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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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多个岛屿，分布在渤海、黄海、东海、
南海中，濒临太平洋有长达18000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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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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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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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以海上丝绸之路之名 海上丝绸之路概述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东海丝路”与“南海丝路” 海上丝绸
之路与郑和 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农业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广州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
兴起和发展 广州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名人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
港——泉州 泉州港的形成 唐代泉州港的发展 两宋时期泉州港的繁荣 元朝时期泉州港的极盛 明清时期
泉州港的特殊变化 历史上的外贸始发港 扬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宁波——传统的对外开放
港口 杭州——宋元时期的外贸港口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迹 ——南海神庙 南海神庙建立的背景 南海
神庙的建筑规模和结构 南海神庙各大景观 关于南海神庙的各种传说 南海神庙的故事 南海神庙内的碑
刻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从陆路转向海路的原因 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 海上丝绸之
路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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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海上丝绸之路概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航海的历史，就是文明传播与融合的
历史，是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完善的历史。以山东半岛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这样一条闪耀着文
明光辉的航路，它为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对世界经济和文化传播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 丝绸之路不仅运输丝绸，也运输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货物，以及香料、药材、宝石
等进口货物。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
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l9年、前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
女、船员、百工数干人东渡日本。由此养蚕技术在日本传播开来，日本人民后尊徐福为“蚕神”。也
有记载说，公元前3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
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促进了日
本蚕业的发展。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3世纪
，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也传到了日本。隋唐时
期，日本使节和僧侣频繁来到中国，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
、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代，江浙出产的
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奈良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为日本保存中国
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很多的丝织品即使在我国国内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
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
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 宋代也有很多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庆元（今
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今属江苏海盐）、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
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
，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 清代从顺治时期到雍正时期的海禁
，导致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大为萧条。到了乾隆以后，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 古代，通过海
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运往国内的主要是香料、花草
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之后，由于实施海禁
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
。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开通。 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齐相管仲就主动开展与朝鲜半岛的贸易活动，开辟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
，还诞生了秦末伟大的航海家、中日韩文化交流的先驱——徐福，许多日本学者也视徐福为中国丝绸
的传播者和东海丝路的开拓者。时至唐代，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异常繁荣，
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密州是日本、新罗、渤海国进出中国内地的主要通关口岸。山东半岛成为中
、日、韩三国贸易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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