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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国家海洋局主办的“建设和弘扬海洋文化研讨会”在京圆满结束，会上多为专家发表论文，其中《
要高度重视海洋文化的研究》、《海洋文化研究与海洋文化建设》《和平海洋：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
历史特性与道路抉择》等多篇论文入选了这本由国家海洋局委托海洋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中国海洋文
化论文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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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时代的发展须要注入新的时代元素，让历史传统的海洋文化为新时代的海洋事业服务，在继承中
创新发展，同时还必须吸收国外先进的海洋文化，体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把海洋文化建设更贴近时代的步伐，为海洋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一、正确把握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的关系经济与文化两者的关系我们首先来分析文化的界定：文化的
概念。
在中国古代，“文化”是文治与教化的意思，早在两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周易．贲》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是中国人论述“文化”的开始。
到西汉的刘向说：“凡武之光，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晋．束哲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唐代孔颖在解释周易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时认为：“圣人观察人
文，则诗书礼乐之谓。
”这实际上是说，人类的社会文化，主要是指艺术和礼仪风俗等上层建筑的那些东西。
古人对文化的概念的定性自汉唐时起一直影响到清代。
因此，顾炎武说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
”即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在西方对文化一词解释是。
在拉丁文中，它的意思是，耕种、居住、练习、注意。
法文的Culturc，也是栽培、种植之意，但又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培养。
它的意思不仅包含了从人的物质创造和人的精神创造的涵义。
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给“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说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
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在当代文化的定界是：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中国的《辞海》就采用了这种说法“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的总和。
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我们再来看海洋文化的一个界定，分析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之间的关系。
海洋文化的概念，在目前还存在多种表述，没有统一的概念，目前在各种学术报告、各学科论著中，
经初步统计有近十几种说法。
试列下面几种为例：第一种，李天平在《海洋文化的当代思考》一文中指出：“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海洋文化，其实也是地域文化，主要指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别具特色的文化。
同时，也包括台、港、澳地区以及海外众多华人区的文化”。
第二种，林彦举：《开拓海洋文化研究的思考》。
“海洋文化，顾名思义，一是海洋、一是文化，三是海洋与文化结合⋯⋯凡是滨海的地域，海陆相交
，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通过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内外往来，利用海
洋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与海洋密切相关的精神文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并逐步综
合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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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海洋文化论文选编》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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