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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是中国学者针对中国海洋生物种群历史的第
一部著作。
作者李玉尚利用中国史籍、朝鲜史料、水产档案和口述传说，通过考据与计量的结合，揭示了1368
～1958年间黄海与渤海主要鱼类在种群结构、空间分布和资源数量上的变化。
作者证实气候突变、水文变化和制度变革，是促使海洋生物发生变化的三个主要因子，厘清其在不同
历史时期各自所起的作用。
本书不仅确定了中国环境史上的一些关键时点和事件，而且对600年来中国历史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解
释。
《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读者对象主要为历史学研究人员，其次为水
产科学、海洋科学等自然科学研究人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有丰歉>>

作者简介

李玉尚，1975年生，山东即墨市人。
2004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史学博士学位。
2004年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09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物理学史）
。
博士学位论文入选2006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入选2008&amp;F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与曹树基合著，第二著者）
获2008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
在历史地理学、疾病史和海洋环境史等领域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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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社会制度与海洋生物资源明代出于政治考虑，对于海洋渔业的重视程度没有淡水
渔业大。
虽然有些时期允许渔民在海上进行渔捕，但对岛屿驻民和外海（如朝鲜）捕捞则严格限制。
明末清初沿海割据各政权，对海洋渔业课以重税，但皆为时无长。
清初沿袭明代禁海政策，直到康熙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才予以解禁。
乾隆之后，对黄渤海渔民海上捕捞予以免税。
清末之前，海洋渔业对于国家财赋可谓无关紧要。
虽然如此，清末之前，渔村依然困苦不堪；即使在道光至民国初年海上渔民的黄金岁月里，也是如此
。
渔民出海捕捞，成本较大；如果经常出现歉收，则资本不给，甚至无以维生。
因此，农渔结合是渔村应对荒海之年的最佳经济形态。
明、清、民国时期，甚至是1950年之后，半渔半农是黄渤海沿海地区绝大多数渔村的基本形态。
明清时期渔民的捕捞活动，除国家政策外，还受制于其他人为因素限制，包括船网、销路和渔盐等等
。
直到1900年之后，拜小黄鱼利厚之赐，商业资本进入，大风船网出现。
烟台、威海大风网或到盖平等地捕捞小黄鱼，或在当地围捕鲐鱼。
1950年代，因这两种鱼类资源量下降，大风船连年亏损，终致退出，适宜于近海捕捞之小型网具又大
行其道。
虽然冰鲜船和技术在明代就较普遍，但主要用于运销大黄鱼、真鲷等名贵鱼类，消费群体为大都市民
众。
因交通不便，渔民所捕之鱼类，由于渔盐成本较昂，加上经常歉收，故除加工一小部分外，大都就近
销鲜。
传统时代汛期集中在大、小海市，渔民考虑到销路和成本因素，对于杂鱼，甚不重视，主要捕捞品质
高的特定几种经济鱼类；但1950年代及其之后，当传统绎济鱼类出现贫产时，次级经济鱼类和杂鱼自
然就成为主要的捕捞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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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科学人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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