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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加林、王杰编著的《浙江海洋文化景观研究》通过对浙江海洋文化景观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调
研，提出了海洋文化景观的分类体系，并对浙江主要海洋文化景观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提出浙江海
洋文化景观资源的主要开发模式，对促进浙江海洋文化景观资源保护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浙江海洋文化景观研究，对探索延续与拓展地域海洋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新途径、探寻发掘提升
海洋旅游和文化产业品位的新方法、丰富文化景观的理论体系并拓展海洋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开
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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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加林，男，1973年生，浙江台州人，自然地理学博士，宁波大学城市科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
长期从事海岸带环境演变、资源开发与保护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后科学基金、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研究课题近20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SCI论文5篇；获
得市厅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10余项。
　　王杰，男，1987年生，浙江湖州人，2010年毕业于宁波大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在校
期间主要从事资源环境、城市地理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主持浙江省科技厅新苗计划和浙江省大学生
科技创新项目各1项，在各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7篇，获得校级以上科研奖励2项。
目前在宁波市规划局高新区分局从事规划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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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海洋文化景观的理论基础　　文化与景观有着本质联系，它们相互影响，文化塑造景观，
景观反映文化。
一方面，人们为了满足物质和精神等需要塑造了景观，并且随着人们对环境的认识能力和观念的变化
，景观不再单纯是一种自然综合体，而被人类注入了不同的文化色彩。
另一方面，景观既反映了不同地区人们最基本追求，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差异，也反映了人们利用自
然、改造自然的态度差异，以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的不同。
海洋是地球生命之源，海洋孕育了地球上最原始的生命。
人们在与海抗争，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
在认识海洋的漫长岁月里，人类通过创造和传承海洋文化，积累了无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因而也形
成了丰富的海洋文化景观。
海洋文化景观是人类将其智慧延伸到海洋区域，在与海抗争过程中形成的人类劳动与智慧的结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海洋文化景观从结构、形式到内容、格调等方面均打着时代的
烙印。
　　第一节文化与景观一、文化的概念文化作为文化学的中心概念和研究对象，它是人类在社会发展
的各个阶段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伴随着时代的脚步，人类生产劳动的能力不断发展，对于大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也不断增强，文化
的外延逐渐变得更为宽泛，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得以丰富。
历史上，人们对文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认识（戴代新和戴开宇，2009）。
　　文化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地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文化赋予不同的概念与内涵。
在汉语中，文化的意识至少可以前推至东周时期。
《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
”“天文”指的就是自然规律，“人文”指的就是社会道德规范。
意思是人类从自然、社会中获取文化，然后利用文化来驾驭、改造自然，教化世人（张善文，2001）
。
就词源而言，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
力。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王瑛和王天海，1992）。
晋人束广微《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揖、武功外悠。
”南齐文学家王融在其著名的《曲水诗序》中写：“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王国炎和汤忠钢，2003）。
文化分别与自然、武功、神理等对举，并引申出多种义项。
可见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
在古汉语中，文化就是以伦理道德教导世人，使人“发乎情止于礼”的意思。
然而，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化”一词则是一个外来词汇，相当于英语的“Culture”和德语的“Kultur
”，而这些词又来自拉丁语的“Cultura”，原义含有神明崇拜、耕种、练习、动植物培养及精神修养
等意思（王国炎和汤忠钢，2003）。
总体上而言，中国的“文化”偏重于精神方面，而西方的“文化”则更多地展现了逐渐由物质生产活
动引入精神生产活动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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