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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部海洋文化的大书您有这样的概念吗？
我国除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黄色国土”外，还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我国除了
具有12海里的领海主权，还有遍及南极和北极、大洋的部分海洋权益。
因此，我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
然而，在进入被国际社会称为“海洋世纪”的今天，且不说大陆架、大陆坡、领海、内水这些看似专
业，实则攸关国家长远发展的概念和问题，人们未必都了解，就是关于我国海洋国土的基本常识，关
于大洋勘探、极地科考⋯⋯又能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呢？
对海洋意识淡薄，海洋知识缺乏的问题，我们已经不能再熟视无睹，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已经到了
迫在眉睫的地步。
对全民族进行海洋知识的普及、特别是海洋文化与海洋国情教育，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篇章。
海洋文化意识的提升和宣传，具有着丰富的国情教育内涵。
比如，我眼前的这部《大国海疆——中国海洋文化遗存纪实摄影》就是很好的教材。
作者、我的同事向冰同志曾在《中国海洋报》做了五年编辑，转而做专职记者。
几年间，他利用工作之余，创作出了中国首部海洋文化遗存纪实摄影这部大书。
我觉得这既是他个人深厚的海洋情结使然，又是他展现聪明才智、勤奋好学、持之以恒的必然结果，
更是其对于中国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的深刻思考。
这部大作以其民族精神与海洋文化自省共存、海洋史诗色彩与传奇意味共生、海洋文化遗存与纪实摄
影共鸣的构思，艺术性的风格，文献性的价值，系统性的深度，呈现出作品的独特之处。
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曾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历史，但其后因封建统治者长期的闭关锁国，严重
束缚了中华民族面向海洋的开拓进取精神，特别是明、清两代厉行禁海达400多年，致使中华民族一再
错过由海洋文明引发的发展机遇；而此时，西方列强却逐渐走上了海洋强国之路。
184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首次轰开了中国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此，一次次来自海上的侵
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奇耻大辱。
美丽富饶的海洋只有悲哀，只有抽泣⋯⋯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基地。
当今，人口膨胀，资源短缺与环境的恶化，使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合理开发利用和科学保护海洋是维
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世界沿海国家普遍以新的目光关注海洋，海洋地位急剧上升，管好用好保护好海洋已成为共识。
近十多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越来越重视海洋开发，特别是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
家阶段，建立一个和谐的“海洋中国”，已成为现实的课题。
“和谐海洋”如何建？
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中，发挥海洋文化应有的作用？
对此，《大国海疆》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也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
但其中4000多年来的农业文明强势，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海洋文明。
进入到当今的现代化建设阶段，中华民族应该扭转其对海洋文明的冲击与淡化，使它们并驾齐驱，相
得益彰。
放大到世界视角，首先要注重对古海洋文明原生态的保护：二是要有正确的政策和强有力的机制保障
，注重从文物的保护技术、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古海洋文明教育入手；三是让海洋文化成为引领沿海地
区和城市品牌的动力。
《大国海疆》显然是从一个更高的视野、更宽的视角来研究海洋文化的。
它不再局限以往地域空间研究；而是放在全国范畴，探索海洋文化遗存的由来与发展问题。
这种研究领域的放大，主要目的在于对文化视角，文化价值、文化功能的拓展，不是简单地着眼于地
理范围的扩大。
这是海洋文化创新和前进的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国海疆》带来的海洋文化建设及文化价值，具有十分强烈的文献与海洋国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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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意义。
同时也启迪人们，未来的海洋文化发展与繁荣，应该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寻求其文化力，影响
力和创新力。
海洋文化是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之一，认知和把握其本质，是实现海洋战略意图的重要前提
，这对促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前，海洋已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色希望”。
为了把希望变成现实，我们应该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从行动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切实保护好、管理
好、应用好我国万里海疆上的文化遗存，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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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中国首部系统反映海洋文化遗存的专题纪实摄影力作。
从7000年前河姆渡古海文明之光的绽放，到影响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海上丝绸（陶瓷）之路”；从中
国古代第一个海军基地蓬莱水城，到神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侨俘遣返地⋯⋯大国海疆，或壮丽丰
姿，或人文荟萃，或疮痍满目。
她，传承了中华民族可圈可点的海洋精神。
    三年来，为探究这些海洋符号所负载的人文内涵，作者选取其中若干专题，以亲历采访和专题摄影
为基点，考察了中国万里海疆最为重要的历史遗存、文化渊源、地理演变⋯⋯对我国海洋文化遗存进
行了一次系统性、抢救性、开创性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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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向冰，记者、摄影家。
浙江海洋学院行政管理学院特聘研究员。
1970年12月7日生于河北省迁安市一个教师之家，6岁时在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中幸免于难。
1989年3月参军，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经济系。
2001年转业，进入中国海洋报任编辑、记者。
系第15届中国新闻奖（复评）暨全国人大新闻奖、中国行业报协会新闻奖、中华环保世纪行新闻奖获
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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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卷一 天开海岳睁眼看海洋，河姆渡7000岁，河姆渡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
当人类文明的曙光出现之际，河姆渡人就已经勇敢地向海洋进军了。
河姆渡，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村和渡头村的合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海疆>>

后记

这《大国海疆》的创作源于疑惑：2006年5月奉调江苏记者站，当我和南京几位朋友在聊到未来是海洋
世纪、中国是海洋大国、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海洋文化的战略建设时，他们面露疑惑。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海洋的概念，无非就是“养鱼养虾”。
我想，对于没有太多海洋相关知识的人而言，要搞清海洋、甚至海洋文化等不同形态之间的关系，确
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我自己而言又如何呢？
我这个从事了七八年海洋行业报道的记者，就真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吗？
之后，我到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采访，与县委宣传部的朋友谈起了这种疑惑，他们同样感觉这些年来
我国海洋事业虽然卓有成效，但海洋文化建设的缺失，却不由让人产生一种遗憾。
疑惑之余，我的朋友洪贤兴先生和钱江先生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
他们说，你不如用记者的声音，做点海洋文化的事。
我说好吧。
但做什么又成为一个难题，首先我不是海洋文化领域的专职学者，不能做“无知者无畏”的事；二是
写海洋文化专题文章也不属于我的专利，因为有许多研究者对此趋之若鹜，我乃业界晚辈，不敢造次
；三是作为记者，应尽职主业，副业次之。
但海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一，不也正是我们所要研究和报道的“主业”吗？
于是，我想到了摄影。
想到了用图像去记录中国万里海疆文化遗存。
据我所知，这样的“作品”还没有问世。
浙江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黄建钢博士、校长助理任淑华博士听说后，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该校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李百齐教授，方志华书记还专门与我进行了座谈，任命我为该院特聘研究员。
令我惶恐不安，并深感校方及诸专家、学者的抬爱之情。
今天看来，当初与朋友闲聊的话题，实在有些沉重了。
因为，了解一点海洋文化的常识是一回事，而像学者那样系统地做好海洋文化某一个专题，却是另一
回事。
二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个东西，是我集中全部心力的情况下创作完成的。
总的构思，以中国海洋文化遗存为脉络，通过阅读海洋地理、人文、军事遗迹的不同形态，对具有代
表性的遗迹进行了系统整理，探讨了相应的人文内涵与个人思考，力图说明一些问题。
但是，说句心里话，直到《大国海疆》即将交付出版社的时候，有很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比如说“
大国海疆”的命名。
有朋友建议，换一个中性化的书名；而更多的朋友给予了支持态度，认为“大国海疆——中国海洋文
化遗存纪实摄影”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对“大国海疆”的理解，无非有三。
一是中国本身就是海洋大国，只不过千百年来的农耕思想让我们始终迷恋于陆地，迷失于海洋。
西方人喜欢用“睡狮”形容中国。
如今“睡狮”已醒，而它的崛起，必然经略海洋，成于海洋。
二是早在七千多年前，我们的先民们就已经在万里海疆创造了蓝色文明。
这些来自大海的文明，是举世无双的。
三是万里海疆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屈辱史。
每一页都写满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留下的满目疮痍。
“大国海疆”无处不大。
您认为呢？
三作为纪实摄影最经常性的矛盾——记录与创造，其带给我的问题更是一个接一个，比如对海洋文化
遗存专题摄影的立场。
中国地方志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导李孝聪教授告诫我：“不管你用摄影还是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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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说海洋文化遗存时，要注意选题的取舍，要注意用对比法，表现出它们的不同之处。
记录才会有所意义。
”这使我如拨云见日，顿开茅塞。
大凡文化类的专题摄影，无不带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和富有历史责任感的现实意义。
为使这个专题摄影成为精彩与简约相结合的一种视觉审美活动，在精彩、简约之外又增添了情节，此
时的摄影，我希望成为人类理解世界、阅读海洋的一种简洁、生动而美丽的方式。
还有文字与摄影的关系问题。
几乎每个选题都是千字文，主要从历史记载、现场采访、文化感悟三个方面行文，作为专题摄影的背
景解说。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写作时遇到的困难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在整理文献资料、对中国海洋文化遗存的个案研究诸方面所做的工作严重不足，我以为这是专题摄
影者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古人云：“大惑大悟，小惑小悟。
”对一个事物的理解，正是以对它不断发问为手段的。
有了对中国海洋文化遗存的第一次系统地“发问”，可能就有了对其专题摄影深入理解的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大国海疆》的创作，至少会有这样一个功用：给读者一个提问和反驳的契机。
这也是笔者期待的事。
从2005年5月到2008年8月，不停地傍徨、不停地取舍、不停地行走拍摄，期间受到众多朋友的帮助与
鼓励。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太平洋协会会长、教授、原国家海洋局局长张登义先生，亲自为《大国海疆》赐
序，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中国海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陈士标先生、成晋豫副秘书长、海洋出版社总
编辑杨绥华先生、副总编辑石亚平老师，是《大国海疆》面世的直接推动者；国家海洋局和11个沿海
省市领导，青岛市啤酒节办公室首席顾问林醒愚先生、《中国海洋报》翟亚娜老师及同仁、《中国教
育报》高教部主编陈宝泉先生、《文汇报》国内新闻中心首席记者张良旺先生、《海洋世界》杂志社
执行主编屠强先生、《当代海军》杂志社执行主编曹学军先生，自始至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鼓励。
我的故乡，河北省迁安市著名企业家张瑞国先生、侯智珉先生为我完成万里海疆的拍摄和《大国海疆
》的出版，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南京玛雅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叶永青先生、设计师鲁宁先生
，为《大国海疆》设计倾注了大量心血：陈春东、唐洪森、郭守仁、刘中民、陈慧蓉、张嘉秋、仝开
健、邓生、张庆祥、付国宝、徐方成、琚源东、张建华、于汝滨、盛梅、李大钧、刘汛涛、王秀和诸
朋友是第一读者，屡屡不厌其烦指点迷津。
著名摄影家、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于惠通先生，经常向我传授摄影理念和经验，对我首次拍
摄大型专题摄影著作，起到了直接作用：著名书法家丁子同先生专门为《大国海疆》题字；著名篆刻
家韩炳辉先生为《大国海疆》篆刻书名。
在此深表感谢！
如果您认为《大国海疆》值得一读，是因为中国万里海疆自身的辉煌与沧桑。
而我，只不过把它照原样留在了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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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国海疆》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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