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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人类社会多元文化的重要舞台，浩瀚一

体与局域生态造就了人类海洋文化的开放融合与

地域传统的共存的复杂局面。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海洋文化体系中特殊的

环节之一。中华海洋文化的发展并不限于我国当代

的四大海域，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历朝政治版图的

海疆范围。中华海洋先民扬帆“四洋”数千年，甚至

驰骋太平洋、印度洋之间的“环中国海”，这是一个

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中华海洋文化繁荣、发
达、扩展的地带，包括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

大海域，以及东南亚半岛的陆缘地带、日本、台湾、
菲律宾、印尼等岛弧及相邻的海域，是以中华海洋

文化为纽带的跨界文化圈①。

一、“四洋”海域：环中国海的空间格局

“环中国海”地处亚洲与大洋洲之间、连接太平

洋与印度洋，是数千年来中华海洋先民驰骋的跨界

海洋地带。1950 年代，凌纯声教授在首次提出从人

类地理学角度把这一海洋地带称为“亚洲地中海”，
与欧洲地中海媲名，两大“地中海”各自相对独立的

海洋环境，在近古西方航海家发现“新大陆”、推动

海洋文化的“早期全球化”之前，共同造就了东、西
方两大海洋文化圈②。

中国古代文献对海洋世界的认知与描述大致

经历了从中原中心到华南中心、从“四海”格局到

“四洋”空间的发展变化。自上古时代起，汉文史籍

就有对“四海”的记忆，体现了“中原”、“中国”、“中

土”为“天下”中心的视野上对远方地理的模糊认

知，所谓“天地之间，四海之内”③。唐宋以来，以中

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的繁

盛历史见载于汉文史籍，出现了以远洋航海为特征

的、东、西、南、北“四洋”格局的海洋世界认知④。
“四洋”海洋人文地理认知与上古“中国 （中

原）”文明之“四海”地理空间有很大的不同，“四洋”
地理主要是在中国东南沿海“海洋中心”的视野下

形成的空间范畴，而不是中国（中原）文化为中心的

区域位置，即“东洋”是指台湾、菲律宾群岛及其以

东以南，“西、南洋”则是南海、印度洋水域，“北洋”
则是东南闽粤沿海以北的东海、黄海、渤海海域。如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诸番国”载：“三佛齐

（苏门答腊）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屿万余，人奠

居之，愈南不可通矣。阇婆（爪哇）之东，东大洋海

也，水势渐低，女人国在焉。”《南海志·诸番国》“东

洋佛坭国管小东洋”条下的地理包括菲律宾群岛到

加里曼丹的北岸；“单重布啰国管大东洋”、“闍婆国

管大东洋”条下的地理包括巽他海峡以东的爪哇、
加里曼丹南部、苏拉威西、帝汶、马鲁古群岛一带。
汪大渊《岛夷志略》中也称爪哇为“地广人稠，实甲

东洋诸番。”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

八“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载：“自南洋海道入

（泉州）州界，烈屿首为控扼之所，围头次之。”“（泉

州）围头去州一百二十余里，正阚大海，南、北洋舟

船往来必泊之地，旁有支港可达石井。”“小兜寨，去

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
明代未有大变，如《东西洋考》卷五“东洋列国考”
语：“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起也。”“西

洋”包括了北起交趾、占城（今越南）、南至麻六甲、
池闷（今帝汶岛）的南海海域。“东洋”还指台澎至菲

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东北。“东番”（台湾）之地虽

“不在东西洋之列”，只是“附列于此”（东洋列国

后），但又“人称小东洋”。《指南正法》中“东洋山形

水势”篇也是指澎湖、台湾、吕宋一带。晚清以来，随

着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中心从闽粤沿海北移长

江口，“南洋”、“东洋”的空间位置也从台、澎、菲向

北延伸，如《海国闻见录》“东洋记”、“东南洋记”明
确将海东日本、琉球甚至朝鲜视为“东洋”，而将台

从海岸带到岛屿带：“环中国海”的地理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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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菲律宾群岛至加里曼丹东北称为“东南洋”。但

这一海洋地理观念形成较晚。
从海洋生态地理的角度，环中国海的“四洋”地

理包括了东亚大陆边缘连串海域，包括我国的渤

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及相邻的日本海、泰
国湾、爪哇海、苏拉威西海、苏禄海等构成的大致呈

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形水域，是东亚大陆与太平

洋之间、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缓冲地带和重要水

道。这些海域的海底地貌形态有从陆地向大洋过渡

的陆缘海之特征，包括倾斜的大陆架及外侧平坦的

弧后深水盆地两部分，离大陆远的海区大陆架狭

小，深水盆地面积大、水体深⑤。
日本海是西太平洋过渡带上连接东亚和东北

亚的重要—环，形成于中新世，是在日本列岛山脉

脊部隆起的同时，断陷下沉及海侵形成的，海区四

周是深大断裂，海底地形可以分为南北两半，北半

部为深海，具有相当平整的海底，南半部为浅海，底

部主要为沙洲和隆起等复杂化的陆壳。日本海沿岸

多平直海岸，为数不多的几个海湾便成为重要的港

口，譬如日本海南部的佐世保湾和西北侧的彼得大

帝湾，前者扼朝鲜海峡咽喉，后者即为符拉迪沃斯

托克港所在地。海域周边分布有几条较大的海峡，

包括北部连接鄂霍茨克海的鞑靼海峡、萨哈林岛南

端与北海道之间的宗谷海峡、北海道岛和本州岛之

间的津轻海峡、本州岛和九州岛之间的关门海峡、
连接东海的朝鲜海峡等。朝鲜海峡是日本海连接朝

鲜半岛、中国沿海和东亚大陆的必经水道，具有十

分重要的交通与战略地位。
渤海是我国的内海，由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所

环绕，是一个中、新生代沉降盆地，海底整体呈现出

西北向东南倾斜之势，在构造上是渤海东西两条大

断裂之间的地堑型连续凹陷。渤海海岸包含辽东

湾、渤海湾、莱州湾三部分，为重要的避风泊船地，

但海水不深，水下沙脊发育，不利于大型船只航行。
辽东湾位于渤海北部，湾顶沉积辽河带入的泥沙，

沙质海滩外围常分布有与海岸平行的水下沙堤、河
口三角洲、沙脊、浅滩。渤海湾位于渤海西部，为一

向西凹入的弧形浅水海湾，水下地形平缓。莱州湾

位于渤海南部，海湾开阔，向中央盆地缓倾，蓬莱沿

岸以西有大片沙滩与沙嘴。渤海海峡位于辽东老铁

山至山东蓬莱之间，宽 57 海里，庙岛群岛罗列其

中，辽东、胶东及两者间的庙岛群岛的岛距都不大，

为理想的逐岛航渡环境⑥。

黄海、东海在地质构造上位于新生代环太平洋

构造带的西部边缘岛弧内侧，由一系列北北东向的

中、新生代的大致平行相间的隆起带和拗陷带所组

成，因大陆入海河流泥沙冲积形成了黄、东海堆积

型的大陆架，自海岸带以平缓的坡度向外海倾斜。
黄海全部在大陆架上，是一个浅海，平均深度 44

米，东海则呈扇形面向太平洋，平均水深 370 米，

2/3 的西部海域为宽阔的大陆架，往东则转为大陆

坡，最终以冲绳海槽与琉球群岛岛架相隔。黄海北

部海底平缓开阔，深水轴线偏近朝鲜半岛，东部坡

陡、西部坡缓，交会处为一条轴向近南北的洼地，成

为东海进入黄海的暖流通道。黄海南部与东海陆架

前缘以弧形突出，面临冲绳海槽，大陆架宽度大、坡
度小，有一系列小岩礁，如苏岩礁、鸭礁、虎皮礁等，

它们与济州岛联成一条北东方向的岛礁线，是黄海

与东海的天然分界线。东海大陆架北宽南窄，海底

向东南缓倾，西部岛屿林立如舟山群岛，水下地形

复杂，东部开阔平缓，仅在其东南边缘有台湾岛、钓
鱼岛等。东海大陆架上保存着巨大的复式古三角

洲、古海滨和长江古河道等。东海东部为大陆坡与冲

绳海槽，最大水深出现在台湾东北，超过 2719 米。
台湾海峡为古生代和中生代的“华夏古陆”一部分，

第四纪冰后期的全球性海浸形成了海峡，平均水深

约 60 米，海峡中部有一条东北—西南向的隆起带，

构成台湾浅滩、台中浅滩和澎湖列岛的基础⑦。
南海及毗邻海域位于欧亚板块、印度－澳大利

亚板块及太平洋板块的交汇处，四周依次为中南半

岛、华南大陆、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等

陆、岛环绕。东北部通台湾海峡，东部经巴士海峡与

太平洋相连，南部经过卡里马塔海峡、加斯帕海峡

与爪哇海相通，西南部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相

通。海底地势大体呈西北高、东南低之势，海底地形

从周边向中央倾斜，由外向内依次分布着大陆架

（或岛架）、阶梯状下降的大陆坡（或岛坡）、中央海

盆三大地形单元。大陆架南、北部较宽，东、西部较

窄，南部大陆架上分布着一些珊瑚礁、滩与水道，西

南巽他陆架东南端水深 10~50 米的海底上还分布

有曾母、八仙、立地、亚西北、亚西南等 10 个浅滩和

暗沙，即曾母暗沙，在曾母暗沙的北侧还有南康暗

沙和北康暗沙，由共计 21 个大小不等的礁、滩和暗

沙组成。大陆坡水深范围大致在 150~3600 米之

间，由平缓的陆架转为陡坡之后，在 1000~1800 米

之间地形又转缓，为一宽达数百海里断续相连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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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面，海岭横亘、岛礁众多，平台面外又为一急陡

坡，直降至水深 3600 米处转平缓的中央海盆底部。
西部陆坡上发育于海台之上的岛屿、暗礁众多，如中

建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主要有永乐群

岛、宣德群岛等，除高尖石岛为火山岛外，其余二十

几座岛屿都是由珊瑚礁构成的低矮礁岛和暗礁⑧。

二、中华海洋人文腹地：亚洲大陆东南海岸带

海岸带是海洋与陆地的连接点，在海洋文化的

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既是人类从事海

洋一切活动的策源地，还是海洋联系广阔腹地的纽

带，而一定范围的大陆腹地更是海洋经济文化发展

的依托和资源之一。环中国海大陆一侧的海岸与腹

地地带是中华海洋先民重要的活动空间，是“四洋”
社会经济文化圈的重要生态环节。

东亚地理总体上西北高、东南低，形成一个面

向“亚洲地中海”倾斜的地势。“环中国海”的陆缘海

岸与腹地地带主要包括我国沿海一万八千公里的

大陆海岸线及其连接的沿海一带，海岸轮廓整体呈

北北东向的岸线走势，沿海自北向南又断断续续分

布有锡霍特山脉、长白山脉、山东丘陵、大别山地、
闽浙山地、武夷山脉、戴云山脉、南岭山地、掸邦高

原、长山山脉等，横卧于沿海与内陆之间，在近岸一

侧形成一道宽窄不等的沿海平原丘陵区，构成环中

国海海洋经济文化腹地的最前沿区域。在这一区域

内，一系列大小河流水系大致自西向东、或西北向

东南倾注入海，自北向南有黑龙江、鸭绿江、辽河、
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瓯江、闽江、晋江、
九龙江、韩江、珠江、红河、湄公河、湄南河等水系汇

聚亚洲地中海，为沟通海洋腹地与海洋世界的重要

水道。在这一漫长的海岸及腹地地带内，主要表现

为因地质地貌、纬度气候、河流水系、资源环境等因

素形成的南北差异，俄罗斯远东与朝鲜半岛海岸、
渤海与黄海沿岸、长江口沿岸、浙闽沿岸、南海北

岸、中南半岛沿岸等是几个主要的海洋生态分区。
俄罗斯远东与朝鲜半岛东海岸位于鄂霍次克

海、日本海沿海，汉唐以来就已经成为中华海洋先

民的活动海域。汉晋海通朝鲜半岛，《后汉书·东夷

列传》“倭”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

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译通于汉者三十许国。”
《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

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

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唐代靺鞨族建立震国、
渤海国国界至日本海西岸，今俄罗斯远东最大港口

符拉迪沃斯托克，在 1860 年并入俄罗斯之前为我

国的海参崴、毛口葳，元代的滨海永明城，就是渤海

国时期沟通东瀛的重要出海口和盐港⑨。俄罗斯远

东以山地地形为主，北部山脉较高，南部山脉较低，

再往南为平原低地与山地相间，朝鲜半岛多低山丘

陵。黑龙江、大同江、图们江、洛东江、汉江、鸭绿江

等河流顺势入海，成为沟通腹地与海洋的重要水

路。沿岸分布许多优良港湾。而在朝鲜半岛东岸海

岸平直，但南部海岸曲折，多港湾和岛屿，包括济州

岛、对马岛，成为古代逐岛航渡的重要支撑。该区域

季风性气候明显，森林覆盖面积大，优质木材资源

丰富。土地匮乏、贫瘠，但金、锡矿产资源丰富，铜、
钨、铅锌、铁、煤等也有一定储量⑩。

黄、渤海沿岸是环中国乃至东北亚海洋文化发

展的重要分区，属于地质构造上的华北地台的东

部，沿岸为基岩和沙岸，岸外多岛屿。冰后期的海退

及黄河等大小河流冲积形成了我国最大的平原海

岸，发育了宽阔的潮滩，历史时期的冲积速度不减，

海岸线仍不同程度地向海中延伸。因地质构造形成

了一系列的海湾和岛屿，如辽东湾、渤海湾、莱州

湾、海州湾等大型海湾及众多的中、小型海湾，鲁、
辽东半岛之间的庙岛群岛等数量众多岛、屿、礁，都

为航海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依托。沿岸入海水系发

达，径流量较大者有辽河、滦河、黄河、大洋河、大凌

河、浑河、海河、小清河，具备了沟通陆海的便捷。该
地带为暖温带亚湿润地区，水资源短缺，以旱地与

水浇地为主，且多盐碱地，耕地质量不高，不利于沿

岸地区农业生产輥輯訛。但以黄、淮下游为中心的内陆

平原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是我国古代农耕经济的主

要中心，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一地区海洋经济发

展的热度，但也为历史上登州、密州等港市的航海

活动提供了一定的腹地支撑。
长江口南北沿岸带是我国南、北方经济文化体

系的交接处，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洋文化发达区

与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陆地农耕文化发达区的

交汇点。受历史地理、族群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

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长江口、钱塘江口始终是环中

国海海洋文化的重要中心，舟山群岛是我国史前海

洋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区域，绍兴、杭州、扬州、宁
波、南京、上海等相继发展为历代海洋经济繁荣、发
达的中心港市。长江三角洲属东亚新构造运动的大

幅度沉降区，以广阔的淤泥平原为特征，长江入海

口形成了崇明岛、长兴岛等冲积岛屿。杭州湾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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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较为平直，缺少大、中型良好海湾，但长江下游

沿岸的河汊港湾具备江海通津的功能，密集散布着

大小岛、礁，如舟山群岛是我国第一大群岛，海岛总

数占我国海岛总数的 20%，1 平方公里以上的岛屿

58 个，为原始海洋捕捞与逐岛航海提供了重要的

便利。长江口南北两岸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

明，雨量充沛，平原广阔，湖泊众多，水网密布，土地

肥沃，非常适宜农业生产，是我国稻作农业及相关

产业的起源地和高度发展的区域之一，是著名的鱼

米之乡、丝绸之乡，为历代港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腹地支撑輥輰訛。
浙南闽中沿海是中华海洋文化发展的核心地

带和主要策源地，以山地丘陵地貌为主，雁荡山、太
姥山、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等山脉沿北东—南西

走向，与海岸平行，又因河流的分割，多呈块状分布

成峰，岸线曲折，海湾及陆缘岛屿分布十分密集。三
门湾、台州湾、乐清湾、温州湾、大渔湾、三沙湾、罗
源湾、定海湾、福清湾、兴化湾、湄洲湾、围头湾、大
澳湾、东山湾、诏安湾、海门湾等中型海湾及众多小

型海湾自北往南沿岸分布，发育有众多天然良港。
沿岸岛屿星罗棋布，大多属于构造带切割的陆缘碎

屑在海面的出露，如六横岛、大陈岛、洞头岛、马祖

岛、平潭岛、金门岛、东山岛等大小岛礁 3000 多个，

多以列岛形式群集，成为基层海洋文化发生与发展

的重要舞台。河流多是自西北和东南注入东海，较

大的入海河流有椒江、飞云江、瓯江、闽江、晋江、九
龙江等，也都是历史时期海陆经济联系的重要通

道，河流入海口还发育重要港市。浙闽沿海丘陵山

地可耕地极为有限，浙南以“七山一水两分田”著
称，闽中更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粮食作物仅限于

若干狭小的河口平原和山间盆地，古代农耕经济规

模较小，历史上“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

海谋生十居五六”，“泉滨海居民，鲜有可耕之地，航

海、商、渔乃其生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

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輥輱訛”本区属于亚

热带湿润区，光热资源丰富，降水充沛，土地高差、
光热条件差异、作物种类繁多，熟制多样，为各类经

济作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輥輲訛，为海洋经济提供独特

的腹地资源。闽浙山地矿藏资源独特，尤其是丰富

的高岭土与山地木柴资源，为古代瓷业的高度发达

奠定了基础，成为闽浙沿海古代外销瓷大规模海洋

输出的环境基础。
南海北岸是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发达的另一核

心区，史前、先秦百越—南岛海洋文化发育，先秦两

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以番禺、徐闻、合浦等为都会

的海洋文化繁盛格局，汉唐迄于明清，广州更持续

作为“通海夷道”总起点。南海北岸及其腹地位于华

南褶皱系的南缘，北有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
田岭、大庾岭等成为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和岭

南与内地的天然屏障，使得南海北岸成为一个相对

独立、面向南海的自然地理单元。因北东向地质构

造断裂的作用，河口、海岸的海湾和岛屿发育，有拓

林湾、广澳湾、海门湾、碣石湾、大亚湾、广海湾、镇
海湾、雷州湾、北部湾等大型海湾及众多的小海湾，

都是船只舶靠、避风的优良港湾。沿海较多岛屿和

暗礁，海南岛为南海北岸大型陆缘岛，琼州海峡以

东岛屿众多，较大的有上川岛、下川岛、乌猪岛、漭
洲岛、海陵岛、放鸡岛、南三岛、硇洲岛、新寮岛和东

海岛等，沿海沙岛、沙丘和浅滩发育，也十分有利于

原始海洋文化的发育。入海河流中，较大者有韩江

和珠江、鉴江、南流江、钦江等，是该区域海陆连接

的重要通道。沿岸气候同闽台相似，属于南亚热带

到热带过渡气候，因耕地资源有限，农耕经济不发

达。生物种类多度和各种丰度都很高，仅北部湾海

区就有植物 8000 多种，底栖动物基本上都是热带

和亚热带成分，种类繁多，蚶科就有约 30 种，对虾

科在南海约 60 种，适合海洋渔捞经济的发展輥輳訛。
中南半岛沿岸是亚洲大陆东南古文化向海岛、

海洋传播扩散的重要通道，是亚澳大陆之间、印度

洋太平洋之间文化十字路口，是史前时代百越先民

与原南岛语族互动、扩散的重要区域，汉唐以来中

南半岛的交趾（河内）、九真（占城）、昆仑、扶南（真

腊）、循海大湾（暹罗）、马来大泥、彭亨、马六甲等一

系列港湾都先后成为华南船家西南洋航路的重要

靠泊口岸，与南洋群岛、印度洋的海洋文化往来密

切，是亚洲地中海海洋文化圈的重要中转地和策源

地。半岛西北高、东南低，西部那加山脉、阿拉干山

脉为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余脉，中部缅、泰交界

的掸邦高原、他念他翁山—比劳山，东部老、越交界

的长山山脉地势逐步向海洋一侧降低、倾斜。半岛

河流水系主要有湄南河、湄公河、红水河都顺势自

西向东、由北而南注入南海，与南海北岸的岭南、菲
律宾和印尼群岛的地势地貌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向

环南中国海“热带盆地”汇聚的态势，成为环南海海

洋文化交流的地理基础。中南半岛基本上属于热带

季风气候，主要植被类型为热带季风林，还有泥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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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岸植被和红树林等，特产热带水果和香料。矿

产资源丰富，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越
南、老挝是世界上锡矿储量最大的地区，还有丰富的

铁、铜、铅、锌和铝等，为海洋贸易提供了重要的产品輥輴訛。

三、中华海洋人文的拓殖区：东亚岛弧地带

环中国海的外围分布一系列在东北—西南向

分布的岛弧，以台湾岛为中心，北边有千岛群岛、日
本列岛、琉球群岛，南边为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

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及印尼的其他群岛，横亘于

东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既是环中国海空间地理的

组成部分、“四洋”人文落植与扩张的重要区域，又构

成亚洲地中海与太平洋、印度洋海洋地理的天然分隔。
千岛群岛与日本列岛位于岛弧北端，为中新生

代板块边缘增生带，紧邻太平洋板块一侧的千岛、
东北日本岛、马里亚纳等岛弧的横剖面外缓内陡，

而菲律宾板块中近大陆一侧的西南日本、琉球、台
湾岛等为外陡内缓型岛弧。千岛群岛含大小岛屿

88 个，大部分海岸为陡岸，岸线曲折，最大的择捉

岛有海湾 10 余处。日本列岛由北海道、本州、九州、
四国四个大岛及分布很广的 4000 多个小岛屿组

成，临太平洋一侧岸线曲折，多优良港湾，沿日本海

一侧多岸线平直的悬崖，缺少港湾。岛屿之间有诸

多海峡与水道，如北部连接日本海与鄂霍次克海的

宗谷海峡，联系鄂霍次克海、日本海与太平洋的根

室海峡、津轻海峡，九州岛西北部联系黄、东海与日

本海的朝鲜海峡。琉球群岛包括大隅群岛、吐噶喇

群岛、奄美群岛、冲绳群岛、宫古群岛、八重山群岛

等，出露于海面之上的大、小岛屿共计 473 个，各岛屿

间的海峡为东海与太平洋交通和洋流的重要通道輥輵訛。
台湾岛扼西太平洋海上交通要冲，是我国东南

沿海海洋文化发展传播的重要基地。台岛西岸为低

平的沙质海岸，东岸为陡峭的断崖，周边散布近百

个大小岛礁。西面的台湾海峡走向大致为北东—南

西向，与大陆最近之处在台湾新竹西北海岸的白沙

岬与福建平潭岛之间，仅为 70 海里，为我国东南沿

海南北水上交通、大陆向海岛经济文化交流的要

道，南面的巴士海峡为南海与太平洋相通的要道之

一。澎湖列岛位于台湾海峡中央偏东，由大小 64 个

岛屿组成，为海峡交通的重要中转与接力站，三岛

环抱而成的澎湖湾，是理想的避风锚地。澎湖与台

湾本岛的澎湖水道，是台湾西岸南北之间和台澎之

间联系的必经通道輥輶訛。
菲律宾群岛南北向纵列，由近 7083 个大小岛

屿组成，最大的吕宋岛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公里，自

史前时代以来就是东亚海洋文化发展的重要舞台，

也是东亚海域与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交流的重要基

地。海岸线曲折，海湾密布，如吕宋岛西南岸的马尼

拉湾和苏比克湾，是历史上著名的通商重地。岛屿

地形极为复杂，到处是丘陵、山地与高原，群岛间有

许多内海，如锡布延海、米沙鄢海、棉兰老海和苏禄

海，在台湾岛与菲律宾吕宋岛之间宽达 200 海里的水

域，由巴坦群岛和巴布延群岛从北向南分隔成巴士海

峡、巴林塘海峡与巴布延海峡，沟通南海和太平洋輥輷訛。
印度尼西亚群岛由大巽他群岛（包括苏门答腊

岛、爪哇岛、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及附近岛屿）、
努沙登加拉群岛（又称小巽他群岛，包括巴厘岛、龙
目岛、松巴哇岛、松巴岛、弗洛勒斯岛、帝汶岛及附

近岛屿）和马鲁古群岛（包括马黑拉岛、布鲁岛、赛兰

岛及附近岛屿）组成，包含有大小 13000 余个岛屿，

是名副其实的“千岛之国”，海岸线曲折，海峡多，天

然良港多。爪哇海、苏拉威西海和巴厘海等皆属本区

内海，海峡水深多在 50 米深以内，诸多海峡为海上

交通的咽喉，如新加坡海峡、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
龙目海峡、卡里马塔海峡、望加锡海峡、马鲁古海峡

等，都是南海通往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通道輦輮訛。

四、顺风相送：季风与洋流为主的航海环境

“凡行船先看风汛急慢，流水顺逆，不可不明其

法”，这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航路簿《顺风相送》中

的一句话輦輯訛，概括了季风与洋流是影响古代航海实

践的最重要的环境要素，掌控这两种海洋环境因

素，也成为近代蒸汽轮船传入之前，古代船家“顺风

相送”、驰骋环中国海“四洋”航路的成功秘诀。三大

季风带的环境差异、黑潮、沿岸流、季风流交叉控制

的复杂水文系统，是环中国海航海环境的主要特点。
1. 北、中、南三大季风带的海洋生态差异

环中国海的海洋气候，受两条重要气候分界线

“无冬线”和“全夏线”约束，形成由北往南的三大气

候带差异輦輰訛。长江口至日本长崎连线所在的“无冬

线”以北为地理上的日本海、渤海和黄海，属于温带

季风带，海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无冬线”至巴士

海峡至越南岘港连线所在的“全夏线”之间，为地理

上的东海及南海北部海域，主要属亚热带季风带，

月均海面气温终年在 10℃以上，终年无冬。“全夏

线”以南的南海中南部海域，属热带季风带，月均海

面气温均在 22℃以上，全年为夏季。三大气候带的

生态区划，也塑造着海洋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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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渤海和黄海为温带季风区，冬夏季风

交替，冬季风在 9 月至 3 月，盛行稳定的偏北风，冷

空气强盛，降温和大风是主要的天气现象。夏季风

6 月至 9 月初，东南向，风力较弱，海雾较多发生，

降水量较大。其中，渤海、北黄海与南黄海的气候还

有差异。渤海和北黄海表层水温年变差较大，渤海

可达 28℃，冬季受寒冷的大陆冷高压影响，北部沿

岸有长约 3~4 个月的结冰期，海面水温及气温均

较低。日本海西半部，冬季表层海水可冷却到 0℃
以下，形成冬季长达 4 个多月的结冰期。海洋大风

多发生在黄海北部海域，全年约有半年以上的时间

处于大风多发阶段，且以 4 月份的大风日数最多。
风暴潮发生在渤海海区，因渤海西岸和南岸地势平

缓，潮水每增加 1 米，就要侵入陆地 5~10 公里，其

中渤海湾和莱州湾最为严重。此外，夏季还有海雾

的发生，北黄海稍多。南黄海表层水温年变幅

16~24℃，不再有海冰现象，却是我国近海三个海雾

分布集中的区域之一，山东成山头一带海域年雾日

超过 80 天。鸭绿江口、江华湾到济州岛的朝鲜西部

沿海年雾日也超过 50 天。灾害性涌浪也比较多，在成

山头外海受沿岸流和黑潮支流影响，出现狂浪时容

易发生船难。受风暴潮影响较甚，尤其是江苏沿海輦輱訛。
东海及南海北部为亚热带季风区，春、秋短，夏

季长，四季温和，冬季以北以东北风为主，持续时间

9 月到翌年 5 月，夏季以南风为主，持续时间 5 月

到 9 月，多雷暴和暴雨，台风频繁。根据海洋气象灾

害，东海、东海黑潮区与南海北部还有所差别。东海

海域都属于过渡性气候区，含有两个混合水区域，

一为长江冲淡水、黄海低温水与黑潮高温高盐水的

交汇混合区，二为东海陆缘混合水区域。前者虽处

“无冬线”以南，但仍属于温带气候带，具有冬夏分

明的气候特征，后者则由于黑潮的影响，冬季温暖

如春，颇似亚热带气候特征。海洋灾害为大风及风

暴潮。风暴潮的产生主要源于强热带气旋，集中在

7~9 月。东海黑潮流域及南海北部亚热带气候区，

位于“无冬线”与“全夏线”之间，以黑潮热量输入为

形成条件，终年无冬，气候温暖，主要海洋气象灾害

也是大风及风暴潮，但灾害程度更甚。大风具有“风

大浪大”的特点，且相对集中。南海北部海域的大风

主要发生在东部，集中在 11 月到 3 月。灾害性海浪

具有大洋海浪的特点，在南海的出现频率最大，年

平均 14.1 次，其中台风浪年平均 7.6 次，为受台风

浪影响最严重的海区之一。风暴潮的影响在此区也

很严重，广东沿海平均每年受到 5~6 次强热带气

旋袭击，发生较严重的潮灾 1~2 次，北部湾每年也

会有约 2 次严重的风暴潮发生輦輲訛。
南海南部为热带气候区，以“全夏线”以南的南

海为中心，向东扩展至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向南

至印尼群岛海域、向西包括泰国湾等的广大海域，

终年高温高湿，长夏无冬，季节变化很小。10 月中

旬至 3 月中旬为东北季风时期，这时冷空气入侵频

繁，东北季风强而稳定；5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为西

南季风时期，多吹西南风，温度高，湿度大，受热带

气旋影响严重。菲律宾群岛周围海区因海岛将水面

分隔，形成内海、海峡和水道，造成风的偏转，风力

加大或减小。马六甲海峡及其邻近海区 12~3 月盛

吹东北季风，6~9 月盛吹西南季风。海峡内季风不

稳定，风力弱輦輳訛。
2. 黑潮、沿岸流、季风流交叉控制的水文系统

海洋水文包括海水的各种运动以及海水的物

理性质，其直接影响着海洋生物资源的分布与人类

的海洋交通活动,海水的运动包括海流、海浪、潮汐

和潮流，均不同程度地参与海洋中热量和物质的运

输，影响与人类捕捞活动直接相关的水生生物所需

物化与营养物质的分配，更影响着航海活动，其中

海流是最重要的水运动形式。环中国海的海流主要

有黑潮暖流等外来洋流系统、沿岸流和季风漂流等

当地海流系统、受季风支配的南海环流等輦輴訛。
渤、黄、东海的黑潮。黑潮由太平洋经台湾和与

那国岛之间的水道，进入东海。在台湾岛东北，黑潮

向北分出一支台湾暖流进入浙闽浅海，主干则沿东

海大陆坡流向东北，至日本九州以南又分出一大分

支，沿九州西岸继续北上成为对马暖流。对马暖流

在济州岛东南海面又分为两支，其主支经朝鲜海峡

进入日本海，分支则转向西北成为黄海暖流。因此，

黑潮暖流在中国近海海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主

干和在本海区的分支对台湾以东海域和东海的影

响、对马暖流对日本海的影响以及黄海暖流对黄海

的影响。在黑潮暖流一路分支、北上的过程中，其流

量和流速大体上不断减小。
渤、黄、东海的沿岸流和季风漂流。黄海沿岸流

与黄海暖流共同构成渤、黄海的两支基本海流。黄

海沿岸流起于渤海湾，沿胶东半岛北岸东流，经渤

海海峡南部直达成山角，一部分与北上的黄海暖流

交汇混合，大部分则绕过成山角进入黄海南部，至

长江口以北转向东南，与黑潮流系分支共同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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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区的海水循环。东海沿岸流则是东海浅水区的

两支主要海流之一（另一支为台湾暖流），主要源于

长江冲淡水，路径随季节不同而异，夏季东南季风

期间，浙江沿岸海水北移至长江口外与长江和钱塘

江冲淡水混合，而后一并流向东北；冬季长江径流

大减，东海沿岸流衰弱，在偏北季风的吹送下，长江

冲淡水沿海岸南流，并经台湾海峡直入南海。
台湾海峡季风流。台湾海峡地处东海与南海交

接地，海流流向受两端海域海流的共同影响。夏季，

受南海西南季风影响，整个海峡充满东北流向的南

海海水，并沿浙闽沿海北上，方向稳定。冬季，海峡

中则存在着两支方向相反的海流，海峡西部和中部

为南下的东海沿岸流，而海峡东部中、下层为沿台

湾西岸北上的黑潮水。
南海季风环流。南海海域季风强盛，夏季西南

风，冬季东北风，季风方向与南海纵轴基本一致，使

得此区 200 米以内浅水层的海流路径、方向和强度

受季风显著影响。西南季风期间（5~8 月）为东北

流，东北季风期间（10~4 月）大部分区域为西南流，

唯在南海北部（北纬 18°以北）存在西南流—东北

流—西南流相间分布的复杂情况。

五、小 结

从宏观地理上看，背靠亚洲大陆的海岸带、陆
缘海与外侧的弧形岛链构筑了环中国海海洋文化

一体的基础，相对封闭、统一联系的海洋地理单元

塑造了“亚洲地中海”海洋文化圈在人类海洋文化

史上的独立性，在 15 世纪欧风东渐之前，以中华海

洋先民为主导的环中国海“四洋”海洋经济文化自

成体系、相对独立。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岸

带是中华海洋文化的策源地，是广大的内陆腹地经

济海洋联系的起点，自北而南毗连的环中国海“跨

界”海域是中华海洋文化实践的主要舞台，漫长的

东亚岛屿带是中华海洋先民向外用力、传播、移植

的主要落脚点和中转站。以这一相对封闭、独立“四

洋”体系为特征的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圈，与以“中国

四方”体系为特征的、以中原内陆王朝文明为核心

的中国古代文明的传统格局相对应，对立统一，不

断上演掣肘与依存、对抗与融合的历史文化过程，

集中体现了东亚地理生态大陆与海洋分域的背景

下，中华文明海洋性与大陆性共存的二元格局。
从微观生态环境上说，既有从北纬 50 度跨越

到赤道线以南的巨大南北地理差异，又有陆、海、岛
三大地理单元的东西之别，造就环中国海海洋文化

的区域性与多样性。南北之间的漫长海岸带及广阔

腹地间，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物产资源、族群社会

等的差异，为海洋经济提供了不同的输出货物与产

品，海洋文化的塑造面临不同的社会背景与地域环

境，港市体系的形成也具有不同的地理基础。四大

海域及毗连的跨界海洋地带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南

北之间等海洋经济、航线与传统航海分域等差异，

在从日本列岛到台湾、菲律宾、印尼群岛等漫长的

岛屿带上，存在地理、气候、资源、环境甚至不同国

家社会治理的差异，海洋经济与文化的内涵、模式

都有所不同。东西之间陆、海、岛三大地理单元的差

异，也涵盖了环境、资源、族群、国家、社会与文化的

多方面不同，更因背靠亚洲大陆与背靠广阔太平洋

所产生的海、陆文化格局的差别，海岸带既是海洋

文化的策源地，又是陆性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叉地

带，而岛屿带总体上以海洋文化为特征，除台湾、琉
球等外，不同时期总体上独立于海岸带和腹地的大

陆性王朝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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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春明：《“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圈的土著生成与汉

人传承论纲》，《复旦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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