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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那时候，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大型海船的载重达到了500～600D屯，同时
还能搭乘500～600人；从东北亚的日本、高丽，到东南亚各地和印度沿海，乃至波斯湾和东非各港口
，已经形成了一个活跃的贸易网络，中国的商人往来海上，中国的商船扬帆万里。

　　内陆成为丝绸、瓷器、茶叶等庞大的供应基地，这些深受国外客商欢迎的产品，经过车马、舟船
、手挑、肩扛，汇聚到海岸线上的各个港口，然后再装上随着季风而来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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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建光，大学毕业后即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过《成都商报》记者、《中国新闻周刊》首席记
者等。
多年来，他不断深入到事件最前线，用独有的眼光发现事实，如今作为《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的主编
，他希望给读者新的感觉，历史原来是这样的，历史原来可以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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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雍正二年（1724年），一只载有大米的暹罗贡船来到粤海关码头，准备运米到广州贩售。
雍正皇帝得知后，倍感欣慰，不仅宽恕了那些迁居海外的华人，而且对暹罗国“诚心向化”的精神大
加赞扬。
雍正皇帝鼓励该国商人继续运载大米来华，允许其贩卖，而且规定“米谷不必上税，著为例”。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后来得到证明，大米成为那只船上最影响深远的物品。
此后，很长的岁月里，它都关系着中国船的机遇，关系着一辈辈闯海而去的闽粤人的命运。
　　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重新允许南洋贸易后，官府对于造船出海的限制，出现了一丝宽松，
闽粤沿海一度冷寂的船厂又喧闹起来。
　　以福建为例，宋元以来，福建的造船业就一直在全国领先，主要原因就在于福建盛产造船的木材
。
闽北的深山之中有着大量的杉木、松木等。
霜降至春分是最佳的伐木时节，此时的木材质地坚实、色泽红亮。
这个时候，建瓯、邵武等地的木商，便带着从各地招来的“匠”及“漂师”，纷纷上山。
“匠”伐倒的巨木被“漂师”们搬运到水边，结成木排，沿着山间的水路流入闽江，向海口方向漂去
，最终抵达福州，或是转乘海舶再运往省内外各地。
　　雍正七年，清政府继在福州、漳州设立船厂之后，又于泉州设立官方船厂，建造战船。
如果说在福州设船厂是因为木材丰富的话，那么泉州的优势，则在于其悠久的航海历史，民间集聚了
大量的船匠技术人员，“匠作千百，一时可集”。
据史料记载，福州船厂因船匠不多，竞多次向泉州府调用。
　　在这些官方船厂的周围，往往又分布着大量的民间船厂。
比如，在福州，闽县“凤墩一村皆业造船，并设船厂。
后坂一乡，业石、船者居其半”。
而泉州府下，晋江内有“蚶江、永宁、祥芝、洋沪数处或造小船”；惠安有西坊乡，世代专业造船；
南安石井、同安等则在明末清初便是郑氏父子造船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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