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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曾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有过木秀于林的强盛时代，然而，自古以来，我国都不能
被称之为海洋强国。
在我国历史上，也曾有许多思想家和战略家认识到海洋之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
成书于公元前8世纪的《易经》就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了齐国卿相管仲提出的“惟官山海为可耳”的政策主张；战国时的韩非子在
总结治国经验时亦强调海洋管理的重要性，他提出“历心山海而国家富”的著名论断。
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
力常占优势。
”历史经验有力地证明了先人的预言。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个明显的轨迹就是由内陆走向海洋，由海洋走向世界，走向强盛。
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都是依靠发展海洋走上发达之路，海洋特别是港口都为其成功发展和
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人类的祖先早知道地球近3／4的面积是被海洋覆盖着，在茫茫星河中，我们栖居的行星是一
个蔚蓝色的“水球”，“地球”或许就不是我们栖居之所的名称了。
科考数据表明，覆盖地球表面的海洋面积为3．62亿平方千米，约占地球总面积的71％；体积约为13
．7亿立方千米，平均深度3800米，最深处超过10000米。
海洋深广若此，它为地球上99．5％的生物提供了陆地和淡水水域所能提供的300余倍的生存空间。
近代科学的发展使人类获得了地球实为“水球”的证据，但至今我们的目光仍然更多关注着脚下的土
地，思想里仍然缺乏一种理应建立的“水球”理念。
做《水经注》的中国古人郦道元早用前人之言概括出了“水球宣言”：“天一生水”，“天下之多者
水也”，“水之为德者大也”。
生命是水之“大德”。
“水球”上的海洋赋予星球以生命，抚育滋润它们，并帮助其中的一部分登上陆地环境。
也正是依靠“水球”之水创造的良好的水、气循环，人类这样的需氧生物才能得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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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诗意地栖息于地球，并对自然过程保持高度的敏感性。
人生存于大地，依赖于大地，从属于大地，这是人的生存之所在，人的存在之所在，人的根本之所在
。
因此，大地是万物之母，也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的立足之地，是人的持久根基。
人不是自然和大地的主宰，而应是自然和大地的维护者。
“栖息”主要不是居住下来，而是要看护并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空间，在这样的场所，其他事物能
够自己展现并健康成长。
“栖息”首先是拯救，是使其他存在物成为它们自己，完全展现它们自己。
因此，人应该接受大地的恩典，让所有事物“存在着”。
只有让事物存在，不毁坏和毁灭自然物，人才能从事物的存在中获得自己的存在，并与万物同在，建
立人在大地上的诗意般的居住。
也就是说，除非大家都获救，否则谁也不能得救。
故此，人类应该理性地摆正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人在大自然中所占据的并不是最重要的位置；大
自然启示给人类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只有适应地球，才能分享地球上的一切。
只有最适应地球的人，才能其乐融融地生存于其环境中。
人类诗意地栖息是精神的产物，它将把人类带向希望之乡。
　　《海洋公共伦理研究》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海洋资源环境经济系统优化研究”
中的一个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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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海洋公共伦理的时代意蕴　　海洋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人类生存的最后家园。
这原本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而人类却是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以后才开始认识到，并为此付出了巨
大的代价。
“生存还是毁灭？
”这确实是个问题。
倘若我们打算继续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唤醒潜藏在内心深层的自我意识，构建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新的生活方式，并用伦理、道德与法律的力量来维护这种和谐。
　　1.1　海洋世纪的伦理要求　　海洋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最后空间，海洋是
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必然会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
海洋能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开发利用海洋是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人口
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难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人类重返海洋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1.1.1　海洋价值的时代凸显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五洲的通道、资源的宝库。
海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兴衰。
古今中外的史实说明，凡大力发展海洋的国家，皆可国势走强，反之，则有可能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地
步。
综观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开放、向海的朝代则兴旺发达，闭关、内收则衰落挨打，海洋与中华
民族的统一、稳定、繁荣和昌盛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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