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厦门船舶工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厦门船舶工业>>

13位ISBN编号：9787561531808

10位ISBN编号：756153180X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厦门大学出版社

作者：洪卜仁 编

页数：15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厦门船舶工业>>

前言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由衷地赞美春天。
因为她充满生机和憧憬，带来的不仅仅是播种的怡悦，还常常伴随着收获的希冀。
　　在万木复苏、百花盛开、姹紫嫣红、春回大地的日子里，参加厦门市政协十一届一次全会的全体
新老政协委员，就是怀着一种播种与收获交织、怡悦与希冀并行的激情，迎来了2007年新春的第一份
礼物。
根据本届市政协主席会议的研究决定，由厦门市政协与我市文史工作者合作共同推出的（《厦门文史
丛书》“第一方阵”——《厦门名人故居》、《厦门电影百年》、（《厦门史地丛谈》、《厦门音乐
名家》等四种政协文史资料读物终于如期与大家见面了！
　　这无论在厦门政协文史资料发展历史上、还是在我市先进文化建设进程中，都是可圈可点、很有
意义的一件喜事。
为此，我首先代表厦门市政协，向直接、间接参与这套“丛书”的组织、策划、编撰、编辑、出版和
宣传工作而付出辛勤劳动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向为此提供宝贵支持的社会各界和热
心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新春佳节最美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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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朝中后叶的厦门，海上对外贸易相当发达，船舶修造业也随着兴起、发展。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方针是，真实准确、形象生动。
即经过文史专家的爬梳剔抉、斟酌考证，尽量选取第一手的“原生态”史料，从本市及其邻近相关区
域中所传承积淀下来的文化历史切入，以厦门市为重心、适当延伸至闽南地区，以近现代为主、当代
为辅，以厦门城市发展进程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人物事件为对象，通过“由近及远、由表及里、
标本兼顾、源流并述”的方式，尽可能采取可读性强的写法、并辅之于可以说明问题的历史照片或画
面，进行客观而传神的艺术再现。
    作者在本文的开头特别提到，春天是充满希望与憧憬的时节。
反复揣摩案头上还散发着阵阵醉人的油墨芳香近日问世的四种政协文史资料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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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厦门造船业的兴起　　同安梭船的兴起　　我国的海外交通，到中世纪其发展已达到鼎盛时期，
学术界常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北航高丽（朝鲜）、日本、南达东南亚、阿拉伯、《宋会要》记
载：“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力，兴贩牟利而已”，福建沿海
在对外开放贸易的潮流中，各地普遍建造海船，北宋《太平寰宇记》说：海舶是泉州、漳州的一项土
产，足见其生产的规模和地位。
　　早期的海舶，由于考虑安全和讲究气派等因素，倾向于大型化，典型的名船如宋徐竟奉使高丽的
客舟、神舟。
元马可？
波罗的刺桐海舶，特别是明郑和七下西洋乘坐的宝船，长44.4丈（125.65米），宽18丈（50.94米），已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大型化的结果，无论是建造，或是操驾航行，困难都是很大，明嘉靖年
间，俞大猷、戚继光以大福船抗倭，其“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舟自来矮小，如
我之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都人力，是以每每取胜”（《筹海图编》）
。
这是大型战船的威力，大福船的长度13丈（约30多米）。
明末清初郑成功以金、厦两岛为基地，拥有东南海域的制海权，所用战船主要是水艉船、赶缯船，长
度8—9丈（20多米），长宽比加大（接近4），关键是提高航行速度，郑成功船队挥师东渡，驱荷复台
以后的130年间，清兵建设的水师，基本上仍以水艉船和赶缯船为主战船，乾隆六十年（1795年）因实
用中感到“赶缯船笨重，驾驶不甚得力，改为同安梭船式”，并“奏请择其已届折造大修及将届折修
者，仿照同安梭船式，分别大小一、二、三等号，通省改造八十只”，到嘉庆四年（1799年）“复将
未改各船改造同安梭船”，至此全省都用同安梭船，“嘉庆十一年，巡抚温成惠奏，添造大横洋梭式
船”，即对渡台湾，“涉黑水洋，黑水南北流甚险，船则东西横渡”，具有抗风浪和海流的大型同安
梭船，还装备北方水师，“奉天金门营战船，闽、浙分造，福、泉二厂各一只，船系二号同安梭并彬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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