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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贼的虚像与实像　　在现代，一说起“海贼”，人们就会想起那些以海贼为题材的电影中海贼
的形象。
这些有关海贼的电影中有《海贼布拉德》、《西霍克》、《大海的征服者》等，这些电影在20世纪30
年代至50年代比较盛行。
在最近的海贼电影中，人们会想起由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胡克》（1991年）电影。
上述列举的电影几乎都是好莱坞电影公司出品的，因此，这些海贼的活动场所大部分都发生在美国人
身边的加勒比海域。
在电影中，海贼的形象大多是残忍的男人，他们最喜欢的是打斗和抢劫财宝。
日本出品的海贼电影有《海贼船》、《海贼八帆船》，这些电影对海贼的描写与美国大同小异。
这些电影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海贼的实际情况呢？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海贼。
现在让我们来查阅一下在日本出版的汉语词典里有关海贼的定义。
诸桥辙次主编的《大汉和词典》（大修馆书店，1985年修订）中的定义是：袭击船舶掠夺财物或在沿
海地区进行抢劫活动称为“海寇”，结群进行猖狂抢劫活动的海贼称为“海盗”，海上的盗贼、海贼
或“倭寇”称为“海盗”。
在台湾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67年）中，海上的盗贼称海贼，没有国
家或交战团体许可，乘坐船舰以掠夺他人船只上或他人船只的人或物为目的的人称为“海盗”，将海
盗与海贼统称为“海寇”。
在中国出版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1994年）中，将“出没于海洋或沿海地带
的海贼”称为“海贼”，将“在海上或海岸抢夺财物进行非法暴力活动的人”称为“海盗”，“海盗
”与“海寇”同义。
日本所说的“海贼”，在中国一般都说成“海盗”。
总之，他们是在海洋上进行非法的抢劫行为的人。
　　这些被称为海贼或海盗的人来自何方？
在本书第五章中所叙述的大海贼蔡牵自幼就成为孤儿，为了获得生活资源而加入海盗团体。
第五章中叙述的张保是在与父亲出海打鱼时遭遇海盗而被迫加入海盗团体的。
海盗的出身多种多样，有的是家族本身是海贼，自己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海贼的一员。
有的是自己主动加入海盗团体，有的是不得巳身陷海贼的。
总之，这些人都是出于当时的社会经济上的困境而采取非法的手段以获取生活资源的人。
从海贼的角度看，可以想象，海贼行为本身与渔夫打鱼一样都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源最自然的一种方法
。
但是，这种非法获取生活资源的行为必然会被维持法律秩序稳定的社会视为反社会的行为而加以严厉
取缔（饭田忠雄《海贼行为的法律研究》，海上保安研究会，1967年）。
另外，对他们的评价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
例如在第三章中叙述的王直对于当时非常希望得到绢织物的日本人来说不过是一介中国商人，但是，
对中国王朝来说进行非法活动的王直就成了反政府的倭寇的头目。
　　在中国史研究上一般都以发生在陆地上的事件为重点，对于发生在海上的事件一般得不到重视。
有关中国和海外各国的研究成果以桑原藏的《蒲寿康的事迹》和藤田丰八的《东西交流史的研究》为
代表，它们都将海上事件视为东西方交流史的一小部分。
当我们从大海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时，其研究成果就十分有限了。
其中，海上事件在中国制度史上所处的地位，如海运、海关、市舶史、市舶司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松蒲章《中国海事史研究的现状》，载《东洋史研究》卷四五第二号，1986年），但是有关
东洋海贼的研究却很少，当然，这些也不可能出现在电影上。
然而，以东海和南海为舞台的海贼活动绝非少见。
　　中国的历代王朝大多以内陆地区为根据地，如长安、洛阳、开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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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的历史书大多以发生在内陆地区的事件为记述的对象，而有关海上活动的记述就非常少。
但是，历史书记述少就未必说明海上活动的不活跃。
在中国那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水运和海运都是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手段。
水运和海运要使用经济效率高的帆船。
由于记录太少，给我们考察其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
其中，在史书中留下较多记载的海上活动是“海贼”。
它们之所以被记录在官方的历史书上是因为海贼已成为当时反抗政府的一股势力。
迄今为止，除了特定的时期和人物外，还没有对中国海贼进行系统的研究。
为此，本书将从古代开始到近现代时期发生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海贼、海盗、洋盗等活动进行研究，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历史。
当然，除了中国沿海地区之外，考察区域还包括一部分的西里伯斯海。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的海贼>>

内容概要

松浦章编著的《中国的海贼》是“世说中国”系列丛书之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海贼，这些海贼来
自何方？
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
《中国的海贼》为您一一揭示。
将从古代开始到近现代时期发生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海贼、海盗、洋盗等活动进行研究，从另外一个角
度来考察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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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蒙古与海贼　　征服南宋的蒙古人建立了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大帝国。
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方向的通商路在蒙古帝国时代得到大力发展。
通过因马可·波罗而名声大噪的沙漠中的绿洲而进入草原的通路自不必说，海路也非常繁忙。
作为游牧骑马民族的蒙古族虽然并不擅长海上活动，但成功地将擅长海上活动的中国海商们纳入自己
的统治之下。
他们利用从长江河口运往北京的税粮运输的航运关系人，进行历代王朝无法比拟的海运活动。
　　蒙古人在中国建立的元王朝，平定江南后不久，就利用张宣、朱清等在长江河口崇明进行偷运盐
的商人，通过海上运输将从宋押收的文书运往北京。
此后，还让他们建造60艘平底海船，并用这些船只将江南的税粮通过海上运输运往北京，开辟了海运
路线。
　　在中国首次主动地利用海洋发展国家海运的王朝并不是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民族建立的王朝，而是
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
　　蒙古人不仅将海商收归旗下，而且也将海贼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使海军力量大大增强。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1280年）广西廉州的海贼霍公明和郑仲龙等人降伏（《元史》卷一一
《世祖八》）。
　　至元十六年海贼贺文达、顾润等人抢劫海岛。
由于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合剌带成功劝降了贺文达，元朝还增加60艘船加强其实力（《元史》卷一二）
。
元朝于两年后的至元十八年东征日本。
在日本称为“弘安之役”，一般认为，蒙古人在实施的第二次元寇活动中，将华南地区的海贼集团充
当海军作为征服日本军队的一部分。
　　合剌带的名字在《元史》中有四种表记。
在他的传文中，有这样的记载：至元二十年九月戊午，合剌带成功将象山县海贼尤宗祖等9592人归顺
元朝，沿海海域由此平安无事。
象山县属于江浙行省庆元路，相当于现在的浙江省宁波市东南部朝向东海的地区。
　　至元二十年十一月葵丑，总管陈义应元朝的要求，向元朝提供了自己建造的海船30艘。
陈义也因此功劳获得了元朝授予万户之位的称号。
陈义最初是绰号为“五虎陈”的海贼。
至元十三年百家奴继父亲嗦都之后以郢复州招讨使、建康宣抚使身份率征宋军乘坐军船沿着华南沿海
航行进驻福建同安，在平定所有的沿海县镇后，五虎陈义率领战船3000余艘归顺。
进入元朝之后，五虎陈义援助张弘范，也为元朝捉拿南宋遗臣文天祥出过力。
　　尽管有一部分的海贼归顺了元朝，但有人继续操以海贼为生计的活动。
　　至元二十年正月，曾归顺的海贼贺文达抢劫平民、妇女130余人。
　　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己丑，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的也的迷失抓捕了海贼黎德及其团伙133人。
黎德当场被打死，黎德的弟弟黎浩和吴兴被护送到大都北京，元朝让他们从事农业活动。
黎德残余全部被平定是在第二年的二月份。
元朝的江西行省的管辖区域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省和广东省北起长江中流的九江，南至广东沿海的潮州
、广州和阳江。
黎德等被捕的地方尚不清楚，但可以推测他们可能是出没于广东沿海一带的海贼。
　　海上群雄方国珍　　在《明史》卷一二三《列传十一》中记载着元末时期陈友谅、张士诚、方国
珍、明玉珍等人率领各地的叛军与元王朝作战，相互争霸的事件。
在这些人当中，陈友谅出生于湖北省汉阳附近的渔民之家，在长江以打鱼为生。
张士诚是靠近江苏省扬州的白驹场亭人，一直从事运输盐的活动。
方国珍是浙江省台州黄岩人，祖祖辈辈在海上从事盐的贩卖活动。
　　在建立明王朝的太祖朱元璋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对手中，毫无疑问，上述的三人都是在水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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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当知识和经验的人。
其中，出身于沿海地区以海运业家庭的方国珍与陈友谅、张士诚不同，他在海运业方面有强大的实力
。
　　元朝至正八年（1348年），当在海上肆虐抢劫的蔡乱头被捕后，方国珍就被告密与他有关系。
方国珍杀死告密者，与其兄国璋、弟国瑛一起逃到海上，就纠集数千民众抢劫运输船只堵住海路。
元朝下令行省参政讨伐，反遭击败，于是改为怀柔政策，授予方国珍为定海尉。
但不久，方国珍又起兵反叛，洗劫温州。
元朝再度授官以招归顺。
方国珍还是屡次叛乱，到元末，其割据的地区从相当于现在江苏省南部的庆元、温州、台州等到浙江
省的沿海地区，并控制了这一带的海上区域。
这种状态下，即使是已经打败了陈友谅的朱元璋也不能简单地制伏方国珍了。
但到了洪武二年（1369年）汤和成功地平定了方国珍。
方国珍被授予广西行省左丞，数年后死于南京。
在元末群雄中，方国珍是少有的享有善终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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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贼也称海盗，是世界共有的犯罪行为之一，其组织性、残忍性之高，也是犯罪中数一数二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海盗，时而活动猖獗。
《中国的海贼》主要以明清的海盗为主角，对活跃在中国历史上的海盗这一群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
究与描述。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的海贼>>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