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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蓝色畅想，起航追梦。泉州海洋学院，一所培养海洋英才的高等学府，在国家海峡西
岸经济区建设这个战略机遇应运而生。学院是由新加坡华侨蔡天真创办的民办全日制高等
职业学院。学院坚持“立足行业，服务海西，面向国际”的办学宗旨。学院创新大德育
教育模式，坚持德育为先，高度注重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让学生懂得感恩，懂得孝顺。
《中国海员思想道德修养》是大德育模式必修课程。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当前世界主要是综合国力竞
争。要在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就要提高人的全面素质。教育乃立国之本，国民的素质、
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发展皆来自于教育。我国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
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必须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职业教育梦是 “中国梦”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发展、人人成才的梦。以人为本的大德育模式是以学生的健康成长和
终身幸福为本的教育，旨在将普通青年培养成道德高尚、语言文雅、行为儒雅、情趣高
雅、心灵优雅之人。

大德育是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统一的教育，对于高职生尤其重要。高职学生除了一技
之长之外，还应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这样，高职教育才能从边缘走到中心。教育的终极
目的是人格的提升和完善。职教教育是功利性与人本性的融合，要发现人的价值，发掘人
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以便满足社会需求，培养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高素质劳动者。高职
学生是被顽石包裹的璞玉，海蚌腹中的珍珠。他们的心中有种 “沉睡的能”需要被唤醒;
他们的价值需要去发掘、打磨。天生我材必有用，只不过每个人表现的内容、形式、强
弱、高低不同罢了。
《中国海员思想道德修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以及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为主线，以为人民服务
的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职业道德教育为基础，融政治性、思
想性、理论性于一体。培养大学生高尚的理想情操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
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在实践中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使学生
懂得感恩，懂得文明礼仪修养在人生道路中的重要性，使学生在道德实践活动中，思想道
德修养得到提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接班人。

航海专业高职生学习的过程，要成为享受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备受煎熬的过程。他们
要接受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要享受人文艺术审美教育的熏陶，提高人生的品位，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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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境界。航海专业高职生学的是立地的本领，他们将勇敢地踏平万顷海浪，顶出自己的
一片蓝天! 泉州海洋学院培养出来的中国海员将走向世界!

黄水源
2013 年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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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航海与海员

第一节 壮丽的航海史诗

一、瑰丽的海洋文化

地球的表面 70%是蓝色的海洋，地球上的生物约有 80%在海洋之中。海洋为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宝藏和无穷的资源。人类在漫漫的历史岁月中不断认识、利用、
开发海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海洋文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宣告，“人类源于海洋，
生存与发展依赖于海洋”; “海洋环境是一个整体，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是有助于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物质财富”。海洋对于现今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极端重
要性，使得 21 世纪被称为海洋世纪。

1. 伟大的祖国，美丽的海洋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海岸线长 18000 多千米，大小岛屿共有

6500 多个，拥有领海约 38 万平方千米，这是中国的蓝色国土。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
环绕中国大陆，形成了广阔的海域。中华民族从陆地、江河走向海洋，形成了中华海洋文
明，推动着民族的进步和世界的发展。中国海洋文化有 5000 多年的历史，海洋文明是灿
烂的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海洋在现代世界对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
步，大海载着经济文化之舟不断冲破地域的壁垒，将各个民族推向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交往
之中。中国距离海洋强国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要繁荣富强，必须面向海洋，向海洋
进军。21 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已成为人类第二大生存空间。未来学家托夫勒在 1983 年
就指出: 在世界文明发展的第三个浪潮中，向海洋进军是一个新的制高点。未来的竞争也
将在海洋上竞争。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理所当然就是在海洋世纪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海
洋是未来的发展资源所在，未来强大中国的空间所在。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振兴，必须
继承和发掘传统海洋文化和海洋观中的优秀思想，树立全新的海洋观念，以广阔的胸怀和
气魄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中国制定了 《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我们鼓励更多的勇敢
者献身航海事业，让海洋世纪为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2. 动人的海洋神话
世界各民族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海洋神话，体现了先民深刻的海洋情结。
( 1) 精卫填海。炎帝有个女儿名叫精卫，性格开朗活泼，喜欢打抱不平。一天，她

看到一个大孩子把小孩子当马骑。精卫指着大孩子怒斥道: “你这个人太不知羞耻，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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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算什么本事!”大孩子见精卫是个小姑娘，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他说: “我是海
龙王的儿子，你是什么人? 竟敢来管我!”精卫说: “龙王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我还是
炎帝的女儿呢，以后你少到陆地上撒野，小心我把你挂到树上晒干。”龙王的儿子说:
“我先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说着动手就打。精卫见对方蛮横无理，并不示弱，飞起
一腿将龙王的儿子踢个嘴啃泥。龙王的儿子见打不过精卫，只好灰溜溜地返回大海。

过些天，精卫到海中游泳，正玩得十分开心，刚巧让龙王的儿子发现了。他游过来，
对精卫说: “今天你跑到我家门前，赶快认个错，不然我兴风作浪淹死你。”精卫倔强地
说: “我没错，认什么错。”龙王的儿子见精卫倔强，立即搅动海水，掀起狂风恶浪，精
卫来不及挣扎，就被淹死了。精卫死后，变成一只红爪白嘴的小鸟，立志要把大海填平。
她用嘴衔来石头与树枝投向大海，并发出 “精卫，精卫”的叫声，像是在激励自己，年
年月月，永不停歇。

( 2) 哪吒闹海。传说托塔李天王在陈塘关作总兵时，夫人生下一个肉蛋。李天王认
为是不祥之物，一剑劈开，却蹦出一个手套金镯，腰围红绫的俊俏男孩，就起名为哪吒。
哪吒自幼喜欢习武，有一天，他同小朋友在海边嬉戏，正好碰上东海龙王三太子出来肆虐
百姓，残害儿童。小哪吒见此恶徒，义愤填膺，挺身而出，打死三太子又抽了它的筋。东
海龙王得知此讯后，勃然大怒，降罪于哪吒的父亲，随即兴风作浪，口吐洪水。哪吒不愿
牵连父母，于是自己剖腹、剜肠、剔骨，还筋肉于双亲，借着荷叶莲花之气脱胎换骨，变
作莲花化身的哪吒。后来，大闹东海，砸了龙宫，捉了龙王。

( 3) 张羽煮海。樵夫张羽常在海边吹笛，感动了龙宫的琼莲公主，二人相爱订下婚
约。专横暴戾的东海龙王，不许他们相爱，把琼莲押入黑石牢，琼莲的侍女梅香盗出龙宫
的镇海三宝，交付张羽，煮沸大海，降服了龙王。使琼莲、张羽终于争得了自由美满的
爱情。

( 4) 美人鱼。流传全球最动人的海洋神话首推美人鱼。传说在海底居住着这样一群
人类，他们长着漂亮的鱼尾，柔软的长发，拥有着美丽的舞姿和动人的歌喉。小美人鱼是
海的七女儿，她有着一条粉色的鱼尾和海藻般浓密的金色长发，一次她在海面游玩时遇到
暴风雨，某位王子被她所救，她将他放在岸边，躲在礁石后望着某个国家的公主将王子带
走才离开。王子醒来后以为是被公主所救，决定要娶公主为妻。美人鱼爱上了人类，但是
她不是人类，她必须变成人类，决定要将自己的鱼尾变成双腿。她去找深海的女巫帮她，
女巫让她用她那美丽的歌喉作交换，她同意了。苏醒后，她变成了人类，她躺在王子和公
主举行婚礼的大船上，她见到了王子，想告诉他，救了他的人其实是她，而不是公主。可
是她没了歌喉，无法说话，她成了哑巴。王子可怜她，收留了她。她每天都为王子跳舞，
虽然那双脚踩在木板上是如此的疼痛，但她一直都在为她心爱的王子跳舞。有一天夜晚，
她被她的六位姐姐呼喊，她变成人类将会得到惩罚，六位姐姐得知了她的事后用她们的长
发换取了一把匕首，让她将匕首插入王子的胸膛，将王子的鲜血浇洒在自己的双腿上，不
然，她将在日出之时变成泡沫。因为她是深爱着王子的，所以她在第二天清晨带着匕首一
起跳下海里，变成泡沫消失了。

3. 神圣的妈祖文化
中国民间最受推崇的海洋文化是妈祖文化。据传妈祖出生在宋代福建莆田。乡亲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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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红光从天空射来，父母察觉此婴必非等闲之女，遂疼爱有加。因其出生不啼哭，故取名
林默。林默幼时聪明颖悟，8 岁入塾师读书，年小志弘，立志不嫁。自小钻研医道，妙手
回春。她性情和顺、热情，排难解纷，行善济世。林默有一次在海上搭救遇险船只，不幸
落水身亡，死后升天为神。此后妈祖经常显灵，飞翔海上，救人急难，乡里之人便建起祠
庙虔诚敬奉。妈祖一生奔波海上，救急扶危，济险拯溺，护国庇民，福佑群生，航海人敬
之为神。妈祖未婚而加封为天妃，嫁于天故为天妃。自宋徽宗直至清同治，对她敕封了
36 次。妈祖和孔子、关帝等一同被列入清朝最高国家祀典，使她成了万众敬仰的海上
女神。

全世界已有妈祖庙近 5000 座，遍布 20 多个国家与地区，信奉者近 2 亿人。台湾 2 /3
的人口信仰妈祖，岛上共有妈祖庙宇 500 多座。港澳地区也有妈祖庙 50 多座。国外妈祖
庙宇较密集的地区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其他分布于美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泰国、越南、缅甸、朝鲜、挪威、丹麦、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新西兰及非洲等地。妈
祖庙宇或称天妃宫、天后宫、天后寺、圣母坛、文元堂、朝天宫、天后祠等。郑和七下西
洋亦祷于祖庙，明清大量汉人向南洋群岛进军，均舟载妈祖神像以行，这说明妈祖这位
“女海神”是中国传统航海业的保护神。

二、中国古代航海发展简史

1. 先秦时期
早在距今 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广泛使用了独木舟和筏，并以其非凡

的勇气和智慧走向海洋，揭开了利用原始舟筏在海上航行的序幕。夏、商、周时代，由于
木板船与风帆的问世，人们已开始在近海沿岸航行到今日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
岛。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形成时期，人们已累积了一些天文、地文定位、海洋
气象等知识，初步形成了近海远航所需的技术和相关的知识，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海上运输
与海上战争。

殷商与西周时期已能制帆利用风力航行。甲骨文用“凡”代替“帆”，说明殷人行船
已经使用帆。这时的帆用在陆地江河航行中。随着各国的海上活动兴起，人们开始在沿海
巡航。

春秋战国时期海上导航技术已与天文学联系起来。人们已经对二十八星宿和一些恒星
进行了定量观测，并把海上航行与天文学相结合，利用北极星为航行定向。战国时期，虽
“司南”已被发明，但其用途主要用于陆上定位。

2.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我国造船业出现了第一个高峰。造船技术如船尾舵、高效率推进工具橹以及

风帆等普遍运用。秦始皇几次大规模巡行，乘船在内河游弋或到海上航行。人们已开始使
用季风航海。中国人已掌握了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季风规律，并已应用于航海活动。两
汉时期人们利用季风远洋航行。导航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海上导航的占星书已有
《海中星占验》，《海中五星经杂事》等有关书籍总计达 136 卷之多，记录航海中对星座、
行星等位置判定以确认航线。除天文导航外，地文导航与陆地定位在航海中也占十分重要
的地位。人们已能利用重差法精确测量海上地形地貌。

5

第一章 航海与海员



汉朝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师已经十分强大，能出动楼船 2000 多艘，水军 20 万人。舰队
中配备有各种作战舰只，有用来冲击敌船的狭长战船 “蒙冲”，有快如奔马的快船 “赤
马”，还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重武装船 “槛”。楼船是汉朝有名的船型，它的建造和发展
也是造船技术高超的标志。

3.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时期，孙吴造的战船，最大的上下五层，可载 3000 名战士。吴国在灭亡时，被

晋朝俘获的官船就有 5000 多艘，可见造船业之盛。到南朝时，江南已发展到能建造 1000
吨的大船。祖冲之又造千里船，它是装有桨轮的船舶，称为车船。用人力以脚踏车轮的方
式推动船的前进。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在造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航海知识与技术得到
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中国南海航行者已拥有增减随意的四帆帆船，掌握打偏驶风技
术，并在印度洋上的航线。三国以后的航海活动增多，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信风规律已
有所认识和利用。这一时期航海技术有所进步，还表现在人们已对航行所经海区的海岸地
形有了初步了解，天文导航技术也已采用。

法显航海。法显是伟大的旅行家、佛经翻译家、游记著作家。为到印度求取佛经，公
元 399 年，他以 65 岁的高龄，用 6 年多时间，先后到达巴基斯坦、阿富汗，周游北、东、
中印度和尼泊尔，参礼佛迹，寻找佛经，后携带大量佛经从印度加尔各答乘商船渡海到斯
里兰卡，在此停留两年抄经。随后在海上漂流 90 多天到达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几经
挫折漂到山东青岛登陆。首尾计 15 年，历经当时 31 国。法显还将他出国航行日程详述成
书《佛国记》。这是一部集地理、历史、社会、宗教之大成的杰作，在国际上的影响
很大。

4. 隋唐五代时期
隋朝的造船业很发达，甚至建造了特大型龙舟，采用的是榫接结合铁钉钉联的方法。

用铁钉比用木钉、竹钉联结要坚固牢靠得多。隋唐五代时期航海技术趋于成熟，人们已能
熟练运用季风航行，天文、地理导航水平都有明显提高，对潮汐也能进一步正确解释。

唐宋时期造船事业高度发展。船体不断增大，结构也更加合理。内河船长 20 余丈，
载人六七百者已屡见不鲜。有的船上居然能开圃种花种菜，仅水手就达数百人之多。宋朝
为出使朝鲜建造了“神舟”，它的载重量竟达 1500 吨以上。有的大海船载重数万石，舵
长达五丈。二是造船数量不断增多。唐太宗曾造船 400 艘以运军粮，乘战舰 500 艘，自莱
州泛海直取平壤。三是造船工艺越来越先进，采用了先进的钉接榫合的连接工艺，使船的
坚固度大大提高。

唐代人对海洋气象有了进一步认识，已能利用赤云、晕虹等来预测台风。人们已能认
识到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风有规律地到来和结束，这种与航行有关的季风成为 “信
风”。在利用这些信风航行的同时，人们已能正确地归纳和总结出这些信风的来去规律。
唐代天文定位术的发展，体现在利用仰测两地北极星的高度来确定南北距离变化的大地测
量术。天文学家僧一行已可以利用 “复矩”仪器来测量北极星距离地面的高度，虽与实
际数字有一定的差距，但这是世界首次对子午线的实测，而且这种测量术很可能已经在航
行中使用。唐代航行者已掌握利用北极星的高度而进行定位导航。

隋唐地文导航技术也有一定提高。对某些地区的地理位置或地形特征已有明确的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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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描述，并且对远洋航行中的人工航标也有记录。航海家已经能在勾股定律原理基础
上，运用两次观测计算的重差法来测量陆标，大大提高了海岸测量术的水平。

5. 两宋时期
宋朝的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这比欧洲早了 500 年。宋代工匠还能根据船的

性能和用途的不同要求，先制造出船的模型，并进而能依据画出来的船图，再进行施工。
欧洲在 16 世纪才出现简单的船图，落后于中国三四百年。宋朝还继承并发展了南朝的车
船制造工艺。车船是一种战船，船体两侧装有木叶轮，一轮叫做一车，人力踏动，船行如
飞。南宋起义军使用的车船高二三层，可载千余人，它是原始形态的轮船。

在北宋时，航海技术开始了重大的突破，已能利用指南针航行。而指南针的应用，在
南宋时期发展成罗盘形构，随着精确度不断提高，应用越来越广泛海上航行已逐步依靠指
南针指示方向，比北宋时期更为进步。也促进了中外海上交通的发展。指南针应用于航
海，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两宋时期，有关海图的记述已十分明确，海道图的产生出现，是人类海洋知识不断积
累的结果，为人类进一步征服海洋，发展海上交通事业，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工具与技术知
识。并已懂得利用长绳系砣测量海深，并从砣底所黏附的海底泥沙判断航行位置及情况。
而且还能利用季风航行，其驾驭风力的技术也具有相当水平。

6. 元朝时期
元朝初期仅水师战舰就已有 17900 艘。中国在航海船舶方面居于世界首位，它的性能

远远优越于阿拉伯船。元朝造船业的大发展，为明代建造五桅战船、六桅座船、七桅粮
船、八桅马船、九桅宝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迎来了我国造船业的新高潮。元代指南
针的应用更为普遍，也更为精确，已成为海舶必备的航海工具。元朝航海技术的提高，还
表现在对海岸天象与规律的认识与掌握，以保证海船航行的安全与稳定。元朝海上交通，
已能熟悉地掌握与利用季风规律，总结经验，编成有关潮汛、风信、气象的口诀。

7. 明朝时期
明朝时期，我国造船业达到了第三个高峰。其数量与质量远远超过前代。造船工场分

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
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
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还有木材、桐漆、麻类等的堆放仓
库。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有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

明代指南针的应用更为普及与精确。几个指南针一起运用于确定航向。明代以 “更”
作为计量单位运用于航海之中。一更约为 60 里计，是指一更时间内，船舶在标准航速下
所通过的里程，它与指南针结合，可以推算船位、航速，令航行路线方向更为精确，反映
了明代航海技术的先进性。

大海航行必须了解航路的地形水势，掌握航道的水深及暗礁浅滩，才能安全可靠地进
行海上交通活动。明代人测量水底深浅名为打水，以托为单位。明人在航海图绘制方面也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航海图的绘制已有很大的进步，航图遍及广大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海岸
地区，记载了 500 多个地名，并绘有针路，各处星位高低。对于航行途中的山峰、岛屿、
浅滩、礁岩、险峡用的海图，显示了明人对掌握航路地形水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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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星术是当时的一种利用天文状况进行测位的航海技术。即在船上利用牵星板来观察
某一星辰的高度，借以确定船只所在的地理位置。特别是在深海中，地形水势难以提供有
效的识别，无所凭依，往往以天象来确定航位。《郑和航海图》中就附有 《过洋牵星图》，
记录在印度洋地区的牵星航海。

明代人对季风规律的掌握与运用，已经十分得心应手。明代人对海上风云气候、海流
潮汐的变化规律也十分熟悉。《顺风相送》和《指南证法》中就记载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
气象记录和歌诀，说明了明代人对航海天象的认识与重视，如 《顺风相送》中的 “逐月
恶风法”，“定潮水消长时候”，“论四季电歌”，“四方电候歌”等，对海洋气象的风雨规
律作了详尽的记述。

8.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 ( 公元 1371—1433 年)
郑和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位最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通过七次大西洋的探险航行，开辟

了海上交通路线，形成了系统完善的海上交通网络。其航程之远，历时之久，船舶之多，
吨位之大，船员之众，和组织之严密，技术之先进，影响之深远，都是世界航海史上前所
未有的。郑和的庞大船队如巨龙穿行在太平洋、印度洋上，那种 “舟行巨浪若游龙”，
“鲸舟吼浪泛沧溟，远涉洪涛渺无极”的景象，极为雄伟壮观。郑和七下西洋的举措，是
陆上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转折，也创造了航海史上的奇迹，作为一位航海家，
郑和具有的勇于奉献、向海洋探险的精神是罕有的，由中国郑和开始的海洋世纪，包含了
东西方向海洋的开拓历程。沿着郑和开通的海道，大批中国人从此走出了国门，正是这种
东西方向海洋的不断探索，最终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之中。郑和率领远洋船队，先
后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各国，其船队规模之大、船舶之巨、航路之广、航技之高，在当
时无与伦比。

从 1405 年到 1411 年的六年中，郑和船队几乎没有间断地三次出洋，每次均游历南洋
和印度附近的大小国家，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政治经济上的
来往。此后外国纷纷回访中国，当时的南海上桅帆点点，中外往来日趋频繁，许多国家和
地区使臣的来华也不再限于搭载郑和下西洋的船只。郑和下西洋在航线及航海经验上都具
有历史性的突破，他的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东非。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于领
先地位。郑和七下西洋的举措，是陆上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转折，也创造了航
海史上的奇迹。

9. 泉州拥有千年的航海历史
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代 “海上

丝绸之路”的起点。早在唐朝，泉州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口岸之一; 宋元时期，泉
州“刺桐港”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泉州的造船业
历史悠久，是宋元时期我国造船基地之一，宋元时期出洋的船舶多为泉州制造，1974 年，
在泉州出土的宋代古船即为明证。泉州拥有丰富而多元的海洋文化，至今仍奇迹般地保留
着众多航海与通商史迹、多元宗教文化史迹、城市建设史迹，如泉州天后宫、清净寺、灵
山圣墓、九日山祈风碑刻等。

泉州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和台胞主要的祖籍地之一。分布在世界 129 个国家和地区的泉
州籍华侨华人 750 多万人，旅居香港同胞 70 多万人，旅居澳门同胞 6 万多人。泉州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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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汉族同胞主要的祖籍地之一，44. 8%的台湾汉族同胞约 900 多万人祖籍泉州，台湾地名
与泉州相同的达 180 多处，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落户泉州。泉台海上客货运输发展态势良
好，泉州港区、肖厝港区被列为两岸海运直航港口，泉州—金门客运航线也已成为继
“两门”、“两马”之后的第三条客运航线。

明朝宣德年间，我国杰出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大规模远海航行壮举 ( 公元
1405—1433 年) ，更是中外海交史上的奇迹。其航程之远，历时之久，船舶之多，吨位之
大，船员之众，和组织之严密，技术之先进，影响之深远，都是世界航海史上前所未有
的。明永乐十五年，当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途经泉州时，这位祖籍云南的伊斯兰教徒前往灵
山圣墓朝谒，祈求真主赐福庇佑船队安抵忽鲁谟斯。至今犹存于圣墓回廊间的一方 “行
香碑”，便是当时泉州镇抚蒲日和为郑和朝圣行香所立的碑刻。惠安白崎回民村发现的
“郑和航海簿”，记有郑和留下的序言。这些史迹，说明郑和对刺桐名港是进行过了解与
察访的。

郑和下西洋所选用的 27000 多名人员中，有不少泉漳人，突出人物如副使王景弘、侯
显等。据《明史·郑和传附侯显传》载，晋江人侯显不仅两次随郑和出使西洋，而且还
单独奉命“五使绝域”，以“强力敢任有才辩”获得赞誉。有些随郑和下西洋的泉州人，
在异邦落足定居，成为最早移居海外的华侨。《苏洛华侨概况》曾记述一位名叫白本头的
泉州人，随郑和船队到苏洛登岸后，爱上了当地摩洛族女子，便留居该地繁衍后代，成为
苏洛岛上的第一位华侨。

10. 清朝时期
由于郑成功等人雄踞海上进行反清复明斗争，清朝无力海上制胜，于是承继了明朝的

禁海令，进一步申严海禁，以封锁沿海水陆交通联系来遏制郑成功等反清力量。限制民众
出海外迁也成为清朝禁海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禁海令是清政府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
社会基础和封建专制日益加强的反映，它通过一种自我封闭和摧残，最终导致闭关锁国。
禁海令则严重隔阻了中外之间的商品、文化交流以及国内工商业的正常发展，严重破坏了
沿海经济，也造成了民众长期生活在一种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的状态之中，为近代中国贫
穷落后埋下了悲惨的祸根。

11. 世界上最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形成主因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

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自古许多人便积极向海上发展。这条航线由于运输货物的不同，又有
许多别称。随着阿拉伯半岛及东南亚香料的输入，这条航线又被称为 “香料之路”。海上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起点是福建泉州。海上丝绸
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
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它主要有东海起航
线和南海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
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
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做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通道在
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做海上丝
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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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海员光荣的革命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海员工会领导海员举行了震惊世界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并
带领广大海员在省港大罢工中充当先锋和主力军。在北伐和党领导的广州、上海工人武装
起义中，海员们浴血奋战、屡立战功。

抗日战争中，海员在战火中把军需物资运到前线，在硝烟中护送大批文化界人士、民
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安全撤离。在前线，以海员为主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抗日武装让日
寇闻风丧胆; 在后方，船舶上的反战罢工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

在解放战争中，十万名海员和船工配合人民解放军一起创造了渡江战役 “百万雄师
过长江”的壮举; 在解放沿海岛屿的战役中，几万海员支援前线，战功赫赫; 香港招商
局海员起义，为新中国港航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海员工会组织广大水运职工响应党的号召，以主人翁姿态坚
守岗位、奋发图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海上运输，突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
锁，保障祖国经济建设物资供给、保障全国水路客货运输。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广大水运职工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在推动水运行业改革、发
展和稳定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目前，我国船队规模居世界第四位; 港口吞吐量跃居世
界第一位，我国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海运大国。

近百年来，广大海员和港口职工勇立时代潮头，艰苦卓绝奋斗，成就光荣梦想，先后
涌现出林伟民、苏兆征、朱宝庭、陈郁、林育英、廖承志、邓发、曾生、刘达潮、丘金等
一大批工人运动先驱和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们
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史册上。

近百年来，广大海员在惊涛骇浪和灾难挑战中锻造和铸就了心系祖国、团结奋斗、不
畏艰险、坚忍不拔、坚持正义、锐意进取、无私奉献的伟大品格，并引领和培育了方枕
流、莫家瑞、贝汉廷、严力宾、杨怀远、包起帆、许振超、孔祥瑞等一大批先进人物和模
范群体，他们集中展示了产业工人主力军的作用，他们的风采将永远激励着工人阶级向前
进。中国海员的历史，是一段中国海员觉醒之后的战斗史; 是一段中国海员不断前进的发
展史; 更是一段中华民族寻求强国的复兴史。

四、世界航海简史

1. 欧洲古代航海简介
早在公元前 2500 年以前，古埃及就有人驾驶帆桨船沿地中海东航至黎巴嫩，后来，

又沿红海南航至今索马里或也门。腓尼基人当时就建造了巨型桨船，顺风时能扬帆航行，
古希腊人毕菲在公元前 4 世纪在海上探险中发现了不列颠群岛。公元前 4 世纪下半叶，希
腊航海家皮忒阿斯驾舟从希腊当时的殖民地马西利亚出发，沿伊比利亚半岛和今法兰西海
岸，再沿大不列颠岛的东岸向北探索航行到达粤克尼群岛，并由此折向东到达易北河口。
这是西方最早的海上远距离航行。在公元前 490 年发生的希波战争中，希腊就曾以数百艘
长约 130 英尺、三层桨座的战舰抵抗波斯舰队。

中国的四大发明由阿拉伯人和埃及人传入欧洲。在 15、16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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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有了萌芽，欧洲海洋国家的航海活动取得了伟大的成果。1492 年，意大利人哥伦布
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1497 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远航印度。1519 年，葡萄
牙人麦哲伦向西作环球航行，是西方历史学家所谓 “地理大发现”最重要的标志。在推
动资本主义最初发展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永载世界航海史册。

古代地中海沿岸建有助航设施。公元前 660 年，小亚细亚西北部的特洛伊地方筑起灯
塔，可能这就是灯塔的始祖。约在公元前 280 年，在埃及北部亚历山大港建造的灯塔，高
逾 200 英尺，为古代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2. 东西方航海事业的伟大发展
迪亚士、伽马的航海活动。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同一时期，葡萄牙亲王亨利于

1420 年在他任阿尔加维总督时办了一所航海学校，传授航海、天文和地图绘制等科学知
识。这所学校年复一年地送出海上远征队，绘制了自非洲西岸伸展到狮子山国地图。1487
年，到达非洲最南端，当时叫做“暴风角”。葡萄牙国王认为既然能到达这里，就有到达
东方印度的希望，就把这地方更名为“好望角”。九年后，葡萄牙又一船队在伽马的率领
下，于 1497 年秋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再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于 1498
年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1499 年，循原路安全返回里斯本。从此，葡萄牙船舶就经常取
道好望角驶向东方进行贸易。随后，就露出了侵略面貌，占据了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和
香料岛。1517 年，到了中国广州，1542 年，进入日本。

哥伦布、亚美利哥发现新大陆。当葡萄牙人热衷于一条绕过非洲南端到印度去的全程
水路时，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地圆学说的影响下，设想向西直驶渡过海洋，或许可以更
迅速地和更容易地到达东方的印度、中国和日本。他于 1492 年 8 月率领三艘圆首方尾的
小帆船从帕洛斯出发，向西航驶，以期能到达印度。1492 年 10 月，终于发现了陆地圣萨
尔瓦多，他以为这就是印度附近的一个海岛，其实乃是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岛。哥伦布没有
意识到他所登岸的是一个新大陆。哥伦布虽是第一个登上这个大陆的欧洲人，却不是第一
个认识这是一个新大陆的人。认识它是新大陆的乃是另一个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亚美
利哥于 1499—1500 年横渡大西洋，到达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口; 1501—1502 年，他第二次
再到这个大陆时，证实了这里不是亚洲，而是一个新世界，所以后人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
个洲为亚美利加洲。

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于 1519 年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率领船队从圣罗卡出航，越过大西
洋，从南美洲东海岸南下，穿过海峡，进入太平洋，于 1522 年抵达菲律宾，他本人因故
被杀。船员于同年 9 月回到西班牙，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

新航路的开辟指从西欧穿过大西洋到达美洲和从西欧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到达东方。渡
过太平洋，完成环球航行。其时间主要从 15 世纪中期到 17 世纪中期。新航路开辟与郑和
七次下西洋都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大事，两者几乎是同时代，但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 1) 目的和动机不同: 郑和船队以政治目的为主，扩大明朝影响; 而西欧则以经济
目的为主，到亚非拉掠夺金银财富。

( 2) 规模不同: 郑和船队船多、船大、人多，远远超过开辟新航路的活动。
( 3) 性质不同: 郑和船队是各国友好的使者，而西欧属殖民扩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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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结果和影响不同: 郑和船队停航，对中国自身没有产生重大正面影响; 西欧新
航路开辟活动不断发展，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形成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两者的经济基础
不同。

五、世界航海技术的进步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欧洲国家率先从封建主义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各门类
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的材料、机械、电气、电子、控制、信息技术逐步应用
于航海，形成了近代和现代航海科学技术。就造船材料而言，18 世纪炼铁业的发展促使
1787 年制造出第一艘铁木船，1841 年，建造出第一艘铁质船; 1858 年，出现了钢，1866
年，开始用钢造船，1890 年，钢质船完全取代铁质船。就船舶动力而言，1769 年，研制
成双向蒸汽机，1783 年，则制成蒸汽动力明轮船; 1876 年，研制成功内燃机，1892 年，
发明柴油机，1903 年，则制成内燃机船。就天文航海学来说，18 世纪机械制造业发展与
天文学结合，致使 1730 年发明航用六分仪，1767 年，天文钟在船上使用。就船舶通讯导
航来说，1888 年，发现电磁波，1895 年，发明无线电报，尔后船舶采用无线电通信;
1935 年，发明雷达，随即于 1937 年，开始用于船舶探测目标、定位、导航与避碰; 1957
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4 年，就研制出卫星导航系统，三年后，向民用船舶
开放使用。如此等等，都是例证。

1569 年，佛兰德地理学家 G. 墨卡托发明的圆柱心射投影图最适于航海使用，成为现
代海图制绘的基础。墨氏海图的特点在于: 在图上用直线接连任何两点，就是这两点之间
的航向线，而且这条航向线是以恒向角交于子午线的。只要守定了所设的罗经航向，就能
无误地从这一点驶到另一点。

海洋中船舶定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经度的测定。1735—1765 年的 30 年中，英国人
J. 哈里森研制成可用于海船的天文钟，1766 年，经过 P. 勒普瓦的改进，1825 年，才生
产出可以在海船上实用的天文钟。至此，测月球与天体的角距以求经度的方法才开始被扬
弃不用。

1843 年，美国船长萨姆纳发现了天测位置线，也称萨姆纳位置线; 1875 年，法国海
军军官圣伊莱尔提出了“高度差方法”，此法又称 “截距方法”。从此，航海者可以方便
地在海上通过对天体高度的观测，求出准确的经度和纬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海上运输日益趋向于快速化和自动化，相应地航海技术也
有了明显的改进和提高。

奥米加导航系统的应用。20 世纪 60 年代初，出现奥米加导航系统，1966 年开始建
台，全球范围内只设八个发射台，便能供给航海船舶在任何海域、任何时间、任何气象条
件下，选择有利的配对台组获取双曲线信号以测定位置。接收机内装有微处理机，可以自
动给出测点的经度和纬度。奥米加系统的优点在于它能够覆盖任何地区，甚至一定深度的
水下。航行中的船不论在哪个海域和什么时间，只要有一台奥米加接收机，都能可靠定
位。但由于电离层的突然波动，雨滴静电的干扰，天电效应等，奥米加信号的接收受到干
扰，从而影响这一系统定位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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