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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是开发海洋的时代，一个发展海洋经济的高潮正席卷而来。
在这个背景下，世界临海国家纷纷制定海洋开发战略目标，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实施发展海
洋经济的对策和措施。
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国人更不甘落后。
2003年5月，国务院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指出：“海洋蕴藏着丰富的生物、油气和矿
产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对于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个纲要指引和鼓舞下，沿海各省区闻风而动，纷纷提出开发海洋、振兴海洋的口号或制定相应
的战略，形成向海洋进军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
然而，众所周知，任何经济的发展都必须得到文化的支持，文化软实力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正彰显
着巨大的作用。
具有高度综合性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海洋产业的发展，更离不开海洋文化的支持。
实际上，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激荡。
但作为文化先导，海洋文化的发展应有超前意识、超前行为，既要为海洋经济发展鸣锣开道，奔走呐
喊，大造声势，更要为它提供海洋科技、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强大基础，保障海洋经济沿着正确的、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
但不尽人意的是，我国方兴未艾的海洋开发事业与海洋文化研究之间尚有很大的距离，后者的成果甚
为寥落，与海洋经济的辉煌成就相比，显得苍白、寡血，使人倍感苍凉。
基于时代在呼唤开拓海洋文化研究，笔者不揣海洋知识浅陋，海洋文化积累欠充，做了海洋文化研究
尝试，以期跟上海洋时代前进步伐，回应时代的呼唤。
南海是我国最大的海区，我国人民特别是岭南人民自古开发、资仰于南海，创造了以海洋经济为重要
内涵的南海海洋文明，彪炳中华文明史册。
岭南文化或珠江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特质和风格就是它的海洋性，这主要是指“以海为商”所产生
的各种文化成果。
自古以来，岭南人就假道海洋，迈出国门，走上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交往的道路，吸收海外先进文
化，滋润、壮大自己，形成远胜于内陆的海洋文化风格。
恰是得益于这种文化风格，岭南特别是广东才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表现得有声有色，对推动中国历史
前进作出重大贡献。
海洋波涛汹涌，变幻莫测。
要超越海洋，深人海洋腹地，就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
战大海的大无畏精神。
岭南商帮、华侨，甚至妇女，自古远涉鲸波，远走南洋、欧美、大洋洲等地谋生，航行到商业利润所
在的一切地方，商品价值观念、交换观念、竞争观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为岭南人民最本质的
一个文化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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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中国南海海洋文化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分十一章。
在诠释海洋文化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述南海海洋文化形成的自然和社会人文环境，从前秦到当代南
海海洋文化历史发展进程，着重阐述南海以海为田的海洋农业文化和以海为商的海洋商业文化的特质
和风格，南海周边族群的海神崇拜和假道海洋而来的各类宗教的传播，涉海语言、风俗文化，海上社
会昼民文化，作为海洋文化载体的华侨文化，以及以海洋为背景产生的文学艺术，等等。
全书理论和实证结合，提供了南海海洋文化的一系列历史剖面，总结了中国人民认识、开发利用和管
理南海海洋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反映了南海海洋文化与岭南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21世纪海洋时代，本书将为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可供海洋、历史、考古、史地、
文博、规划、经济、新闻等工作者、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以及海洋文化产业部门等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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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业绩和贡献，颇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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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海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海洋，这个占地球表面71％面积的最大地域单元，它的特性迥异于大陆
。
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
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
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
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
着人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
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
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
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好相反。
这一层关系使他们的营利、他们的职业，有超过营利和职业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
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
因为勇敢的人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
有权谋——机警。
这片横无边际的水面是绝对地柔顺——它对于任何压力，即使一丝的风息，也是不抵抗的。
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十分无邪、驯服、和蔼、可亲；然而，正是这种驯服的性质，将海变成了最危险、
最激烈的元素。
人类仅仅依靠一叶扁舟，来对付这种欺诈和暴力，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勇敢和沉着；他便是这样从
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定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
它以敏捷而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凌以行——这一种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胆力和理智的最大光荣
。
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
虽然黑格尔在这里否定了亚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对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区别、海洋文化的本质和
内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二百多年来，这个论断被人们反复引用，特别是海洋环境对海洋文化产生
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业性，已成为不刊之论。
从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海洋文化的研究内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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