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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二屆海峽兩岸海洋文化研討會由福建省海洋與漁業廳、福建省炎黃文化研

究會、福建省社會科學界聯合會、福建社會科學院聯合主辦，在福州西湖賓館舉

行，計有臺灣及中國福州、廈門、泉州、漳州等地學者及有關單位代表近百人參

加，發表海洋文化、歷史、經濟、產業、宗教、政策、觀光、海防等有關論文五

十八篇，筆者亦發表〈論臺灣保生大帝信仰中的海洋文化〉乙文，並與與會學者

對話討論，對於促進海峽兩岸海洋文化的學術交流，提升海洋文化的研究水準，

有明顯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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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中國與臺灣皆有漫長的海岸線，許多人民也居住在沿海地區，長期與海洋產

生互動，不論在經濟、產業、宗教及思想、性格上，都深受海洋影響，也蘊育出

豐富的海洋文化。然而，囿於傳統農業社會型態及保守的大陸文化性格，海洋文

化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直至近代西方勢力循著海路進入中國，才使有識者正

視到海洋的重要性，且隨著國際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海洋文化也成為海峽兩

岸所共同關注的課題。 
為推動海洋兩岸海洋文化的研究，發掘海洋文化的多元內涵與深層價值，福

建省炎黃文化研究會、福建省社會科學界聯合會、福建社會科學院聯合主辦本次

研討會，會議主題為「海洋文化與福建發展」，子題包括有海洋文化與海洋意識、

海洋文化傳統、海峽兩岸海洋文化等。本研討會於 2011 年 10月 28日至 29日在
福州西湖賓館舉行，計有臺灣及中國福州、廈門、泉州、漳州等地學者及有關單

位代表近百人參加，發表海洋文化、歷史、經濟、宗教、政策、觀光、海防等有

關論文六十餘篇，並有分組討論及報告，對於促進海峽兩岸海洋文化的學術交

流，提升海洋文化的研究水準，有明顯的助益。 
 

二、過程 
    2011 年 10 月 27 日由高雄搭乘班機直飛福州長樂機場，至機場後由本次研

討會承辦人員接送至福州市西湖賓館。福州市是福建省的省會，也是最大的城

市，自古文化教育即甚發達；近代則為中國最早開放通商口岸的五個城市之一，

又為中國船政、海軍的搖籃與發源地，在此舉辦海洋文化研討會甚具意義。 
    2011 年 10月 28日上午九時舉行開幕式。中國政協常委、港澳臺僑委員會

副主任陳明義，省政協副主席張帆，省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何少川、副會長陳榮

春、林逸以及兩岸專家學者等 140多人出席會議。何少川在代表主辦單位致辭中
說，這次研討會要深入貫徹落實科學發展觀，總結和交流文化研討的成果，進一

步推動海峽兩岸的海洋文化研究，促進兩岸經濟和社會發展。在闡述海洋文化豐

富內涵和個性特徵後，何少川指出，面對當前各方面的挑戰和機遇，從海洋文化

建設來看，我們應該培養和樹立三個意識：一是培養海洋意識；二是樹立海洋憂

患意識；三是樹立海洋超前意識。他希望通過多層次、多方位的研討，推動海峽

兩岸海洋文化研究更上一個臺階。陳明義作了題為〈維護海洋權益 加強海洋開

發〉的發言。他指出，21世紀是海洋世紀，國際上的海洋競爭主要表現在海權

競爭和海洋資源開發利用的競爭兩個方面。他在闡述海洋經濟的重要性之後指

出，「我們要像發展航太事業那樣推進海洋的探測與開發，研究制定在 2.5 億平

方公里海域上的拓展海權和加大開發的規劃，要維護中國 300 萬平方公里『藍色

海疆』的海洋權益，要加強在『藍色國土』上的開發利用，要加強對『藍色海疆』

的海域和島礁的綜合管理，推動兩岸在共同維護海疆權益和共同開發海洋資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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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合作。廈門大學教授楊國禎、臺灣大學教授魏萼等 20多位兩岸專家學者分

別在研討會上發言，就現代海洋價值觀與發展觀、海峽兩岸經濟關係架構、福建

海洋文化表現、閩文化中的海洋文化因素、福建海洋文化產生發展的態勢分析等

方面對海洋文化進行探討與交流。省海洋與漁業廳調研員陳思增也在會上就福建

的海洋發展規劃與開發利用情況作了介紹。 

    開幕式後舉行兩場論文發表，包括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的李金明教授發表

〈從水下考古發現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路的發展〉、福建師範大學社會歷史學院

教授發表〈明清時期福建海島開發與海洋權益〉、臺灣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管志明教授發表〈海疆、海洋文化與台南沿海區域環境〉、廈門大學歷史系主任

王日根發表〈清初治臺政策演變與兩岸貿易的互動〉、福建師範大學歷史科學學

院教授袁書琪發表〈媽祖文化時空演進與海峽旅遊深度開發的思考—以湄州島為
例〉等。筆者亦獲邀上台發表〈論臺灣保生大帝信仰中的海洋文化〉乙文，指出

明、清時期，保生大帝信仰隨著閩南移民傳入臺灣，有許多廟宇的香火是由先民

渡海攜來、航海者遺留或海中撈起者，信仰緣起即與海洋結下不解之緣。在台發

展的歷程中，又出現遷移河道、開排水路、平息風浪、創造漁獲等神跡傳說，也

成為漁民記憶風信氣候的象徵，並產生王醮、「刈水香」、「上白礁」等許多在海

邊舉行的祭典儀式，這都顯示保生大帝信仰中蘊含豐富的海洋文化，亦體現海洋

文化的流動性、開放性、冒險性、多元性與包涵性。拙文獲與會者熱烈迴響，有

多名學者提供寶貴意見，獲益良多。 
    2011 年 10 月 29 日舉行分組研討，分別由福建社科院歷史所徐曉望所長、

福建師範大學公管學院教授蘇振芳擔任分組召集人，各組就本次研討會各項議

題，進行更深入的討論與對話，也激盪出不小的火花。會後由各小組召集人在閉

幕式中提出彙整報告，最後由福建社會院副院長黎昕作研討會綜述，他歸納本研

討會聚焦在海洋文化的四個議題討論，一為深化海洋文化的基本內涵及其意義的

認識，二為如何維護海洋權益及加速海洋開發，三為海洋文化與經濟發展，四為

海洋文化的特性；總結本次研討會已獲致可觀的研究成果。 

    2010 年 10 月 30 日在福建省委黨校社會發展研究所林星教授的帶領下，參

觀福州著名的歷史街區「三坊七巷」。三坊七巷是福州市南後街兩旁從北到南依

次排列的十條坊巷的簡稱。向西三片稱「坊」，向東七條稱「巷」，自北而南依次

為：「三坊」衣錦坊、文儒坊、光祿坊，「七巷」楊橋巷、郎官巷、安民巷、黃巷、

塔巷、宮巷、吉庇巷。此街區是中國十大歷史文化名街之一，「三坊七巷－朱紫

坊建築群」為全國動點文物保護單位。三坊七巷地處福州市中心，總占地面積

38.35公頃，基本保留了唐宋的坊巷格局，保存較好的明清古建築計 159座，其
中包括全國重點保護單位 9處，省級文物保護單位 8處，被譽為「明清建築博物
館」、「城市裏坊制度的活化石」。三坊七巷中有許多中國近代名人的故居，共參

觀林則徐、沈葆楨、嚴復、林覺民、冰心等人的故居，也參觀由舊建物改造的福

建民俗博物館、福建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苑，對於福建地區的民俗文物及文化遺

產，有更深入的認識，也蒐集到許多珍貴的資料，作為個人在有關課程上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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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10 月 31 日上午揮別本次大會的工作人員，搭乘專車由福州市到長

樂機場，再搭乘飛機直達臺灣。 
 

三、心得 
    本次研討會由福建省炎黃文化研究會、福建省社會科學界聯合會、福建社會

科學院聯合主辦，各項議程及接待工作皆甚用心，所有與會者的食宿亦甚周到。

研討會地點位在福州西湖畔，西湖為當地具有歷史文化價值的景點，也是福州市

民休閒遊憩之處，在會議之餘到此遊歷，也對福州的歷史文化與常民生活有更深

入的了解。 
    本次研討會參與的學者來自臺灣及中國福州、廈門、泉州、漳州等地，共發

表五十八篇論文，討論至為熱烈。由於筆者長期投入臺灣民間信仰、地方風俗與

海洋文化的研究，也研讀不少大陸學者的相關著作，藉由此次研討會也得以與這

些學者齊聚一堂，交換研究的心得，收穫頗為豐富。過去對大陸學界的印象多流

於政治教條及意識形態，但這次在會中卻看到當地學者實事求是的討論，也對過

於誇大或口號式的研究提出反省與批評，顯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學術研究也擺

脫早期的框架，而漸趨嚴謹與客觀，值得肯定。 
    海洋文化是海峽兩岸共同的課題，臺灣有特有的地理環境，又形成與大陸地

不同的文化面貌，不論在歷史、經濟、產業、習俗、宗教、信仰、文學等，皆還

有許多開拓的空間，這有待海峽兩岸學者攜手努力，進行更多的學術合作與交流。 
 

四、建議事項 
    （一）海洋文化為海峽兩岸共同的課題，福建地區的許多學者皆投入研究，

也累積豐碩的研究成果；國內雖有海洋大學設立海洋文化研究所，也舉辦幾次海

洋文化研討會，但研究成果有限，實應更積極鼓勵歷史學、人類學、地理學、宗

教學等各個領域的學者投入研究。 
（二）本次除參加研討會外，也在當地學者的帶領之下，參觀了福州的歷史

街區「三坊七巷」，也蒐集到不少珍貴的資料，可作為未來研究與教學之用。建

議在參加研討會之外，也可多鼓勵國內學者與當地學者交流，並把握機會參訪當

地的歷史文化景點，將會有更大的收穫。 
（三）筆者參與本次研討會，除就研究論文與與會學者熱烈討論外，也認識

不少相關領域的學者，這對於自己未來學術研究的開展，有相當大的助益。這次

非常感謝學校補助部份旅費，讓筆者得以有機會前往參加，也建議能持續寬列本

項經費，鼓勵同仁踴躍參加國際研討會，以提升學術研究的水準。 
 
 

五、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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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讀論文 與廈門大學楊國楨教授（左二）合影 

分組研討 參訪三坊七巷 

研討會會場 開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