包括现

在的黄海
,

其南界在古代没有过明确界限
,

有

人说福建省以东海域是南海
,

也有人说其是

东海的
。

但是
,

若以将琉球标定在东海中
,

应

该肯定福建省外海是属东海
。

关于东海的近称
,

主要从确定界限来判

断
。

大约是在南怀仁所撰《坤舆图说》一书中
,

在谈到人们在古代给海洋起名时
,

主要 以自

己所处位置
,

与海洋所在方位而定名
。

记曰
:

“

⋯⋯或随本地方隅命之
,

在南者
,

曰南海 ; 在

北者
,

曰北海 ;东西亦然
。

兹将中国列中然
,

从

大东洋至小东洋为东海 ; 从小西洋至大西洋

为西海 ;近墨瓦醋泥一带为南海 ;’’
·

⋯
。 ” ‘25 ’

这

是在公元 1 6 2 3 一 16 8 8 年中的观点
。

不过
,

在涉及东海向南的范围
,

在该时期

也有记载
,

《台湾府志》载记
: “

台湾地属东

海
” 。

即可 以断定
,

东海的南界当在台湾岛南

端或更向南
。

再具体地载明东海范围的文献
,

就是

1 9 4 0 年出版的 ((最新中外地名辞典》
,

在此书

的东海词条下
: “

在我国之东
,

自长江 口 以南
,

台湾海峡以北
,

统称东海
。

沿江苏南部及浙

江
、

福建二省
,

其间良港湾甚多
。 ” ‘26) 这里虽没

有严格界限
,

但其轮廓是清楚的
。

即是长江 口

以南
,

台湾海峡以北
。

只是
,

由于台湾海峡南

北较宽
,

书中又未说明是海峡的南界还是北

界
,

所以
,

欠明确
。

在(辞海》中是这样划定东海
: “

我国三大

边缘海之一
,

北起长江 口北岸到朝鲜济州岛

一线
,

南以广东省南澳岛到台湾省本岛南端

(一说经澎湖到台湾东石港 ) 一线同南海为

界
,

东至日本琉球群岛
。 ” ‘27)

还有的文献是这样来划定东海范围的
:

“

东海的东界是琉球群岛 ; 西界是北起崇明

岛
,

中经江苏南部和浙江
,

南到福建的闽江 口

为止
。

从闽江 口到台湾基隆一线为其南界 ;北

界是由崇明岛到济州岛一线
。 ” (28) 这里将台湾

海峡划在东海范围之外
,

是否应该在四海之

7 9



外还要增加台湾海峡海域不得而知
。

我国于 198 7 年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
·

海洋科学》一书
,

内中关于东海是这样记

述
: “

东海
: ⋯⋯位于中国近海的中部

,

西接中

国大陆
,

北以长江 口北岸的启东嘴与济州岛

西南角连线与黄海相连
。

东北部以济州岛一

五岛列岛一长崎半岛南端连线为界
,

并经对

马海峡及朝鲜海峡与日本海相通
。

东以九州

岛
、

琉球群岛和 台湾诸岛连线与太平洋相

隔
。

南以福建
、

广东省交界线经东山岛南端

至台湾岛南端猫鼻头连线与南海为界
。 ” ‘2 9 ,

这本应是海洋学界较有代表性的意见了
。

近年新面世的 《中国海域地名志》
,

对各

海区的界限又有新的观点
。

其中关于东海这

样写道
: “

注人我国大陆与台湾岛
、

日本的琉

球群岛和九州岛之间
。

北起长江 口到朝鲜济

州岛一线与黄海为界 ; 东北以济州岛经五岛

列岛到长崎半岛南端一线为界
,

并经对马海

峡与日本海相通
,

东隔 日本的九州岛
、

琉球群

岛和我国的台湾岛与太平洋相接 ; 南以广东

省南澳岛到台湾省本岛南端一线与南海为

界
。 ” (3 0 )

综上所述
,

可以看出
,

东海的名称虽无大

的变化
,

但是
,

其区划却是因人而异
,

划界种

种
,

尚无统一
、

严格
、

科学的区划规定
,

这是值

得我们继续研究解决的
。

四
、

几点建议
经过作者初步考证

,

中国的渤海
、

黄海和

东海
,

在现代海洋科学意义上的定名
,

始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期
,

但在区划方面
,

至

今尚未见到经政府正式批准
、

公布的统一规

定
。

所以在不同的文献中
,

海域的范围也不

同
,

由于这些海除渤海是内海
,

其范围也比较

稳定外
,

其余的黄海和东海是中国的边缘海
,

在海洋科学研究中
,

是经常需要涉及其区域

范围的
。

我们还有关于这些海的面积
,

水深

(平均 )等有关数据
,

区划不统一
,

这些数据也

就失去作用
。

就是在过去人们所界定的海区

范围
,

也存在些较为共同的问题
,

如黄海在济

州岛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界线问题 ; 东海与黄

海在济州岛至朝鲜半岛以及与日本海的连接

或者说分界问题
,

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的范

围问题等等
。

为此
,

我想提出如下几点设想
,

与有关专家
、

学者商榷
:

(l) 建议黄海的南界应该是自长江口北

岸启东至济州岛接济州海峡与东海为界
。

西

北以渤海海峡与渤海相通
,

其余以陆地为边

界
,

这样黄海的周边界线就可以连接起来
。

(2 ) 东海的东界在台湾岛以东应以兰屿

为分界点
,

即东隔 日本的九州岛
、

琉球群岛
,

再以琉球群岛的西表岛与中国的兰屿的连线

与太平洋相通
。

(3) 东海的南界应以广东省南澳岛到台

湾岛南端的连线并东延至兰屿为界
,

其南即

为南海
。

注 :

(1 )(2 )(3 )《说文解字》(汉 )许慎撰
,

中华书局
,

19 7 9 年版

(4 )(5 )《辞海》

(6 )(7 )《史记》

(8 )《管子》

(9) 《清史稿
·

兵书》

(1 0川 l)《最新中国地名大辞典》

(12 )《地名大辞典》民国 25 年版

(1 3 )《淮南子》
—

《坠形训》

(14 )《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港 口》《太平洋文集》
,

4
.

19 91
.

(1 5 )《胶澳志》1 9 2 8 年

(16 )《地名大辞典》
,

民国二十五年版

(17 )许多论文中是如此

(18 )《地名大辞典》
,

民国 25 年版

(19 )《最新中外地名辞典》
,

中华书局
,

19 40 年

(2 0) 《高等水产院校教学用书
,

海洋学》
,

农业出版社
,

19 62

年

(21 )《辞海》
,

上海辞书出版社

(2 2) 《中国海域地名志》

(2 3 )《中国大百科全书
·

海洋卷》
,

19 87 年版

(2 4 )《吴越春秋》

(2 5) 南怀仁《坤舆图说》

(2 6) 《最新中外地名辞典》
,

1940 年版

(27 )《辞海》
,

上海新书出版社

(2 8 ) 《高等水产院校教学用书海洋学》
,

农业出版社
,

19 62

年

(2 9) 《中国大百科全书
·

海洋科学卷》

(3 0) 《中国海域地名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