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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国与福建》

前言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也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可是，如果从当今
世界的海洋版图上看，中国所占有的地位不容乐观。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个海洋大国和强国，汉唐时
所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中国海外贸易的兴盛，明代郑和下西洋对各国的影响，无不彰显
出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辉煌。然而，由于清朝实行海禁，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的万里海疆成了帝国
主义战舰任意出入的场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游历各国、考察其兴衰后敏锐地指出：“
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①可
以看出，海洋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十分密切。过去的中国，已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尝尽了甘甜和辛酸
；现实的中国，更需要正视海洋，拥抱海洋，这是富国强国之路。把海洋与中国密切联系起来，是中
国未来的希望之所在。这就是本书取名前半段“海洋中国”的含义。　　为什么在“海洋中国”之后
还要加上“福建”二字。大家知道，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福建占有突出的地位，福建是中国一个很
特殊的地域和省份，是中国最早产生海洋文明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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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国与福建》

内容概要

本书以世界史的视野论述了中国的海洋文明，并以福建为典型阐释了福建海洋文明的发展、变化、特
点以及周边海洋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进而论述了福建海洋文化，特别是闽南文化在中国海洋文明中的
重要价值和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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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对于这条记载，有的学者
持怀疑态度，认为北方汉人入闽不始自永嘉，且入闽人士并非仅有八姓，亦非皆衣冠大族。这当然有
一定的道理。事实上，人闽的汉人并非都是在永嘉二年才突然蜂拥而进入福建。在永嘉二年以前，就
有不少汉人人闽。　　1973年在福建松政县（今松溪县）渭田公社发现一座西晋古墓，出土了很多文
物，并有“永兴三年八月廿二日建造”的纪年文字。②显然，这古墓的主人葬于西晋永兴三年，即公
元306年，在永嘉二年之前，而其具体活动时间当早于永兴三年。另据乾隆《莆田县志》记载：“康熙
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郡城西岩寺建山门铲地，砉然有声，土陷一洼，长一丈四尺，阔半之。上锐
下方，甏以巨砖。砖土花三面凸起，旁篆‘太康八年八月口日作’。”本世纪以来莆田也还有晋太康
砖出土。晋太康八年比起永嘉年间要早20多年。另者，人闽汉人是否只有林、黄、陈、郑、詹、邱、
何、胡这所谓“入闽八姓”呢？显然不是，还有其他姓氏的汉人举家举族迁入。据民国《建瓯县志》
载：“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刺建州
，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④这一记载应该有所据，则可知人闽的就不止八姓。再者，人闽
汉人是否都是衣冠望族呢？松政县渭田的西晋墓出土器物有：金手镯、银手镯、银耳挖、铜镜、铜盘
、铜鲧斗、铁刀、青瓷壶等，从墓的结构和出土器物来看，显然它是当时上层人物的墓葬，可能是衣
冠望族。然而，在福建出土的一些晋代墓葬的旁边，却有很多极其简单的墓葬，不仅随葬品少得可怜
，有的连纪年砖铭也没有，这些人显然就是一般平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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