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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千米陆地领土，除广袤的大陆外，还有6 500多个岛屿，分布在渤海、黄海、东海
、南海中，濒临太平洋有长达18 000千米绵长曲折的海岸线。    中国的领海包括渤海全部、黄海、东海
、南海的一部分，台湾岛周边海域及国际法承认的周边海底区域的一部分，总面积约300万平方千米。
   海洋国土，又被称为蓝色国土，是每一个沿海国家的内水、领海和管辖海域的统称。    中华民族是
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民族之一。远古时期，就有“乘桴浮于海上”的记载，春秋时齐人得
东海“渔盐之利”，后来又有以中国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    明朝前期，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曾率领
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遍访亚洲、非洲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过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海岸，比欧洲的哥
伦布还早87年。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无疑位于世界前列。历史上，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海洋
大国。    但是漫长的农耕社会传统束缚了国人的思想，中国长期以来把活动重心局限在陆地，在资本
主义兴起的时代中国人海洋意识落后了。明清时期又施行闭关锁国政策，终于招致了1864年鸦片战争
的惨败。从中英“南京条约”开始，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开始了百年之久的丧权辱
国的噩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的思想有了极大的飞跃，海洋意识空前高涨，中国人的目光开
始关注海洋。    海洋是地球生物的发源地，是地球上最后一座生物宝库。开发海洋，可以解决由于人
口增加而伴生的粮食问题。    海洋是地球上最后的资源供应地，开发海洋，可以满足人类生活、生产
对矿产的需求。    海洋是世界上最后的能源基地，开发海底油气田和可燃冰，以及风能、潮汐能可以
长久地满足人类对能源的需要。    海洋是世界各大洲交通的最经济的通道，海洋运输成本仅为公路运
输的五分之一，是铁路运输的10倍以上。世界上贸易运输的80％，是靠海运完成的。    海洋又是地球
上最大的淡水资源生成地和储存地，海洋影响着大陆的风雨，海洋有巨大的冰山，在世界性缺水的今
天，人们把对淡水需求的目光投向了海洋。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人再也不会对自己的蓝色国
土漠然处之。    保护蓝色国土的生态环境，发展海洋经济，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坚决捍卫蓝色国土
的主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和义务。    编者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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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人类的生命来自海洋，人类的文化起源于海洋。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总面积
约3.6亿平方千米，是地球上最大的“宝库”。 人类源于海洋，因海洋而生成和创造的文化都属于海洋
文化。海洋文化包罗万象，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如人
们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
行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与物质，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文化中崇尚力量，崇尚自由，以及其
强烈的个体自觉意识，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开创意识，都比内陆文化更富有开放性、外向性、兼容性、
冒险性、神秘性、开拓性、原创性和进取性。 海底长期堆积起来的人类文化遗存比大陆上任何时代存
在的遗存都要多，世界最丰富的博物馆也许就坐落在海底，只是这家博物馆人类还无法自由进入。这
需要人们去探索、去发现、去了解、去建设和弘扬海洋文化，让海洋更好地造福人类。 海洋考古学的
定义 海洋考古学是与陆地考古学相对应的专门调查、发掘和研究古代人类从事海洋活动之文化遗存的
考古学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既包括船舶、港口、码头、栈桥、海洋贸易物品、海上移民等有形的
海洋物质文化，又包括约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与政策、体现海洋人文传统的习俗与族群心理倾
向等无形的海洋社会，即精神文化层面。 理论体系界定 考古学属于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但又区别于
传统意义的历史科学。与历史科学以文献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相比，考古学中实物资料占据了更大的
比重。实现成果的科学手段有以下四步：调查、挖掘、报告数据和研究分析。 英国人基思·马克尔端
在《海洋考古学》一书中指出：“海洋考古学就是人类在海上活动之物质文化遗存的科学研究。它涉
及海洋文化的所有方面，不仅仅意味着船舶等航海技术的遗存。”“对作为海洋活动专门技术的船舶
遗存的研究，只是海洋考古学的部分领域——航海考古学内容。”英国的圣·麦格雷在《海洋考古及
民族志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说海洋考古的中心内容是“海洋文化”。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馆长、
东南亚与大洋洲海洋考古的开创者吉米。格林在《海洋考古——技术手册》中指出：“陆地上发现的
古代沉船虽不出于海洋环境，也不属于水下考古，但却无疑属于航海或海洋考古学。” 海洋考古学区
别于其他考古学分支的特点在于其研究对象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相对于大陆文化，是人类在海洋活
动中所创造的，凌驾于海洋自然环境之上的一个新的、派生的环境，主要是海洋活动的工具，如船舶
、港口、码头、栈桥，其次是文化结果，如反映不同区域间文化海路交流的贸易或宗教物品、海路殖
民等。海洋文化研究不只局限于考古学、历史学、社区人类学这些人文研究的主体学科，还涉及海洋
学等自然科学，生产、贸易学等经济科学，船舶、建筑、航海等工程科学。作为研究海洋文化的分支
学科之一，海洋考古仅涉及古代人类海洋文化的遗存部分，如古代船舶遗存及其所体现的造船、行船
技术，港口与码头遗迹及其所体现的航海文化、技术，古代外销物品、舶来品及其所体现的海上文化
交流等。其不同于历史学、社区人类学等学科在海洋文化研究中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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