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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国海淬文化饷地理特征及其意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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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对以往国内海洋文化研究基本情况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海洋文化的地域性特

征。以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和海岛为地域单元，论述了海洋文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指出今后我国沿海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充分发挥海洋文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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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海洋文化研究综述 2．海洋文化研究内容

中华古代文明通常被认为是内陆的黄土地 自古至今，关于海洋与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

的农耕文明。不可否认，内陆型文化是华夏文化 研究是相当多的，所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从海

的主流。虽然历史上沿海人民与海洋相处，为我 洋传说、信仰、语言、民俗到海洋文化理念、海洋

们留下了丰富的海洋特色文化，其中不乏历史上 文化艺术，从舟楫渔盐、航海交往、海上贸易到开

的光辉篇章。但与内陆文化相比，中国的海洋文 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从渔村变迁到沿海

化一直处于附属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 城市建设等不胜枚举。目前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

会经济迅猛发展的进程中，海洋起到了举足轻重 和深入，整个研究内容也日益呈现出系统化、结

的作用，海洋的价值得到普遍的重视和关注，海 构化、组织化。一般认为，海洋文化内容有以下

洋文化及海洋文化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 几方面：(1)海洋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包括海

1．海洋文化的概念 洋文化的概念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特征、海洋

对海洋文化的定义，可谓是莫衷一是。“文 文化的形态、海洋文化的运行机制、海洋文明精

化”这一词本身就有广义、狭义之分，加之研究 神研究、海洋文明方式研究、海洋语言文学艺术

者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和视角等的不同，“海洋 研究、海洋民俗研究、海洋与社会发展研究等；

文化”的概念也就变得复杂多样，这些定义在理 (2)海洋文化史研究，包括中国和世界海洋文化

论上均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和突破。从不同的海洋 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及其专题研究，内容涉及古

文化定义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共同之处：(1) 代和近代海洋文化历史分析及特色、海洋意识和

多数定义均把海洋文化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来 海洋观念的演进、古代近代海洋传说信仰、古代

理解，认为它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近代沿海社会及其生活方式、古代近代海洋科技

(2)多数定义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与海洋相互 发明、古代近代海上交通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作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3)大 等；(3)海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应用研究，包括

多数学者对海洋文化的定义均体现了海洋文化 对外开放与沿海文化的发展战略研究、沿海经济

的多层面性。综合借鉴各家之观点，笔者将本文 与海洋文化形象设计、推进海洋文化建设、实现

讨论的海洋文化定义为：沿海地区人民在长期依 海洋观念与时代需求接轨的措施和方法研究、海

仗海洋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的过程中所 洋文化传统在现代化海洋文明建设中的转换、批

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表现为 判继承与创新研究等。

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因海洋而成的思想观念、意 此外，一些学者将其他诸如海洋资源的开发

识形态，具有海洋特性的思想道德、民族精神， 利用、海洋环境的保护优化及其政策管理研究，

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体现蓝色文明的海洋型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人文理想的实现方式研

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习俗、社会经济、法规制 究等也纳入海洋文化研究的内容中。但限于海洋

度、教育科技和文化艺术等形态。 文化学科发展水平，目前正从事这些内容研究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JY05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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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未必将自己的研究划归在海洋文化研究领

域内。

5．海洋文化研究的地理视角

由对海洋文化概念和研究内容的分析可见，

海洋文化研究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可以想

像，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哲学、史学、社

会学、经济学、宗教、法学、管理学、民俗学、考古

学、地理学等都会或多或少地、不自觉地将部分

目光投向海洋文化研究。虽然当前许多从事海洋

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呼吁创建海洋社会学科

体系，将海洋文化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认

为从各学科自身角度研究海洋文化不利于对海

洋文化整体意识进行把握，进而难于总结海洋文

化发展运作规律。但必须承认，各人文学科将目

光投向有关海洋的研究，这正说明社会整体海洋

意识的提高和增强。在掌握一定的海洋文化基本

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在自己的学科领

域，从自己学科的独特视角来分析海洋文化问题

也不失其可行性和科学性。从另一角度而言，海

洋文化研究者所力推的海洋文化独立学科毫无

疑问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的发展离不开

这些人文社会学科，在海洋文化研究发展的现阶

段，必须鼓励其他学科对海洋文化研究的兴趣和

参与，这必然是对海洋文化研究的丰富。

在海洋文化研究领域内或海洋人文社会学

科建设研究中，除海洋经济地理被视为地理视角

的广义海洋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其他从地理视角

对海洋文化进行的研究并不多见。

二、海洋文化的地域性

从地理研究角度而言，任何事物都有地域性

的特征，海洋文化也不例外。地域性是海洋文化

一个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如果对古文献的涉海研

究内容以及现代海洋文化研究内容进行地域划

分，可以发现古文献中有燕文化、齐文化、吴越

文化、东夷海岱文化、百越文化等，现代研究中

突出的有辽宁海洋文化、山东海洋文化(东夷海

岱文化)、泉州海洋文化、潮汕文化、闽粤文化

等。本文将中国沿海的海洋文化划分为三个区域

进行分析，即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和海岛区域。

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北方与南方不仅在陆域

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其海洋文化同样也有

很多差别，它们都有各自的独具特色的本土海洋

文化形态。诚然，在保持特色的同时也通过交流

而相互影响。海岛作为被海水包围着的特殊陆

地，具有与大陆沿岸不同的海洋文化形态，所以

也单独加以分析。

1．北部沿海海洋文化

环渤海与山东半岛是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

核心区域之一，是中国北部海洋文化的核心区。

古代的东夷海岱文化、齐文化以及由其影响至今

而形成的山东海洋文化，另外今河北、江苏、辽宁

等地保留和传承发展的海洋文化均可归属于北

部沿海海洋文化。北部沿海海洋文化源远流长，

其中今天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和河北南部的东夷

人所创造的东夷文化可谓是华夏文明源头之一。

这些地区考古中发现的北辛文化、大汶IZl文化、

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均有着浓重的海洋色彩，

这也是为什么东夷文化又被称为东夷海岱文化

的原因之一。东夷文化中已经散发出明显的“海

味”。(1)生活方式：东夷人从海洋中获取大量

的物质资料以供生活和生产之需，吃海产、用海

物做装饰、做工具等，海洋渗透进东夷人的衣食

住行之中。(2)对外交流：东夷人已经开始利用

舟楫之便，开始穿越渤海与辽东、朝鲜及日本等

进行海上交流。但东夷人在创造海洋文明的同

时，受内陆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很大，这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中国大陆文化一直以来的主导地位。

后来的齐文化是对东夷海岱文化的很好的继承

和发扬，当时黄渤海沿岸海洋文化相当活跃，虽

然最后齐国为秦国所灭，但齐文化中政治分权、

兴办工商、利用渔盐、生活上追求华美精致等海

洋特质也在历史画卷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在与

大陆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也影响了内陆文化。

在沿海地区人民与海洋关系演变发展的过

程中，在古代海洋文化的影响下，今辽宁、山东及

江浙一带衣食住行、生活理念、习俗信仰、语言文

艺乃至经济、政治等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海洋文化

特色。这些要素在与现代文明冲突调和中最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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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海洋文化，进而成为推动

区域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例如青岛市，它地处

北部海洋文化核心区之内，其文化遗存中有相当

丰富的海洋文化内容，包括宗教的传播、本地语

言与文学艺术、考古发现及对外交流等。古代的

海洋文化精髓融入其现代工业产业发展和现代

的精神文明建设中，使青岛成为既具历史文化底

蕴，又有现代都会风采和无限发展潜力的魅力型

和实力型城市。

2．南部沿海海洋文化

南方海洋文化主要源于华夏先民族群之一

百越族创造的百越文化，而现代的泉州海洋文

化、潮汕文化、闽粤文化等都是南部沿海海洋文

化的代表。百越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时间上它贯

穿先秦汉数千年，空间上涵盖我国南方大部分地

区，对我国南方一带人文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百越人是典型的海洋民族，考古发现的河姆渡文

化证明当时百越族人已经可以驾舟出海，捕鱼为

生，也是中国海洋文明、蓝色文明的开端。百越

文化中有许多文化要素均浸润着浓烈的海洋文

化特性，如干栏建筑这种高脚、底层透空不居人

的特色民居建筑在多雨常涝的南方沿海地区甚

至环太平洋地区都是相当普遍和流行的；再如白

水郎，这是对中国东南沿海闽粤一带生活在船上

的水上居民的特有称呼，由此可见百越族与海洋

的密切关系。

泉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东南沿海地区占

有独特的优势，这与其悠久的海洋文化发展历史

是分不开的。由于泉州沿海土质不宜耕作，加之

开发早，人口稠密，所以粮食和纺织品方面很难

自给自足。而同时以泉州为中心的福建沿海海岸

线曲折，多岛屿港湾，其中不少是深水良港，这

样优越的地理条件为其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发展

提供了可能。农耕自然条件的恶劣和航海条件的

优良促成了泉州人民选择发展小商品生产和对

外贸易来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渐养成了开拓进

取、敢于冒险的海洋精神气质。在对外交往的过

程中，泉州人很早就与外民族交流融合，多移

民、多侨居，使泉州成为中国著名的侨乡，更重

要的是这为泉州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其他地区

_警蟪i葶
难以企及的优势——侨资。

自浙南沿泉州、厦门、漳州而下，广东潮州、

汕头等闽南语言区，一直都是中国经济较为活跃

和繁荣的地区之一，这也是与当地人民所具有的

冒险、开拓、进取的精神密切相关的，也是这些地

区海洋文化发达的表征。另外，潮汕、闽粤地区

的方言、地方戏剧、舞蹈、民俗、建筑等诸多可闻

可见的事物中无不透露着海洋文化色彩。
- 5．岛屿海洋文化

岛屿是被海水包围的陆地，无论是海洋文化

的产生、传播，岛屿均有着特殊的作用机制。岛

屿独特的地理特征决定其在海洋文化建设和发

展中有独特的意义。我国台湾，海南，浙江舟山，

上海崇明，山东长岛，辽宁长海，福建东山、平

潭，广东南澳等海岛都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有

的甚至具有上千年悠久的历史。如南澳和长海分

别发现有8 000年前和6 000年前新石器时期的

文化遗址。

由数量不多的海岛文化的相关资料分析可

看出，不同地区各海岛上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

形式、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及历史演变等均有自

己的特色，形成丰富多彩的海岛海洋文化。如舟

山有着源远流长的海洋佛教文化、色彩浓烈的海

洋民俗文化、璀璨夺目的海洋景观文化等。尤其

值得提及的是当地渔民取材于现实而创造的极

富海洋气息的绘画作品，由于作品想像丰富，构

思巧妙，神情生动，色彩鲜艳，本土文化特色鲜

明，而使舟山四县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民间绘

画画乡”。这不仅是对海洋文化的一种深刻反

映，同时也是对海岛海洋文化的发展和丰富。再

如海南，海南人民在祖祖辈辈从事海洋性社会生

活生产活动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海洋风俗、海洋

宗教、海洋传说等文化要素与历史上留下的与海

南海洋有关的诗词、歌赋、绘画、装饰等共同构成

海南特色的海洋文化。除此之外，崇明、平潭、澎

湖列岛等岛屿上海洋文化不但有不同于大陆沿

海海洋文化的特点，海岛文化之间相比较也是各

有千秋。

海岛海洋文化与大陆沿海海洋文化相比最

大的一个不同之处可能就体现在海岛在军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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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从军事上

讲，一个自然条件较好、适合驻军的岛屿就是一

个海上据点和军事基地，占据这样的一个岛屿则

可以直接控制岛屿周围的海域，在海战和现代局

部战争中具有攻、防双重战略价值。这在我国一

些岛屿上均有所体现，如台湾省的金门岛，位于

福建省东南海上，屹立于台湾海峡中，它历来是

一个军事要地，是台湾的桥头堡，目前台湾当局

仍然把金门作为一个防守的前沿基地。现在岛上

遗留有许多过去的战争遗址，是海岛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再如大连的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

侧、黄海北部海域，是大连地区距离日本、韩国

最近的区域，也是全国惟一的海岛边境县，其军

事战略意义可见一斑。另外，从发展海洋经济的

角度讲，向大洋进军的第一步应该放在海岛上，

海岛是纵深开发利用海洋的前沿和跳板。海岛经

济与海岛文化是紧密相联的，海岛文化为海岛经

济发展提供动力，而海洋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海

岛文化的繁荣。

三、海洋文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1．海洋文化影响的广泛性

．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曾指出：文化价值对社会

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海洋文化的定义可看

出，广义的海洋文化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同样海洋文化的影响也就可能渗透到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对沿

海国家或地区而言，海洋文化可以影响其景观设

施、生活方式、民众心态、精神气质、价值取向、

审美感受直至发展目标的设定、发展模式的选

择、国家体制创新等。

以下几个实例可以简单证明海洋文化影响

之广泛。(1)泉州：海洋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慕利

重商，重商导致泉州“街”、“市”等商业空间发

达，使泉州成为典型的商业城市；另外在建筑风

格上，海洋文化中的热情奔放、积极进取的开拓

精神使活泼跳跃的“燕尾脊”和大红颜色在泉州

传统建筑中大量运用。(2)中国沿海众多带有

“海味”的地名，海南、海口、北海、汕头、潮州、

海丰、海城、海盐、海陵、宁海、宁波、上海、青岛

等都是人们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审美心态的产

物。(3)随着对海洋文化的认识逐渐加深，全社

会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意识日渐增强，从国家到地

方均把开发利用海洋作为一项重大发展战略。面

向海洋、对外开放、增强交流、不断创新成为沿海

发展的必然选择。海洋文化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可

以说随处可见。

2．海洋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海洋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最易于

引起人们注意，并且最显而易见的。海洋文化对

经济的影响首先是源于海洋文化所赋予沿海人

民的精神气质。海洋文化精神究其实质就是目光

远大，勇于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犯难，重视商业贸

易，能够漂洋过海去创业发展，在价值取向上具

有重商主义倾向。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南方某些

省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全国前列，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沿海地区人民的海洋文化精

神是分不开的。比如，广州市政府就曾总结和宣

扬广州人精神，认为广州人精神包含有开放兼容

的人文意识、富有进取的商业意识、讲诚信和拼

搏的务实意识及创新和进取的敬业精神等。可以

看出这无一不是海洋文化精神的精髓。

其次，广义上的海洋文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

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价值引导。海洋文化可

以帮助大众树立正确的海洋意识和观念，帮助寻

找适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模

式，指引海洋开发利用向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

海洋文化还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法律

等各方面的支持。

最后，海洋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点。海

洋文化中可闻可见可体味的文化要素是沿海及

海岛发展旅游业和海洋文化产业的基础。纯朴的

渔家风情、神圣的祭海仪式、雅俗共赏的文化艺

术等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业和极具深度的文

化产业资源。如果这些资源能够得以充分合理的

开发利用，必然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5．海洋文化传播与交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与海洋的相互作用。人

类的活动不仅限于某一个地方，这就决定了以人

t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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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相互作用为载体的海洋文化也不是囿于一隅

的文化，人类在依傍海洋居住、生活、迁移的过

程中不断地把海洋文化从一域一处传播至另一

域另一处。传播过程和传播结果是不仅异域受到

传播而至的海洋文化影响，而且原海洋文化本身

也受到异域土著文化的影响。两者互相碰撞融合

之后又对两个区域分别产生新的影响。

海洋文化的传播给区域发展带来影响的事

例很多，比如，百越文化对东瀛邻国古代文化的

影响。从航海、语言、习俗等方面史料和文物均

佐证了古代东南沿海地区越人及其先民向东瀛

邻国传播稻谷栽培技术的事实；百越民族的鸟灵

信仰、蛇灵信仰现象在日本、韩国古代都有出现

过；甚至百越的拔齿、纹身等习俗据史料记载也

可在古代日本找到。这些无论是宗教信仰、风俗

习惯或是生活生产资料的传播都对异域异质文

化有相当大的冲击，对异域形成新的文化生态以

及整个区域社会演进有决定性的作用。再如，20

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山东荣成市朱口的

渔民驾小船北上渤海辽东湾三大河口区捕捞海

蜇，在创造大量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使辽东湾当

地人民改变了对海蜇的认识，唤起了他们的竞争

意识，促使他们学习和掌握新的渔具渔法。

有学者指出，海洋世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观念和意识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

经济、科技问题才能朝正确的方向即可持续的方

向发展。所以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海洋文化问

题。海洋文化问题的研究是21世纪海洋世纪学

术研究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组分。从地理学角度来

研究海洋文化特征，研究海洋文化给区域发展带

来的影响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只是进

行了粗浅的分析，更为科学系统的研究尚有待今

后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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