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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上半叶东亚海域的商业竞争》

前言

　　从涉海历史研究向海洋史研究转变，是近二十年来史学发展的一个新动向。海洋史学以“海洋世
界”为本位，把走向海洋的陆地（海洋地带、岛屿）与海域（海面、海水层、海底）以至海洋天空作
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和空间，把海洋发展的物资、制度、精神的成果积累，视为一种文明
的形态、一种文明发展的历程，提出新论述，为海洋物质文明、海洋制度文明、海洋精神文明的建设
，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参考，是很有意义的。　　海洋商业竞争是海洋经济史的重要构成。李德霞同学
从余攻读博士学位，穷数年之功，完成《17世纪上半叶东亚海域的商业竞争》一书，以海洋史学的视
野，对大航海时代，即经济全球化发端时代，在东亚海洋世界形成的跨国商业网络，各种海洋势力的
消长和共生关系，做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和分析，摆脱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限制，突破了西方学界
的欧洲扩张史、中国学界的中外关系史的旧框架，揭示了海洋社会经济运作的机制，颇有新意。当前
备受瞩目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始于16-18世纪的商品贸易全球化。本书通过对17世
纪上半叶东亚海域商业竞争的研究，再现那个时代以长崎、平户、月港、大员、广州、澳门、马尼拉
、巴达维亚为结点的东亚贸易网络，东西方利用传统的东亚航海网络、朝贡网络、移民网络，进行货
币流通、物种交流和生产技术传播，文化、信仰接触等形成种种复杂的关系，对思考和创新东亚海洋
经济秩序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外在这个领域以海洋为中心的系统研
究似乎还有所欠缺，本书抛砖引玉，对东亚海洋史的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17世纪上
半叶东亚海域的商业竞争，既是东亚海洋史的课题，又是中国海洋史的课题。海洋中国的文化疆界是
和东亚海洋贸易圈相重叠的。通过这个课题观察海洋中国，有助于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增强民族自
豪感和自信心。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的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在海洋方向上日趋重合，
维护海洋权益是重大的国家利益。但愿本书能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给读者有益的启迪，为今日中国
之海洋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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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上半叶东亚海域的商业竞争》

内容概要

《17世纪上半叶东亚海域的商业竞争》内容简介：从涉海历史研究向海洋史研究转变，是近二十年来
史学发展的一个新动向。海洋史学以“海洋世界”为本位，把走向海洋的陆地（海洋地带、岛屿）与
海域（海面、海水层、海底）以至海洋天空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和空间，把海洋发展的
物资、制度、精神的成果积累，视为一种文明的形态、一种文明发展的历程，提出新论述，为海洋物
质文明、海洋制度文明、海洋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参考，是很有意义的。
海洋商业竞争是海洋经济史的重要构成。李德霞同学从余攻读博士学位，穷数年之功，完成《17世纪
上半叶东亚海域的商业竞争》一书，以海洋史学的视野，对大航海时代，即经济全球化发端时代，在
东亚海洋世界形成的跨国商业网络，各种海洋势力的消长和共生关系，做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摆脱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限制，突破了西方学界的欧洲扩张史、中国学界的中外关系史的旧框架
，揭示了海洋社会经济运作的机制，颇有新意。当前备受瞩目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始于16-18世纪的商品贸易全球化。《17世纪上半叶东亚海域的商业竞争》通过对17世纪上半叶东亚
海域商业竞争的研究，再现那个时代以长崎、平户、月港、大员、广州、澳门、马尼拉、巴达维亚为
结点的东亚贸易网络，东西方利用传统的东亚航海网络、朝贡网络、移民网络，进行货币流通、物种
交流和生产技术传播，文化、信仰接触等形成种种复杂的关系，对思考和创新东亚海洋经济秩序具有
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外在这个领域以海洋为中心的系统研究似乎还有所
欠缺，《17世纪上半叶东亚海域的商业竞争》抛砖引玉，对东亚海洋史的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
价值。
17世纪上半叶东亚海域的商业竞争，既是东亚海洋史的课题，又是中国海洋史的课题。海洋中国的文
化疆界是和东亚海洋贸易圈相重叠的。通过这个课题观察海洋中国，有助于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增
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的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在海洋方向上日
趋重合，维护海洋权益是重大的国家利益。但愿《17世纪上半叶东亚海域的商业竞争》能发挥经世致
用的功能，给读者有益的启迪，为今日中国之海洋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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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古籍文献　　本书引用的古籍文献不算少，如《明史》、《海澄县志》、《东西洋考》、《明
经世文编》、《明清史料》、《咸宾录》、《筹海图编》、《虔台倭纂》、《明实录》、《重纂福建
通志》、《殊域周咨录》、《日本国志》、《天下郡国利病书》、《=郑开阳杂著》、《古今图书集
成》、《达观楼集二十四卷》、《海上见闻录定本》、《澳门记略》、《郭给谏疏稿》、《广东新语
》、《广东通志》、《岛夷志略》、《明会要》、《闽书》、《名山藏》等，这些古籍的特点是，它
们大都是由官方或当过官的人书写的，因此带有浓厚的官方气息。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基本
上都是重本抑末的，对从事海外贸易的私商尤为不齿。可想而知，他们在记述私人海外贸易时是不太
可能站在公正、客观的角度上的，且由于私人海外贸易一般是由“贱民”所为，在当时的统治阶级看
来，难登大雅之堂，再加上若非出了什么事情，官方通常不会主动过问这方面的事情，故史料的误漏
在所难免。尽管如此，作为官撰的正史，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2.早期欧洲殖民者遗
留下来的档案资料　　西方殖民者为后人留下了大批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这类史料记录详细、丰富
，虽说不免带有殖民者的感情色彩，亦可能有夸张、失实，甚至杜撰之嫌，但却是研究本课题不可或
缺的原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在这方面史料不够翔实的缺陷。较为
遗憾的是，这类资料往往是用拉丁语、葡萄牙语和古荷兰语书写的，对于不谙这些语言的中国学者来
说，显然是难以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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