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方面的海洋史人物如何利用海洋圈 

 

孫冬子 J. Travis Shutz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歷史系博士生／復旦大學歷史研究院博士生 

 

 

  研習營怎麼幫助我了解閩粵海洋史？答案有雙方面。在一方面，歷史客體在同

時可能代表長期的延續性而自己時代的特徵。要是我們考慮海洋網絡，那在南海一

號博物館、泉州灣古船陳列館、南越王宮博物館等，我們可見在國際港口里海商平

常交換胡椒、香、瓷器、金、銀等；反之雖然廣州還是重要的，泉州在 15 世紀中

地位衰退了。另一方面，學者需要了解歷史人物可能有多方面，而且應該考慮他們

如何利用此多方面，比如閩粵官僚怎麼利用地位為參加私人海洋貿易。文件討論這

兩個方面：先看不同時代的國際港口史，次說明我覺得三個海洋史人物（浦壽庚、

林道乾、陳芳）如何代表自己時代特徵而海洋活動的長期發展。 

 

地區國際港口 

 

  在研習營，我們考慮多時代、多國際港口；此包括宋元泉州、廣州，明代澳門、

月港，清代樟林、珠海。我們一邊見到國際港口興亡，在國內泉州、月港等，在國

外會安、平戶等，一邊發現國家海洋政策如何影響這樣的歷史過程。在宋元時代中，

政策提高海洋貿易，特別港口在明州（今寧波）、廣州與泉州。在明初期，國家建

造海禁政策（1371 年），不讓私人初海，但是國外使臣還是在那三座港口（廣州、

泉州、寧波）入國，向京都朝貢。在明成化八年 （1472 年），泉州市舶司閉門，在

福州被重建了。在 16 世紀中，港口網絡又轉變。在 16 世紀 30 年代中，政策讓海

商在珠江三角洲互市，然後在 50 年代，開始澳門廣州季節貿易，最後在 60 年代，

海商從漳州府海澄縣到東西洋（東南亞）可以參加季節貿易。在 16、17 世紀中，

這樣的“新興港口”出現，根據李慶新有三層級：國際性中心港口（澳門、馬尼

拉）、區域性中心港口（月港、大員、會安）與區域港口。清朝政府從 1684 年至

1757 年使用四口通商：廣州、福州、寧波與松江，而讓商人出海，但是它在乾隆

中期制定一口通商、公行通商制。在鴉片戰爭後，通商口岸發展了，但是商人又可

以出海，參加全球海洋貿易。這些例子為甚麼重要？它們顯示最近千年閩粵海洋

史、中華帝國中晚期海洋活動、海洋網絡與海洋圈怎麼轉變了，但是我們也應該記

得海洋史人物怎麼參加、影響、利用等這樣的海洋活動、海洋網絡、海洋圈等。 

 

多方面的海洋人物 

 



  在閩粵海洋史，可見好多歷史人物有多方面。歷史學者如何理解這些多方面？

最近哈佛大學漢學家宋怡明（Michael Szonyi）創造概念“管理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根據宋怡明，管理套利關注人物如何利用管理地位（regulatory position）

跟真實情形（real situation）的差異。我覺得管理套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海洋史人

物的多方面。在此部分，我使用管理套利，為了查三個閩粵海洋史人物（浦壽庚、

林道乾、陳芳）的多方面。 

 

  第一例子、浦壽庚（1205 年至 1290 年）在宋末元初泉州有很重要的地位。根

據宋朝政府的觀點，他是官泉州提舉市舶與招撫使，但是也是阿拉伯族、跟阿拉伯

海商有關係。是因為有這樣的多方面，他在蒙古帝國軍隊向南華來時很容易地成為

談判者。也可以說，浦壽庚的管理地位是官僚，但是真實情形是中間人。他利用差

異為參加元朝政府，任福建省左丞（1278 年）、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1284 年)。

第二例子、林道乾（16 世紀中後期）來自潮州，終究去過北大年。在明嘉隆萬時

代中，對明朝國家的觀點，林道乾是走私海盜首領。有的人就是無法海商、走私，

但是可以說，所謂的“海盜”真實情形是軍器技師。因此，逃亡北大年後（1570 年

代），林道乾利用技術為成為國王練兵者。第三例子、陳芳（1825 年至 1906 年）

是珠海人，但是去過夏威夷王國貿易。雖然浦壽庚沒出海，陳芳和浦壽庚有一點一

樣的，是因為他們真實情形都是中間人。陳芳的管理地位就是海商，但是在 1881

年他利用為成為清朝領事在夏威夷王國。 

 

  在看閩粵國際港口與海洋人物，我們可見中華海洋網絡、海洋圈有甚麼楊的長

期轉變。第一、浦壽庚代表宋元時代、在廣州、泉州向華的阿拉伯海商。是因為海

洋圈連通（看圖 1），浦壽庚沒出海，但是從東亞到印度洋世界可能參加海洋活動。

第二、林道乾代表明代出海活動；在濱下武志的海洋圈圖（圖 2，東北亞、東南亞），

可見當代走私海盜、海商活動地區。第三、陳芳代表 19、20 世紀華人全球海洋活

動。這三個例子也有多方面，國內的、國外的、合法的、無法的、國家的、社會的

等；可見海洋活動長期發展的多方面。 



 

圖 1“十三世紀世界體系的八道”，在 Janet L. 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89 年），

34 頁。 

 

 

圖 2 “海洋圈從東北亞到印度洋”，在 Hamashita Takeshi 濱下武志，《China, 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編輯 Linda Grove

與 Mark Selden（紐約市，Routledge，2008 年），89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