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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副书记  主席

林建宁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能和大家欢聚烟台，在鲁东大学探讨“胶东文化与东方海上

丝绸之路”这一充满人文精神和现实关怀的学术主题。虽然时维严冬，但

大家风雪无阻，群贤毕至，让我们感到一种浓浓的学术温情。在此，我代

表社科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近代学者闻一多有诗云“再让我看守着中华最古的海，这边岸上原有

圣人的丘陵在”。胶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洋文化的起源地，也是儒家

文化走向世界的起航地，更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地。

美丽的胶东半岛，凝聚山海之气，孕育出刚柔并济的胶东文化。在历

史发展中，胶东文化不断充实内涵，融夷人文化、海洋文化、仙道文化、

民俗文化、开埠文化、红色文化等于一炉，创造性地将古今、海陆、东西、

雅俗、攻防等编织交汇在一起，而对内谦冲自牧的民本精神及对外智勇高

妙的海防文化，使之更加深沉厚重，在中华文化中大放异彩。其中，这六

种文化是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院所提出的六个研究方向，体现出胶东文

化的历史价值，反映了几千年来胶东人民在发展文化时的品质，它包括：

注重传承的精神，追寻自由的勇气，坚守本色的信心，致力创新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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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放的气质，敢于抗争的斗志。今天我们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必须结合当今实际从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吸取养分，胶东文

化的丰富内涵和胶东人民发展文化的良好品质，无疑会成为当今我们进行

各项建设的文化软实力。

在几千年来的对外交流中，胶东半岛千帆相竞，万舸争流。经过学界

多年的研究和讨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大概分为两条重要的线路：一条是

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另一条是南海航线，也称“南海

丝绸之路”。其中“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它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

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

东南亚的黄金通道，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成为连接东亚利益共同体的桥梁，

是东亚经贸、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推进器，也成为东亚各国人民和

平交往、彼此理解的纽带。其中，烟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东方海

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它和青岛又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

城市，是胶东文化、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明乘风破浪、走向世界的重要出

发站，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多元文化汇融之地，至今仍在 21 世纪

的国家战略和全球交流中展现蓬勃生机。

烟台作为胶东地区的龙头城市，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远至新石

器时期的白石村遗址，近到清末开埠建成的烟台山近代建筑群，皆是烟台

悠久历史的真实写照。自近代开埠通商后，烟台又成为我国北方最早的通

商口岸之一和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之一，一度成为胶东地区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这些都表明历史中烟台在胶东地区的重要地位和重要影

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央实施新一轮对外

开放的重大举措。烟台作为我国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积极参与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既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更是我们应担当的责任。

回顾发展历程，烟台在历史传承、综合实力、内外开放、海洋优势以及文

化优势等方面，拥有许多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独特优势和条件。

引人入胜的胶东文化使我们孜孜探究它的发展和演变，壮丽辽阔的东

方海上丝绸之路又令我们欣然追寻它的面貌和愿景。由此，我们秉承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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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心怀扬帆之志，举办“胶东文化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高端论坛。

必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战略形势继往开来，为烟台、山东和国

家在文化软实力和“一带一路”建设中提供历史经验、精神支持、人文支撑。

最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结出甜美的硕果，祝愿各位嘉宾在烟

台这个美丽的海滨古城逗留愉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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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鲁东大学党委书记

毕宪顺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胶东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高端论坛”在这里隆

重开幕，我代表鲁东大学全体师生，向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校发展的领导、专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次论坛能在鲁东大学举行，我们备受鼓舞，倍感荣幸。为了使大家

进一步了解鲁东大学，借此机会，我向各位简要介绍学校的基本情况：

学校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学校始建于 1930 年，历经省立二

乡师、胶东公学、莱阳师范、烟台师专、烟台师范学院等历史阶段。2006 年，

学校更名为鲁东大学。2012 年，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

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建校 80 多年来，学校共向社会输送了

27 万名毕业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事业撑起了一片蓝

天。尤为难得的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形成了饮誉文坛的“鲁大作

家群”。

学校以文理工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了文理见长、文科

更强，教师教育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理工渗透、工科发展势头强劲的办

学格局。学校设有 22 个学院、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 个博士点、13 个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77 个学术学位硕士点，6 个硕士专业学位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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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23 个招生专业领域，76 个本科专业。现有 22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

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学

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被教育部评为“优秀”。

学校师资队伍优良，办学条件齐备。现有专任教师 1401 人，其中教授

172 人、副教授 395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543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人员、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国家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者、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共 54 人。学校占地 2700 亩，校舍建筑

面积 99.4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23.5 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2.9

亿元。在校生 3 万余人。

学校坚持国际化战略，对外交流频繁。学校是原国家教委首批公布的

具有接收外国留学生资格的 200 所高校之一，是“中国政府奖学金”“孔

子学院奖学金”和“山东省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受院校。先后与国

外 90 余所大学和机构建立了友好交流合作关系，与韩国蔚山大学合作设立

鲁东大学蔚山船舶与海洋学院，与法国昂热大学、西部天主教大学合建卢

瓦尔孔子学院，与韩国南部大学共建“世宗学堂”，并与国外多所大学合

作开展学生联合培养项目，成为烟威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学校。近年来共

培养外国留学生 1 万多人。

作为胶东地区建校时间最早的高校之一，鲁东大学既经历了胶东抗

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红色文化的烽火洗礼，也经历了作为首批改革开放试

点城市追求创新发展的时代浪潮，今天又站在了“一带一路”重要区域

节点的战略格局中。可以说，鲁东大学的快速发展始终与胶东文化的滋

养密不可分，始终和地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密不可分。学校始终坚守着文

化传承创新的神圣使命，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弘扬和传播胶东文化的历史重

任，肩负起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社会担当，肩负起引领胶东文化研究

的学术职责。

为加快推进胶东文化研究，2004 年，学校建立了胶东文化研究中心，

2011 年，升格为胶东文化研究院。2013 年，学校制定了《胶东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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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8 年发展规划》，拨付专项经费资助了“胶东红色文化、海洋文化、

开埠文化、仙道文化、民俗文化研究”等五大系列 41 个项目的研究。在重

视胶东文化学术研究的同时，加强学术交流平台建设，先后举办了“丘处

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齐鲁文化与昆嵛山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登

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系列学术会议。学校在“东方海上

丝绸之路”“胶东红色文化”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推动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联合国“丝绸之路”项目组和省、市相

关领导的好评，独树一帜的胶东文化研究已经成为鲁东大学的学术特色和

重要名片之一。

各位来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在适逢鲁东大学建校 85 周年

校庆之际，群贤毕至，在这里举行“胶东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高端论坛”，

共同探讨胶东文化的形态及内蕴，探究胶东文化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的传播历史和交流机制，探求当下“一带一路”全新格局中胶东经济文化

发展的创新变革之路，正是为了提高胶东文化的软实力、提高山东文化的

软实力。此次高端论坛的召开，既是对此前胶东文化研究思考的一个阶段

性检验，也是对后面胶东文化研究上水平提档次的一个重要促进。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

“功崇唯志 业广惟勤”，胶东文化博大精深，胶东文化研究任重而

道远，需要我们继续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也希望以此次高端论坛的召开

为契机，继续得到各位领导与专家的大力支持，推动胶东文化研究更好更

快地发展，推动我校服务文化强市建设、服务文化强省建设能力更好更快

地提升。

最后，预祝“胶东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高端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

愿各位领导专家在鲁东大学期间，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谢谢大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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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等问题的一些思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

严文明

一、关于海洋文化研究的思路

自人类产生之日起，人类的探索精神就指导着人们不断地认识事物、不断

地去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从陆地到海洋，既是人类不断认识与探索的结果，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哥伦布发现美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所雇佣的水手中有的之前曾到过美

洲大陆，这些水手就成了哥伦布的向导，而且哥伦布时代人类的科学技术成果

如天文、地理、气象等，已经足以支持他完成这次活动了。再看看地图你会发现，

美洲大陆南北纵贯，从葡萄牙向西航行，只要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再加上足够

的勇气与耐心，总会到达的。所以说哥伦布是很幸运的。而东亚和太平洋这边

就是另外的一种情况了。大家来看（指地图）：菲律宾、南洋诸岛和澳洲、新

西兰这是一块儿；往东美拉尼西亚群岛又是一块儿；再往东的密克罗尼西亚群

岛还是一块儿；再往东的波利尼西亚也就是夏威夷群岛也是一块儿，这是一片

广大的区域。现在我们知道，在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前，土著人就已经生存在这

里了。这样大家就要问：这些土著人是从哪儿来的？何时来的？如何来的？现

在有三种方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一是考古学的方法，

二是人类学或民族学的方法，三是语言学的方法。那么研究的结果又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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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首先，考古资料显示：至少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美拉尼西亚群岛上就

已经有人类生存了；到了公元前 2000 年的时候，范围扩大到了密克罗尼西亚

群岛一带；而到了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波利尼西亚也就是夏威夷群岛也开始

有人类生存了。这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土著人是

距今 6000 年前迁徙到这里来的史前居民的后裔；这一过程很有规律性，那就

是空间上自西往东，时间上由远及近。其次，语言学的资料显示：这一片广大

区域内的土著人尽管方言（语种）林立，但同属南岛语系，也就是说他们在语

源上是同一的。其三，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资料显示：蒙古人种是这些土著民族

的主体，而且十分重要的是，反映在文化上的，有段石锛的普遍使用以及猎头

和拔牙（凿齿）的习俗，更为我们寻找其族源提供了线索。这实际上就是我们

前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蒙古人种是现代智人的一支。从历史与现代族群分布的大致情况看，东亚

地区应该是蒙古人种的发源地。这一地区发现许多早期人类活动的证据，当然

了，这里面还牵扯到人类起源和演化的问题，也就是直立人与智人的关系问题；

从大的人类进化谱系上看，智人是由直立人进化而来的，但究竟是哪些地区的、

哪一支或几支直立人演化成智人以及它们中间经过了哪些阶段，目前还很难说

得清楚。这是另外的问题了。在东亚尤其是中国大陆，智人生活的历史有几万

年、十几万年，这些早期智人应该成为形成蒙古人种的基础的。

在中国长江以南的闽浙粤赣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区域曾发现一种以生产

几何印文陶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以前由于认识上的原因把它们通称为“几何

印文陶文化”，现在我们知道这样的归类有些太笼统，它们是可以细分的，而

且所谓“几何印文陶文化”只代表一种制陶方式，它们应该分属于不同的文化

体系。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这种“几何印文陶文化”还有一个显著

的特征，就是普遍使用一种有段石锛。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他对回答南岛

土著人的源头问题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证据可能远不止这些，“几何印

文陶文化”分布的区域与文献记载的“百越”人聚居地基本上可以重合，也就

是说：创造“几何印文陶文化”的族群有可能是“百越”的先人或者就是“百越”

人。蒙文通先生在他的《越史通考》里面曾经对“越”的名号来源做过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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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越”非自谓，而是他称。所谓的“越”，是中原族群对这个地方的

人的一种称呼。为什么要称他们“越”呢？蒙先生通过对“几何印文陶文化”

中的有肩石斧的研究，认为：有肩石斧的形制很像中原地区的“钺”，因此中

原人就把使用这种工具的“南方人”称作“越人”（当然了，也有可能是越人

本来就称这种东西是越的）。蒙先生把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其

研究本身是很有意义的。越人或百越是生活在东南沿海、华南地区的一支古老

的人群，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我们目前对越人的历史脉络还不是特别清楚，

但比较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的分布情况来看，太平洋地区的土著人应该与古越

人有族源上的关系的。西汉刘向的《说苑·善说篇》曾记载一个“越人歌”的

故事，说：春秋时楚国公子鄂君子皙曾听到“越人棹枻者歌”，但他听不懂“越

说”（也就是“越人的语言”）的歌词意思，因此“乃召越译，为之楚说”。

这个故事给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至少在春秋时期越与楚乃至华夏语言

上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方言上的，还是语系上的呢？我们现在还无法说得

清楚。这些是东南和华南的情况。

北方的苏北、山东的胶东半岛、河南东北部和河北东南部的一部分是一个

大的区域，史前时期有北辛——大汶口——龙山三个大的发展阶段，自成一个

独立的系统。当然了，在这样大的一个区域里，内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表

现出多个地方类型来，而且也可能有不同的源头。胶东类型的早期阶段——白

石村文化与鲁西南的北辛文化相比，就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但是不管怎么说

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相比较，其共性特征还是大于差异性的，这也正是我们把这

里归纳为一个文化区的原因。

在历史上，准确地说在夏商时期，这一地区生活着一支强大的部落集

团——东夷。根据文献记载，“夷”这个名字始于夏代，但作为一种文化，它

应该开始于更早的史前时期。1977年的“南京会议”上，我提出了“分布于山东、

苏北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后来的龙山文化属远古夷人文化”的观点，

随后我来到山东和胶东并在这里开展了近十年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归到原题上来了。在整个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区域里，

拔牙（凿齿）的习俗是很盛行的，从苏北到胶东都有发现，为此我还专门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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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风俗和族属问题》的文章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猎头的习俗，普遍流行于多个地区和民族中，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形成这

种习俗可能是有多个源头的。1957 年在河北邯郸的涧沟发现了多个这方面的

材料，时间是龙山时期的，现在这方面的材料就逐渐多起来了。在这里我要

说明的是这些地区史前居民的习俗与南岛和大洋洲土著居民习俗方面的关系

问题。第一，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南岛、大洋洲居民的迁徙过程是由西向东

一步步走过去的。第二，有段石锛的普遍使用更直接指向了它应该或可能的

源头——中国大陆的东南、华南地区。第三，南岛语系居民中的猎头和拔牙（凿

齿）的习俗，更使得这一地区早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意义。

也就是说，它可能是多元的，而这一点似乎更为重要，因为“习俗”应该更具

文化意义，在习俗的背后是群体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在发挥着主导的

作用。

我前面说过：自人类产生之日起，人类的探索精神就指导着人们不断地认

识事物、不断地去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从陆地到海洋，既是人类不断认识与

探索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是陆地生物，所谓人类走向海洋并

不是走到海里面去，而是到一种新的、海洋的环境中去继续自己的生活。在这

样的一种环境里，人不得不与环境相适应，这样就会使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不

断地发生着改变——异化。其结果就是一种新的文明——海洋文明的产生。

我们讨论到这里，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他们是如何来的？我想，要

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先来设想一下人类实现远距离航海所必需的几个最

基本的条件吧！首先是生存问题——淡水和食物。仅此可能还不够，还有一个

储存和获取的问题，这是个前提，如果无法解决长时间航行的生存问题，一切

就无从谈起了；其次是工具——浮具（独木舟、船或筏子）。它首先还必须符

合第一个条件——淡水和食物的储存和获取，也就是说它必须有足够大的空间，

之后是桨或者是帆等动力工具；其三是技术——工具制作、动力技术和导航术。

在这里我想重点说一下导航术的问题。在茫茫大海中航行，如果迷失了方向，

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要怎么做才能保证航向呢？现在我们有罗盘、六

分仪还有更先进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那么古代呢？尤其是史前时期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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