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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习营的主题是“闽粤•海洋”，“闽粤”与“海洋”对于生长于内陆求

学于江南的我来讲，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和遐想。研习营的活动范围南至广东省阳江

市海陵岛，北至福建省泉州市，中间经停珠海、中山、广州、汕头、厦门等地，前

后历时十余天，全程一千余公里，富有挑战且令人向往。擅长社会经济史和历史人

类学的“华南研究”大家齐聚，作为研习营的主讲老师，更让我对研习营充满了期

待。 

 

  因循着前辈的足迹，我们在淇澳岛、唐家、樟林、泉州等地的祠庙中，一睹前

人留下的碑文，近距离触摸与感知历史，阅读和理解古代闽粤沿海地区基层社会的

丰富多彩。船是闽粤海洋世界的重要交通工具，阳江海陵岛“南海一号”博物馆和

泉州海交史博物馆中，我们近距离感受了 700 多年前宋代的褔船，巧合的是“南

海一号”上装载着出自泉州附近德化窑、磁窑及浙江龙泉窑、景德镇等地的瓷器往

东南亚方向航行，而泉州古船则是载着东南亚的香料等物回航泉州港，一来一往的

两只宋代古船让我们领略了中国古代先进的造船工艺和繁荣的中外贸易。 

 

  研习营对我最大的触动并非认识和学习了“华南研究”田野调查的方法或近

距离感知了历史遗存的沧桑，而是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让我对海洋史研究有了更

深入的理解和认知。研习营的第一场讲座中，滨下武志老师提出了“海域世界”的

概念，包括“沿海地域”、“环海地区”和“连海都市”，我意识到自己对海洋的

探索仅仅处于“沿海地域”而已；戴丽娟老师的讲座使我认识到，海洋的世界从来

不是单一的，人们通过海洋的交流是如此丰富多彩；刘志伟老师和陈春声老师的讲

座让我理解了闽粤之滨港口城市的气韵不仅仅是帝国南疆的地位决定的，它们更

是南海海域与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节点。在闽粤的海洋世界里，没有国家、民族和

封建礼教的束缚，郑芝龙可以娶日本人为妻，陈芳可以娶夏威夷人为妻，沿海地区

的社会伦理秩序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动荡；各种宗教信仰可以和谐共处，天后、土地、

关公、三山国王等可以共生，甚至是连“亥爷”都能配祀于天后宫，基督教、伊斯

兰教、印度教等外来宗教亦可在此立足；海洋并非“畏途”，也不仅仅是一个交往

通道，更是一个沿海社会的互动平台，香山县淇澳岛九姓居民的沙田可以远在番禺

县，陈芳、孙眉等香山县人可以于香山、香港、澳门、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之间奔

走往来、安居乐业，樟林港的红头船可以北上江浙、辽东至朝鲜、日本，可以南下

至越南、泰国；闽粤沿海地区的建筑式样兼容并蓄、中西合璧，罗马式拱门可以与



中式古典花瓶柱栏杆结合，岭南民居普遍采用西方的“百叶窗”式的透气窗。在

“闽粤海洋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里不仅是中国海洋的重心，更是东亚

海洋世界的枢纽，将闽粤沿海地区置于整个东亚甚至是世界的范围来解读，呈现出

一个超越国家、民族、宗教的格局，加入地方社会族群等因素，从相对动态且更为

广阔的视野去理解海洋史，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最后，特别感谢主办单位诸位老师的辛勤付出，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学习交流平台，让我有机会结识众多良师益友，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希望研习营

能够隆隆日上，让更多的青年能够参与和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