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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我们民族留下的记忆》是由上海海事大学、中国航海日活动办公室、中国海洋学会联合主
办的“2007·中国航海日文化论坛”专家系列报告编辑而成。
他们分别从不同方面讲述了中国人在各个历史时期探索和认识海洋的艰辛历程。
在漫长的进程中，中国人对海洋的开发、利用以及思考曾经历了不同的变化，海洋对我们民族的发展
、统一、安全和盛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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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时平，教授、研究生导师，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军事理论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
船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郑和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海权和海洋文化研究。
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后经南京政治学院军政轮训。
曾在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担任政治理论教员、军事教员，南京海军指挥学院军理论教研室主任。
兼江苏省暨南京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郑和研究》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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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乘桴浮海——先秦两汉的海上航迹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人类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所进行的航海活动，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之前就没有航海
活动。
如今，研究古代的航海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考古的证据。
就是根据现存的并被发现的古物复原出当时航海的实际情况。
世界上很多民族居住的地方都发现过古代独木舟，这一点上，各民族的智慧是相当的。
他们开始看到一棵树或一根木头在水里浮着的时候，就加以利用，之后发现把中间挖空一部分会更加
稳定，而且可以装载更多的人或货物。
同时，各地还发现一些古代留下来的船具：有桨、有锚，甚至有些地方发现了完整的船。
根据船上的木材等遗迹，可以复原出它是什么时代的，就能够知道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具备了航海能
力。
还有就是异地文物，比如在美洲发现有中国瓷器，那么，这些瓷器是怎么运输过去的呢？
一般来讲，是通过航海贸易。
通过分析这些瓷器是哪个时期过去的，可以复原出航海的历史。
但是，同时也应看到，仅仅依靠考古证据是很难复原出航海全貌的。
正因为如此，世界上还存在着很多的难解之谜，如为什么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着文化的相似
性，他们是怎么传播的等等。
　　第二个方面是文献的证据。
因为文献记载往往有具体的人物、事件和地点，据此可以复原出古代航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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