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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们生活的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约71％的表面积为水所覆盖，因此，人类最早的群体生活区域多
与水相伴。
为了解决涉水交通的问题和渔猎的需要，产生了最初的竹木筏、皮筏、独木舟等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
，随着人类的技术进步，这些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逐渐演化出木板构造的船舶。
推进装置也由人力驱动的篙、桨、橹，进步到采用风能驱动的帆，于是帆船就产生了。
帆船在人类使用船只的历史中，占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人类智慧的伟大产物，正是帆船承载着
人类去进行地理大发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交流与进步。
虽然现代船舶已经远离了风帆时代，但是直到今日，帆船仍以它优美的外形和它所演绎的诸多冒险故
事深深吸引我们。
贸易运输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是推动帆船发展的主动力，帆船的发展过程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一样，
存在着地域性和多元性，笔者作为帆船的爱好者，在自己多年对帆船发展史研究的基础上，以帆船发
展的西方线、印度洋一中东线、东方线三条主线为线索，介绍了世界帆船发展的大体脉络和有影响力
的船型。
使用的资料力求做到科学可信，其间也穿插一些笔者的观点，希望能与广大航海史爱好者和帆船史爱
好者做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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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们生活的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约71％的表面积为水所覆盖，因此，人类最早的群体生活区
域多与水相伴。
为了解决涉水交通的问题和渔猎的需要，产生了最初的竹木筏、皮筏、独木舟等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
，随着人类的技术进步，这些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逐渐演化出木板构造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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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海上贸易范围来看，唐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已经覆盖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东非，
其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唐代中期以后，中国扩大了与波斯湾之间的远航，并开辟了通向东非的航线。
到了唐朝中期，随着大食定都于巴格达，中国通向波斯湾的航线出现了新的突破。
公元8世纪末，唐朝宰相、地理学家贾耽在他的《广州通海夷道》中详细记录了中国海船从广州起航
，穿过马六甲海峡至印度南部，又沿印度南部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线西行至波斯湾，最后抵达大食首
都巴格达的航程。
他还记录了从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通向东非海岸，以三兰（今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为终点的
另一条东非航线。
这些从唐人写的《酉阳杂俎》和杜环《经行记》中也可以见到。
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及南亚的往来早已有之，至唐朝时期仍然往来不绝，且有加强的趋势。
唐朝时，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到江淮一带的扬州、楚州，都有他们的足迹
。
日本前后19次派遣唐使来中国，最多达500人，名义上是朝贡，实质上是以用贡品换取中国赏赐的丝绸
为主要目的，两国的贸易交往已开始使用货币，足见其贸易交往已经达到货币贸易阶段，不是简单的
朝贡贸易方式。
唐代海上贸易，既有官方交往，也有民间交易，且民间交易日益繁荣。
由于唐代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当时世界上一些较有影响的国家无不与之有贸易关系。
各国到唐的使节，均要贡献本国物产，唐朝也会依礼回敬。
同时为了表示天朝物产丰盛，唐朝通常还会对各国使节按级别进行赏赐，这实际上是以国际礼仪的形
式进行官方贸易。
与显示国力的官方贸易相比，唐朝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其日益活跃的民间交易。
例如黑衣大食除了多次向唐派遣使节外，商业上的往来则不可胜数。
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有许多从海路上来的大食商人。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帆船发展漫谈>>

后记

十多年前，当时在海军院校学习的我，无意间在图书馆翻阅到一张西方帆船图片，从此脑海中那一片
帆影再也拂之不去。
对帆船产生兴趣后，很想找到一本系统介绍世界范围內帆船发展史的书籍，但当时国內图书市场并没
有这样的书籍。
后来自己在阅读其他书籍时，见到有关帆船的知识，就摘录下来。
到各地的图书馆，看到有关帆船的影像资料，就不惜代价地影印下来。
这样慢慢地积累了些帆船知识，头脑中帆船发展的脉络也渐渐清晰起来。
2009年底的一天，午后的阳光从窗照射进来，洒在我的身上，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不要再浪费这生命
中的午后阳光了，是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于是就有了这本《世界帆船发展漫谈》的写作。
我爱人顾双飞有丰富的地理和历史知识，善于文言文的释义，并绘制了书中大量的线图，我们共同执
笔完成了书稿的写作。
在这本书中，如果说文字部分是骨骼和经络，那么大量丰富的插图就是血肉。
在书稿初咸时，插图并非如此丰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给予我极大支持。
他们申有人为给我拍摄几张照片，乘坐数小时高铁去往异地。
有人利用到国外出差的机会，去博物馆为我拍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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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帆船发展漫谈》由大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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