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海洋环绕的浮着的 8 1块大陆岛 (九九八十

一 )
,

反映了向海外开拓的强烈的时代愿望
。

孔

子和孟子的哲学思想
,

常与海相联系
。

孔子首倡
“
四海一家

”

的国家观
。

他将水作为仁的最好去

向
,

一旦不得志
,

便
“

乘抨浮于海
” ,

在大海中去

实现理想的人格价值
。

正是这一代代圣人志十
,

为先秦时代的海洋文明奠定基石
。

秦汉大一统
,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

势形成
,

国家海洋事业蓬勃发展走向全盛
。

公元前 2 21 年秦皇统一中国后
,

几次环山

东半岛巡海
,

下令开发古琅邢港市
,

派遣徐福船

队从琅哪港启航东渡
,

开
“

海上丝绸之路
”

东方

航线与中日二千年友好关系的历史先河
。

汉武帝七次大巡海
,

下令开通印度洋航线
,

使汉代中国兴起大批著名海港和造船基地
,

楼

船军成为一大军种
。

西汉时
,

中国远洋船队东航

朝鲜
、

日本
,

南下印度洋
,

国际关系大发展
, “

海

上丝绸之路
”

正式形成
。

中国海洋事业整体上崛

起
,

开始走向世界
,

出现 了
“

江湖之鱼
、

黄渤海之

贻不 可胜食
”

的渔业盛况
。

海水制盐业兴起
,

航

海贸易业重大发展
。

中华汉文化主导的东亚文

明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兴盛阶段
。

东汉时
,

东西

方两大强国中国与罗马的海上直接通航成功
,

经济和文化交流 日益频繁
,

海上丝绸之路愈来

愈繁荣昌盛
。

公元 4 99 年
,

惠深和尚东航太平洋 2 万里
,

终达美洲传教布道
,

堪称世界航海探险历史之

最
。

唐代
,

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
,

成为中外

关系与东西方文明交流高峰时代的重要通道和

桥梁
。

中华文明在长期开放中不断走向世界
,

创

造着新的历史辉煌
。

唐
、

宋
、

元三代政府鼓励国

际 贸易
,

在沿海城市设置市舶司
,

取得丰厚利

润
,

并开辟 了众多国际航线
。

海洋经贸与国家开

放政策极大推动 了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
。

中国

人 民改进风帆
,

发明船尾舵与指南针
,

不断壮大

造船业
,

推进航海贸易业
,

加上 天文导航术
、

季

风航海术
、

地文航海术和海洋潮汐知识的进步
,

使中国长期雄居世界航海一流强 国的地位
。

至

此中国海洋事业进人全盛期
,

沿海兴起许多著

名海港城市
,

经济文化与对外贸易空前繁荣
。

泉

州成为世界东方最大海港和海上丝路的重心所

在
,

万商云集
,

满街文武圣人
。

据李约瑟博 [ 的

科学评价可知
,

那时不仅先进的中华科技发明

领世界文明潮流之先
,

而且在 1 10 0 一
14 5 0 年之

间
,

中国的海军无疑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

指南

针的发明和应用
,

对中国和世界航海事业发展

显然起到 了划时代的作用
。

在汉
、

唐一宋
、

元文明盛世和长期先进的

海洋文化动力的基础上
,

明成祖永乐皇帝派遣

郑和统率举世无双的使团宝船队
,

2 08 艘船载

2 7 8 0 0 多官兵于 14 0 5 一 14 3 3 年历时 2 8 年七下

西洋
,

遍访了东南亚
、

印度洋
、

红海及非洲东海

岸 3 7 个国家和地区
。

使东西方交通为之大变
,

对世界海洋文 明历史上 的国际关系及人类生

活
,

产生了空 前强大的辐射力和极为深远的和

平影响
。

郑和航海的伟大文明壮举
,

集中体现 了

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海洋文化历史形成的
“

造大

船
,

驰骋海洋协和万邦
,

天下太平
”

的东方海洋

民族精神和远大理想
。

在如此 J一 阔的海洋上进

行此大规模
、

持续性
、

和平式的中外政治
、

经济
、

文化交流
,

其影响之深
,

在世界史上也是空前

的
。

不 管怎样说
,

那个时代的海洋文明深深打上

了封建时代的烙印
。

(二 )

但是
,

永乐皇帝死后
,

郑和航海被彻底终

止
。

明
、

清许多皇帝转而长期实行严酷的海禁

— 闭关锁国政策
。

在 4 0 0 年里
,

重陆轻海
、

重

农抑商政策及满清封建文化专制结果
,

使中华

海洋事业逐步萎缩下来
,

海洋产业凋蔽
,

海军式

微
,

海权渐丧
,

文明衰落
。

同时
,

古代海洋文明意

识丧失
,

也是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

1 84 0 年
,

英军发动鸦片战争
,

沉重打击 了

清政府
,

显示 r 西方海权强国的威力
。

甲午海战

中
,

中国北洋舰队遭 日本海军毁灭性打击全军

覆没
。

189 7 年德国远东舰队在青岛登陆占领山

东后
,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

由于清政

府长期闭关锁国
,

海禁专制而腐败丛生
、

文明衰

落的中国
,

至此海洋优势全失
。

自鸦片战争失败

到迫签 《辛丑条约》的 60 年间
,

大量割地
,

赔款

7 3 )嗣



额高达 3 1亿两白银
,

导致国库空虚
,

主权丧尽
,

「1户洞开
,

有海无防
,

民族危机空前
,

创巨痛

深
。

近代海洋强国从海上侵华 84 次
,

动用舰艇

1 86 0 多艘次
,

如人无海防之境
。

历史证明了海洋

文明及权益的兴衰
,

与国家安危民族荣辱的关

系十分重大
。

应当指出
,

明代戚继光抗楼
,

郑成功光复台

湾
,

近代林则徐销烟抗英
,

邓世昌等人誓死保卫

祖国海疆的神圣海战
,

都是中华海洋文明史上

彪炳千秋的英雄伟业
,

启迪并影响了近百年振

兴中华的民族反侵略战争
。

19 4 9 年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
,

建立新中国
。

毛泽东主席英明地指示 : “

为了反

对帝 国主义的侵略
,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

军
。 ”

中国人民拥有了国家主权和强大的海军

后
,

才使海洋事业开始复苏
,

重新发展
,

扬起中

华民族文明的风帆
。

19 7 8 年后
,

邓小平高瞻远

瞩
,

面向世界海洋与未来
,

指引着中国改革开放

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向
。

他一再挥动伟人的

巨手
,

指点中国江山
,

激扬中华大海豪情
,

战略

上英明决策
,

把沿海 14 个开放城市与深圳
、

珠

海
、

汕头
、

厦门
、

海南等特区
,

作为带动中国经济

腾飞的龙头
,

大力发展沿海经济与特区建设
,

大

开国家海门
,

启动了中华 民族驰骋海洋的新时

代巨轮
。

他指示中国建设一支海上精兵
,

使海军

走上导弹化
,

电子化
,

核能化与 自动化的战略发

展之路
,

使中国海洋事业加快全面发展
,

在科教

兴国战略中稳步走向世界
。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与中国政府
,

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学家

的意见
,

已确认到 2 020 年把中国建成海洋经济

强国的战略目标
,

乘
“

十五大
”

与香港
、

澳门回归

祖国的浩荡东风
,

从战略上运筹帷幌
,

决胜未来

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腾飞
,

领导着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

五千年中华海洋文明的历史
,

雄辩地证明

了这个真理 : 海洋兴则中华文明国运繁荣昌盛
,

海洋衰则东方民族落后挨打生命危亡
。

海洋文

明可持续发展
,

实乃 中华民族历史创造
、

发展
、

长期兴盛之大道
。

历史也深刻地警示我们 : 海洋

开放与封闭— 中华文明生死之地
,

存亡之机
,

兴衰之道
,

不可不察
。

重振海洋文明
,

是中华民

族全面复兴跻身世界强国之大道 !

(三 )

世纪之交
,

浩翰深邃与多元丰富的海洋
,

日

渐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
,

已

成为全球的共识
。

在一个 日趋信息化
、

整体化
、

复杂化的全球变化中
,

如何认识并把握海洋文

明发展大方向
,

弘扬人类的海洋文明意识和科

学精神
,

解决人 口剧增
、

资源短缺
、

环境恶化三

大难题
,

创造某种符合
“

全球村
”

生态文化哲理

的新型世界观及行动参照系
,

已构成对人类智

力的挑战
。

以史为鉴
,

可知兴衰
。

一部世界海洋文明

史
,

就是一部人类文明演化的百科全书
。

海洋不仅是生命的源泉
,

资源的宝库
,

全球

战略的通道和 人类新的生存空间
,

而且是东西

方文明历史的摇篮
,

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动

力
,

人类恒久生活的环境与生存智慧创造的舞

台
。

从古至今
,

海洋孕育了东亚太地区 中国海文

明
、

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
,

并正孕育
、

推演

着太平洋文明的新纪元
。

从古中国海洋文明时

代到地中海时代到大西洋时代
,

再到太平洋时

代海洋生态文明社会的创建
,

是国 际海洋学史

界与中国海洋学术界应重点研究
、

探讨的全球

变化中的海洋大趋势和重大时代性课题
。

海洋文明环境意识的产生
,

是当代人对人

类与海洋环境历史辩证关系认识的一次伟大的

觉醒
。

西方海盗式或海权式
、

海战式的
“

文明社

会
”

发展模式
,

只有本民族或本集团目标
,

没有

人类文明甚至 国家文明环境 目标
,

常常以损害

他民族和牺牲文明环境的方式
,

去实现掠夺财

富
、

征服 自然
、

刺激经济增长
、

满足物质贪欲的

需要
。

特别是工业革命 以来 2 0 0 多年的发展实

践证明 : 人类光靠 日趋强大的科学技术和征服

手段
,

无限制地向大 自然进攻
,

拼命地掠夺索取

即便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

但从根本上损害

了地球文明环境的基本生态过程
。

于是
,

不可避

免地出现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
、

资源破坏
、

物种

灭绝
、

人欲横流与生态失衡
。

一系列严重的
、

全

镇翩



球性的环境不文明问题
,

已极大威胁着全人类

及整个生物圈的合理存在
。

正是在如此严峻的

大文化生态失衡的形势下
,

才爆发了世界性的

环境保护运动
,

海洋环境是否文明的问题也成

为人类良知关注的焦点
。

思想家在预测未来世界文明时
,

把世界大

陆环境退化视为对人类生存的首要威胁
,

海洋

文明环境成为最长远关注的世界性主题
。

人们

从近年来
,

几次局部战争对环境造成的 巨大潜

在影响
,

提出了
“

战争与环境道德
”

问题
,

这不能

不说是人类文明环境意识的进步
。

我们强烈呼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
,

确立全

人类与大海洋和谐共存永恒发展的战略文化价

值方向
。

海洋科学家选择战略研究课题时
,

应把

人类经济社会片面发展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环境

危机问题
,

视为重大的挑战
,

努力寻求地球海陆

生态平衡之道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

政治家理应确立任期内的拯救海洋生态环

境目标
,

因为海洋环境保护与保全越来越成为

维护国际政治
、

外交与国际海洋法律
、

社会秩序

和平发展的重大主题
。

绿色和平运动已深人人心
,

世界蓝色文明

运动正方兴未艾
,

渐成燎原之势
。

亿万公众返朴

归真
,

抛弃过度消费的生活态度
,

自愿到洁净
、

美丽的海滨
、

海岛游乐
,

享受海洋特色的自然生

活
,

引发蓝色文明消费的新时尚
。

从生态文化观

念
、

生态旅游
、

绿色企业
、

绿色技术
、

绿色运动到

蓝色文明发展运动的崛起
,

世界文明正向大海

洋生态的文明化境界升华
。

(四 )

我们通过多年的探索与研究发现
,

除了 当

代人所作的一切努力和贡献外
,

中华民族世世

代代和平开发利用海洋
,

与大海自然和谐相处
,

并从无穷的获益中构建五千年文明历史
,

这当

属一笔十分丰厚的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

中华

海洋文明的主要特色和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

首先
,

以五千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主体

和 灵魂的海洋文明史
,

是一部源远流长
、

从未中

断
,

代有高峰
、

兴衰起伏
,

博大精深
、

灿烂辉煌
,

生态完整
、

持续发展充满东方民族特色的海洋

文化生态历史大系统
。

她具有中华民族风格和

东方文明特色的文化首创性
、

海洋开放性
、

资源

开发性
、

环境开拓性与生态完整性
,

与以掠夺全

球资源
、

污染全球环境为代价的西方特色的经

济增长模式很不相同
。

中国人民在长达几千年

的文明历史进步中
,

基本未污染海洋
,

未损害生

态环境
,

同时创造了举世罕见的中华文化
、

科技

成就
,

发展了中国特色的海上丝绸之路
,

成功地

解决了巨大人 口与资源
、

环境长期协调
、

动态平

衡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

恰巧符合美

国景观生态学家福尔曼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方向
: “

可持续的环境是这样一种地区
,

在这

种地区中生态完整性和人类的基本需求在多个

世代同时被保持
” 。

19 8 8 年
,

美国生态学会提出

了
“

可持续生物圈
”

概念
。

19 91 年国际生态学界

建议设立全球协作计划— 《一个可持续的生

物圈 : 全球性号召 》
,

强调把 自
’

然研究与人文研

究结合起来
。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
“

文化

发展士年
: 19 8 8 一 19 9 8 ”

计划实施中
,

体现中华

文化特色的海洋文明史研究
,

因成功地把 自然

环境演化与人文历史变迁有机结合获致重大突

破性成果
,

而 日益受到东西方各国学者的关注

和重视
。

其次
,

富有文化创新
、

科技发明历史传统的

中华民族
,

既有海纳百川
、

海涵 天下的博大胸

怀
,

也有
“

造大船
,

驰骋海洋
,

协和万邦
,

天下太

平
”

的映涣海洋大国雄风和 海洋 民族远大理

想
。

几千年来
,

中华文化不仅主导着东亚文明社

会长期雄居世界的东方
,

而且通过无数条海上

丝绸之路

—
广阔的海洋通道

,

源源不断地

传播到东北亚
、

东南亚
、

北美洲
、

南美洲
,

大洋

洲
,

南亚
,

阿拉伯半岛
,

非洲东海岸
,

欧洲各海洋

及港 口城市
。

形成 了以东亚汉文化圈
—

儒家

文化圈为重心的环太平洋中华文化圈
,

辐射
、

影

响了大半个世界
,

长期而有力地促进 了人类文

明史的重大进程
。

中华海洋文化科技成就
,

不仅

使先进的中国丝绸
、

瓷器
、

艺术
、

中医药等西传

欧洲
,

而且促使地中海和欧洲的航海事业发生

飞跃
,

拥有了跨海越洋直达 目标的航行能力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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