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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蓝色文明”的发展历程
On the progress of “blue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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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覆盖地球表面的 70.8%,海水的平均深度
为 3 870 m。如果把地球表面削高填低使其变成一
个光滑的椭球面，整个地表会被 2 500 m深的海水
所覆盖。人们生活的地球表面就是一个完整的“水
圈”。所以从太空俯瞰地球是一个蔚蓝色的“水球”。
海洋，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温床，资源的宝库，

商贸的通道。亘古历史证明，谁占有了海洋，谁征

服了海洋，谁就掌握了开启人类文明的钥匙。因此，

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始终闪烁着蓝色文明的火花。

这里所说的“蓝色文明”仅指以海洋为基础的人
类文明[1]，以区别于以农业为基础的“黄色文明”、
以工业为基础的“黑色文明”和目前流行的以环保为
主题的“绿色文明”。

1 “靠海吃海”的原始文明

人类在茹毛饮血的荒蛮时代就知道捡拾海边

河畔的贝类和海藻充饥。在距今 18000年前的北京
山顶洞人遗址就曾发现残留的贝壳。《山海经》中

有“捕鱼在水中，两手各操一鱼”的记述，表明先民
们很早就会赤手抓鱼。传说姜太公渭水河畔钓鱼“宁
可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说明
商周时代就有钓鱼活动。《庄子》记载“投竿东海，
旦旦而钓”表明春秋时期钓鱼活动已非常普遍。
在公元前 5000~3300年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

就发现了柄叶连体船桨[2]，起码可说明那时人类就

知道用独木舟之类的漂浮物渡河，甚至用来进行渔

猎活动。至于靠海晒盐，早有齐国“煮海为盐”的记
载，近来在山东寿光的双王城遗址又挖掘出商周时

代的“古盐场”，并出土大量的制盐器物。这一切标
志着古老的中华民族曾度过一个“靠海吃海”的原始

文明阶段。

2 “渔盐舟楫”的古代文明
自秦汉至唐宋年间，在中国和其他沿海国家都

出现了一个“渔盐之利，舟楫之便”的古代海洋文明
阶段。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发展海洋渔捞、海水制盐、

修造船业和港航产业，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门类。

秦始皇三登瑯琊，遣徐福东渡扶桑，并于芝罘外海

射杀大鱼，说明秦朝已有了庞大的船队。西汉时期

就有了 20 多万水军的楼船兵，当时已建造了数百
艘楼船。 到唐宋时期，东部沿海的广州、潮州、泉

州、福州、温州、明州、杭州、扬州、海州、密州、

登州等都已发展成重要的海港城市，成为国家经济

的重要支柱[3]。而且在唐宋年间，中国与日本、朝

鲜半岛、东南亚诸国的海上交通往来非常频繁，人

们熟知的日本的“遣唐使”到长安留学，中国的鉴真
和尚东渡日本就是例子。

这一时期，世界沿海各国逐渐从“沿河文明”向
“沿海文明”发展。太平洋西岸的日本、朝鲜、苏禄、
印尼逐渐形成以海洋为特色的经济基础；中南半

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的沿海港口城市已初具

规模；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也因海洋经济特色而

崭露头角。

3 “地理发现”的探险文明
明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开始的郑和下西

洋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郑和的船队历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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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次下西洋，其人数之多（每次约 27 000人）、
规模之大（包船、马船、粮船、战船、坐船达数百

艘）、组织之严（舟师、两栖、仪仗三大序列；指

挥、航海、外交、后勤、军事五大部分）、航程之

远（到达 30 多个国家）、影响之大（各国来朝），
堪称当时世界之最[4]。所以，几年前欧洲人出版的

《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成了一度炙手可热的畅
销书。

中国人的远航探险，一不为占地，二不为掠财，

目的是宣扬大明皇帝的德威，展示给沿海诸国的是

大明王朝的大国风范和德义文明。但欧洲人在 15
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目的是攫取东方的黄金、
香料、茶叶、丝绸和瓷器，占有西方海域的岛礁疆

土。从 1443 年恩里克王子指挥的葡萄牙航船穿越
非洲西海岸到 1768 年英国船长詹姆斯、库克南大
洋探险，前后历时 300年，造就了一个人类航海史
上“地理大发现”的辉煌时代。其中 1487年，迪亚士
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洋，使黄金、象牙、
胡椒源源不断地涌入葡萄牙的国库。1492年，哥伦
布的船队手持着西班牙女王授予的海军大元帅的

任命状，一路向西，穿过号称“死亡绿海”的大西洋，
第一次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使割裂的世界连接在了

一起，把一个未知的大陆划入了西班牙的版图。于

是 1494年 6月 7日，在里斯本郊外的一个小镇上，
在罗马教皇的主持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签署了《托

尔德西拉斯条约》，在佛德角以西 370 海里的地方
从北极到南极“教皇子午线”，像切西瓜一样把地球
一分两半，葡萄牙拿走了东方；西班牙则把美洲收

入囊中。这就是“地理大发现”的结局。

4 “大国崛起”的近代文明
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因为率先进

军海洋而尝到了“地理大发现”的硕果。接下来西欧
一个人口不足 200万的小国荷兰，凭借着海底浅层
丰富的泥炭能源优势，迅速靠航运而在世界上不可

一世。17世纪初，16 000多条“东印度公司”的商船
游弋在世界各国的港口，几乎全世界的航道上到处

都飘扬着荷兰的国旗。小小的英伦三岛，在伊丽莎

白时代以“面向海洋发展”的原则和岛国的民族特
性，自 1588 年“英西大海战”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
队”和 1688年“关荣革命”之后，迅速成为海洋霸主，

率先靠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进入了“大国崛起”排
行榜的前列，一度成为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国”。
到 1815 年，英国海军的总吨位数达 61 万 t，几乎
达到了世界各国海军的总和[5]。再往后，法国、德

国、俄罗斯、日本、美国，你方唱罢我登场，依靠

海洋这个天然的蓝色舞台，不断上演着一曲曲“大国
崛起”的壮歌，直到 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方告
一段落。

5 “耕海种湖”的经济文明
二战之后，全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大环

境。海洋上的军事竞争逐渐转变为经济实力的较

量。一些沿海国家把开发海洋列为基本国策。从港

口航运、造船渔捞、卤水制盐开端，世界各国迅速

掀起了一轮以掠夺海洋资源为核心的海洋经济竞

争。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渐又出现了以海底油气、

海洋矿产、海洋空间为热点的新一轮经济竞争[6]。

但随着历经十几年讨论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实

施，海洋竞争逐渐进入了有序化阶段。伴随着近岸

环境污染的加重和某些海洋资源的失衡，全世界不

约而同地跨入了一个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

洋的新阶段。如何使全人类的“同一个海洋”进入可
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成了 20 世纪，特别是被称
为“海洋世纪”的 21世纪的重大命题。其中，耕海种
湖、资源修复、海洋农牧化等新举措就是新一轮海

洋经济文明的典型代表。中国首当其冲，被世界各

国誉为“海水养殖的故乡”。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以青岛为中心，发起了“鱼虾贝藻参”五次海水养殖
浪潮，使中国的水产品产量实现了“海水超过淡水，
养殖超过捕捞”的突破，我国水产品总量超过 50万
t。人均占有量超过 40 kg。

6 “探海蹬极”的科学文明
人类在向海洋进军的征途上，逐渐认识到对海

洋的了解还非常肤浅，对海洋的知识积累还非常有

限，特别是对占海洋面积 80%以上的深海洋盆所知
甚少。于是自 20纪 50年代开始，探索海洋、了解
海洋的科学文明蓬勃兴起。伴随着新中国 60 年的
脚步，中国的公益性海洋调查实现了“查清中国海，
进军四大洋，蹬上南北极”的宏伟目标。随着海洋调
查勘探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视野不断向“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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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拓展。日本的深潜器曾直接下潜到深度超过
10 000 m的马里亚纳海沟；美国在太平洋中脊的胡
安德富卡海岭周围平均深度 5 000 m的海域，正在
布设涵盖范围 5万多 km2的海底测量平台，使大量

的水下机器人群体常年处于工作状态。中国在深度

4 000 m以上的太平洋中部海域曾做过 20多个航次
的多金属矿床调查。在南北极、在南大洋、在北冰

洋，世界各国布设了若干考察站，已取得了海量的

科学数据。近几年，来自深海的科学探索不断传来

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发现，海底可燃冰、海底热液

生物群、海底热液贵金属矿床、海底热泉黑烟筒、

海底冷泉沉积物，等等新概念不断从海底涌来[7]。

这一切表明，随着海洋世纪的到来，全人类正在大

踏步推进以科学探索为支撑的蓝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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