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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IJ i=i 

人类生存离不开大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贴近海洋的

活动使得人与大海产生了共鸣，也产生了文明 O 中华民族有史以

来就是拥有海洋的民族，他们不仅创造过举世震惊的内陆文晓，而

且创造过伟大的海洋文明，海洋文明应该是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

组或部分。如果我如不了解或不进入这泞海洋文明的核心区域，

就无法对中华文明有最全茧的理解。

山东是中 E 的一个沿海大省，由古以来就与海洋发生着紧密

联系。居住于沿海地域的山东人民在有史可考的长达 7000 年的

文明发展过程中，曾对沿海地区进行过不懈的开发，并通过陪岸资

摞与海洋资摞的综合利用来推动本地经济，创建永久生存的家~;

沿海居~还使患近海口岸与外界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

本地区的文晓进程。浩瀚的大海中时常飘荡着山东人的身影 O 在

与海洋的互动之中，山东沿海地区和累出丰厚的、富有海洋色彩的

物质文明 O 这种特最文 IJf:I以及所含带的精神文明理应被当代人所

认知。

近年来，山东学者在地方史研究方面进展甚多，但大部分研究

成果都侧重于内陆地域，对沿海开发的历史剧言之盖寡，以至于出

现重陆轻海的研究倾向 O 实际上，山东的历史文明乃由内陆文明

与海洋文晓共院组合，二者缺一不可，沿海经济一直是山东全境赖

以千年承续的主体经济的重要支柱。为此，本人推出了这一部能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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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全面反映历代山东人民开发海洋的专著纵线论述山东沿海的

开发历程，横向比较每一个时期的开发重点，尽可能地把山东历史

上的海洋物质文明完整地揭示给现先社会，以期现代人能对我们

的海疆历史有更系统的了解。

J!j 史上， W东的海洋开发曾在假长一段时期内走在全国的最

前列，山东人所萌发的海洋意识以及积累的海洋知识，曾经吸引了

整个民族的求知目光，山东沿海开发的先期成就也都深深引导着

其它沿海地运的开发动作。从齐大公建嚣开始，挠野开放的齐 E

人就tE海洋作为重点开发的自栋，他的从海洋中索取广袤不尽的

资;军和时富，创建了当时最先进将海洋经济体系，齐墨由此富 E 强

兵，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东方霸主:齐国人的海洋开发为后人指出

了一条化海水为时富的必由途径，成为历代效仿的楷模。秦始皇

统一全罩之后，受到齐国海洋文化的强力吸言，兀番登 i远山东海

岸，渴望海洋中的估境神药，他的海洋意图完全跟随着齐人的思

维。占主大的徐福船队曾经择中九起锚，去探索海洋中的未知世界，此

在手虽然弥漫着求估的欲望，但再砖也携带着认识海洋、征壤海洋的

莫大勇气。这种举动首始于中东海岸，就充分展示了山东人开发

海洋的领先动作。强大的盛唐王朝仍然拒主要出海口放在中东海

滨，通过山东人趟出的海洋通道来辐结彼岸，以至于吉、韩两国感

受中华文明都会首先从山东海疆着埠。一代又一代的山东人民都

曾担开发的意念投向大海c

本书研究的时段从公元前 5000 年的北辛文化开始.直至清朝

天亡，也就是从石器时代到中国封建王朝结束的这段历史时期。

在这漫长的 70∞年的叶揭白，历代山东人民都曾有 E 的地向海洋

靠拢，在陆海之民寻找发展的空间，为此，他们付出了垠辛的努力，

也制造了惊人的成就 O 本书沿着历史的长河，从前而后地论述了

山东沿海开发的进晨过程~在统地主辛勤出山东沿海经济约动态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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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并尽可能地揭示其历史规律c 本书既对历史遗宙的文晓成果

予以总结和弘扬，同时也对滞后与保守的负面因素进有了提示和

点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w东沿海开发曾在多向领域里全亩晨开，

其中包括农业经济、渔业经济、手工业经济以及商业贸易的各个领

域，并对当地的挂会构成起了相当大的生成作扉 c 而本书的要旨

重在揭示与海洋经济有关的各种经济动向，重点考证海洋捕捞韭、

海产品加工业、制盐业、海洋造船业、海洋运辑生、批海保障行业以

及由海路贺易而生成的各种商业活动，并且分析这些产主在当时

经济结构中的作;有。在此基础上，本书还对山东先民历代所表累·

的海洋科学知识进行了广度总结，并深度解析其中的科技含量。

本书的字字句句都向海洋棋斜，其意图就是为山东沿海开发的历

史论述提供统一的蔚蓝色背景。

笔者撰写此书，力求在中国海洋历史研究方百开创新课题，尤

其寄希望于在山东地方史研究方面取得较大的突破。因为苗向海

洋的研究，必定要挂历史学与海洋地质学、海洋生物学、海洋气象

学等和海洋有关的自然科学进行交叉研究，利用吉然科学生专能量

去增强历史研究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深星探讨我钉在海洋历史

中的未知领域。本书就从这个角度伸向久远的海洋时空 c 同时，

深度发握山东沿海开发的历史未知史实，不但能够担山东地方史

前研究 ~R界全E拓宽，还能为中医海洋文明的历史研究提供典重

事例和 IK 域近据。

本人坚定认为，通过对出东沿海开发历史将研究，可时为当代

社会提供历史借鉴并带来应房价f主。因为海洋毕竟是山东人吴乃

至全中雪人畏所必须拥有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 i泻。只有了解了我

们吉己的开发茄史，扭握了海洋历史揭发展规律，才能进一步去发

掘海洋的未来潜力。古人给我1fJ窜下的历史资料中包括着有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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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方面的各种科学记录，象海洋地盾的变迁、海洋气象的变动、海

洋生物却增减以及整个海洋生态的变化等等，都可以在茄史的研

究中得到答案。!可时，历 1-1;. tL东人天才海洋的认识以及对海洋的态

度，也曾对现代人产生过深刻的印象和强臣的影响，只有了解这些

观念的来漂和变化，存免去劣，才能够择其精华，消其怠情，有利于

思想的更新。

本书以大量而可靠的历史资料来婆述山东沿海开发的整体过

程，这些史料来自正史、实录、类书 jf 史、杂史、笔记、方志，均有出

处，同时还采选沿海碑刻遗文等稀克资料ìJ，作补充，尤其是通过就

·理历 1-1;.沿海人士的诗文集百引出线索和证据，使其内容充实。对

于史载不详的问题，宁棋不补，未加辑蜡。以史料来论证史实是本

书的用心所在。鉴于史料存世的多寡不均，本书所述历代开发活

动前需雨后丰，实由史料而定，并非人力所及。山东沿海地区的存

世方志提多，段于条件，本人未能一一搜尽，jE百必有沧海遗珠，愚

吕来识，在此祈望博学方家不吝踢教。

王赛时于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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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山东沿海地区的自然环境

与开发基础

第一节 沿海区域的地理特征

一、沿海区域主雪

山东沿海地区位于山东东部，黯临渤海和黄海。其陆地边缘

北起冀鲁交界处的漳卫新河海口，沿海岸线东向，经菜州湾南岸，

东北经蓬莱角，绕过成山角，折向西离至苏鲁交界处的绣针河河

口，由这条长达 3121 公里的海岸线向陆地延伸到---60 公里的区

域即为沿海陆地区域。同时，山东沿海还有全国统一编号的岛屿

299 个，它些岛屿总面积虽然只有 93.6 平方公里，却与陆地区域

构成了完整的沿海地区。山东沿海区域总面积为 44470 平方公

里。

从地理角度来看，山东沿海地区可以分为黄河三角洲、雄北平

原、胶东半岛和鲁东南沿海地带等四个地理区。

黄河三角洲是山东沿海陆地最不稳定的地理区。受黄河冲击

的影响，河口地带形成了巨大的三角洲平原，由于黄河屡有改道，

废弃河道众多，沉积与蚀退现象共同存在，国丽呈现出繁杂的地貌

ID态。目前的黄河三角洲是由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三角割体系

叠合商成的陆地联合体，西起漳卫新河，南达小清河口，陆上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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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9500 平方公里，而且每年都会淤出新增陆地。古代黄河三角洲

是指东汉至北宋年间吉黄河入海时期形成的三角洲平原，其区域

位于近代黄河三角洲平原的西部，现在的马颊河与徒骇河尾阁区。

公元 1027 年以后，黄河未再涉足这一地带。近现代黄河三角洲是

1855 年黄河夺大清河故道人海以后逐渐发育形成的三角溯平原，

自 1855 年至 1988 年之间，已淤成陆地约 2600 平方公里。

胶东半岛由低山、丘陵和平原等多种地貌构成，其中丘陵的分

布最为广泛，面积约占半岛面积的 60% 以上。丘鼓普遍分布于能

山山地外围及半岛边缘，与海衔接而形成岩草地貌。平原多汇于

山前、山间河谷位置与滨海地带，其中由较大的河流冲击市形成的

有跤菜海平原，位于半岛的中西部，北通菜州湾，离摄胶州湾，面积

为 5300 平方公里。此外，黄水河、界河、五i可、沙河等河流北注渤

海，也在半岛花部形成了带状冲击平原，通称蓬黄掖平原。在出东

沿海各地理区中，胶东半岛所占围棋最大。

在胶东半岛与黄河三角洲的中间地带，由小清河、弥河、自淮

河、雄浑及胶莱河等多条河流的扇形冲击而形成了较大的雄北平

原， 00积约 4000 平方公里。海北平原岸罢西起淄臆河0 ，东至鼓

菜河口，海岸线约长 113 公里，其东段与胶菜河平原汇叠。

鲁东南沿海堆区的低山丘霞约占本区面积的 60% 以上，丘陵

的东部外缘彭成了较大的侵蚀平原地形，尤其是靠近海滨的地区

构成了比较典型的准平原。一些较大的河流在海湾位置形成局部

的小型冲击平原。

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黄河三角洲、雄北平原、黯东半岛和鲁

东南沿海地带在历代沿海开发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黄河三角洲

受黄河冲积造陆的影响，滨海潮盐士和盐碱地震多，盐生草甸茂

密，农垦开发进展相对较慢，但盐业租畜牧业相对发达。;维北平原

比起黄河 i兰角洲，地理条件相对稳定，因而农、果及其它种植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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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成要好于黄河三角洲。古代青扑i 曾以鱼盐之利享誉华夏，主要

依靠着雄北平原的地理优势。胶东半岛兼备假山、丘陵和平原的

多种地理条件，对农、牧、渔、果各行业的发展均为有利;同时，这一

区的矿产十分丰富，致使冶金及手工业长期保持旺盛趋势。在山

东沿海的各个撞区，胶东半岛的开发时常处于领先地位。鲁东蛮

滨海地苦的自然条件比较健越，因而这一地区成为历史上开发较

早的区域。同时，这一这域与江淮地区距离较近，与外界联系便

利，容易接受外部文明的传输，因而在开发过程中兼备外部优势。

从现代行政区的管辖莲围来看，滨州市的元禄、沾化县，东营

市的1和科句可j津、垦1示科污斗i 、广饶

区，烟台的菜外炖!、招远、龙口、蓬菜、长岛

陪各市县，威海的文登、荣成、乳山各市，青岛的l唠唠山、即墨、莱西、

胶州、平度、鼓南各市区， L议;丛l及日照市等，都焉于沿海范畴O 这些沿

海市县区，很多都具有古久的建置历史。

二、渤海与黄海

渤海与黄海是山东沿海地区的两个边海g 渤海是我自的内

海，面积约 8 万平方公里，渤海南岸即为山东北部沿海地区。黄海

是中朝两嚣的菇i同陆架海，又分为北黄海和南黄海， 00积约 40 万

平方公里。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崎经庙岛至辽东半岛的老铁出蝇

一线为渤海与黄海的分界线。自蓬莱蝇以东，绕过成出角的 ÚJ东

海岸，都面对黄海。

渤海与黄海自古以来就滋捂着出东陆埠，为居住在沿海地段

的人民提供着自然资源和外联通道。盐资握、渔资源、滩涂资摄和

潮i间资源、曾经成为沿海居民静、以生存的物质保肆，丽海洋通道更

是齐鲁先民得以联系外界的重要渠道。沿海地区的开发往往以海

洋开发为其突出标志，人们在与海洋的接触中，不但获取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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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利益，还扩充了罩、维想象的空间，萌发了许多科学的意识，并

由此加速了人类发展的步幅。

山东先民在进行沿海开发过程中，不断由陆地向海岸撞移，并

一直将活动范围延伸于海洋之中，倍以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O 从

史籍记载中，我{口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山东先民开发海洋的疫迹，孔

子曾发出"乘捍浮于海"号感叹，将未来希望指向大海。齐景公曾

"与晏子游于少海"②，说明齐人足迹已广涉于山东边海。秦始皇

所遣徐画船队人海求他，就驶发于山东港岸c 那三千童男女随夜

远去，似乎标志着海外开发的兴起。自兹雨后，山东先民入海作

业、跨海贺易、搜海移民的活动屡屡可见。海洋成为了山东沿海开

发的→个重要区域O

由于边海方位不同 ，Ùl东沿海边区在通过海洋而与外界交流

时，呈现出不同的走向。渤海沿线居民常与津沽及辽东半岛跨海

交往，半岛东部沿海则与朝鲜、日本直皖较多，雨鲁东南沿海又成

为南下江准沿海的必经孔道。海区方位的不同使得山东沿海在交

流及吸收外域文化时产生了提多区间特色。

山东先民很早就对自己面临的边海进衍了方位识别，人们将

出东半岛北部的边海称为渤海，或称北海，又称幼海、少海、IJ、海、

渤梅、内洋。这种称谓古今大体相同。同时人古]又称北海以东乃

至中国东部广大的边海为东海。也有人认为北海只是东海的一部

分。所以两千多年以来，山东先民乃至整个华夏岳民都用"渤海"

与"东海"的名称来撞述山东边海。如元人于钦《齐乘》卷 2 述说:

"海岱推青'H1 ，谓东北跨海，西南距岱，跨小海也。本名渤海，亦谓

之渤辩"。嘉靖《青j+l府志》卷时也)II~解释北海与东海时说"按

岳 《论语·公治长篇}，上海书店影$诸子集成本。

~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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