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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缘起 

从地球上看，厦门湾不过是我们所居住的蓝色星球上的一个小点，是东亚大

陆肚腹上的一个脐扣。这个离北回归线稍稍偏北的海湾，直面台湾海峡与澎湖列

岛，几乎位于中国南北海域的中间位置。这里也是每年的东北季风、西南季风以

及热带气旋的交汇地。 

说到厦门湾，不得不提及的是厦门作为岛屿、城市、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 

厦门原是福建东南沿海一个普通但却特别的小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九龙江

入海口，背靠漳州、泉州平原。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厦门成为令全国以

至世界瞩目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对于厦门及其周边地带所构成的厦门湾的发

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如何对这一以厦门为中心的地

区进行研究并有利于决策参考，也一直是本地政府关注的问题。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福建省政府就作出“大念山海经”的战略决策；进入

九十年代，福建省又作出“全面开发海上田园，加快水产事业发展”的战略部署；

1995年福建省提出了建设“海洋大省”的战略构想，力图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
1

厦门由此被摆在龙头的位置，进入快速发展期。 

2000年 11月，国务院批准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厦门作为东南沿海重

要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的性质定位，要求加快建设厦门枢纽港，完善

九龙江口港口体系，构筑以厦门港为始发点向大陆、海洋和全球全方位辐射的立

体交通网络。  

2001年 2月，厦门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提出推动厦

门城市形态和城市功能的转变，逐步实现由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的建设

思路。在“十五”期间构建“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海湾型城市框架；大力发

展航运业，从而确立厦门港作为沿海集装箱运输主枢纽港的地位。可以说“海湾

型城市”概念的提出，是对原有“海岛型城市”模式的突破，成为厦门迈进世界

海洋城市行列的一个过渡阶段。2002 年 2 月，厦门市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

                                                        
1赵鹏：《福建大念“山海经”》，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 4 月 13日。 



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政府在当年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推进海湾型城市建设，

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同时积极开辟新的国际航线和内航支线，大力发展中转业务，

形成有较强集聚效应的物流平台，加快构建厦门区域舶航运中心。2 

2004 年，着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产业竞争的大格局，以及福建省政

府的战略构想，厦门市提出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简称“海

西”）的目标，这正是省政府战略发展思路的继续和延伸。按照福建省政府的战

略意图，是要在海峡西岸形成了一个东临台湾，西接赣湘，北承长江三角洲、南

连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经济带，即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口都市带，以厦门、泉州为

中心的闽南金三角城市带。这两个城市带不仅可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板块实现

“对接”，同时还可向省内腹地和周边地区延伸。其中，位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

三角洲之间的厦门，可谓中国大陆沿海城市群与台湾海峡两岸城市群的过渡节点

和桥头堡。作为海湾型城市的厦门，可以充分发挥特区辐射作用，带动影响近及

金门、漳州、泉州、三明、龙岩等地，亦可依托腹地交通进一步辐射闽北、赣东

南、湘南、粤东南等地区，成为带动东南沿海发展的龙头城市。 

至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漳州的招银、后石、石码三个港区与厦门港已有东

渡、海沧、嵩屿、刘五店以及其它几个客运港区合并，统一称为厦门港。而厦门

市港务管理局则更名为厦门港口管理局，作为全厦门湾港口、航道以及水路运输

实施行政管理的交通主管部门。
32007年 3月 9日，“福建厦漳大桥有限公司”在

招商局漳州开发区举行创立大会，它标志着工程投资估算总金额为 30 亿元的厦

漳跨海大桥建设开始实质性运作。4厦漳跨海大桥是福建实施“海西”战略的重

要项目，北连厦门海沧投资区，南接招商局漳州开发区。其建成，将打破九龙江

的阻隔，极大地改善厦漳两地的交通条件，有利于整合厦门湾港口资源，推进厦

漳城市带一体化建设，加快厦门湾经济产业集群的建设发展。 

2010年 4月 26日，中国大陆第一条海底隧道──厦门翔安海底隧道建成通

车。这条全长 8.695公里的隧道，从厦门岛到达对岸翔安区的大陆端，比原来整

整节省了 82 分钟。此隧道成为厦门岛第五条出入岛外的交通要道，兼具公路和

城市道路双重功能，它的建成通车使厦门出入岛形成了陆、海、空全天候立体交

                                                        
2许路、吴岩松：《厦门海湾型城市与港口发展关系总论》，《中国港口》2002年第 11期。 
3 厦门港口管理局：《港口概况》，2006年 4 月 9日，http://www.portxiamen.com.cn。  
4 参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厦漳跨海大桥可望“9•8”前动建 》，2007年 3 月 10日，

http://www.fujian.gov.cn/html/20070310/993943.html。 

http://guko.chinajournal.net.cn/
http://cnki.lib.neau.edu.cn/tpi50/qk.aspx?year=2002&issue=11&pykm=GUKO
http://www.portxiamen.com.cn/
http://www.portxiamen.com.cn/
http://www.fujian.gov.cn/html/20070310/993943.html


通格局。5同一天，时速 250 公里的福（州）厦（门）铁路也正式开通运营。两

地铁路运行时间从原来中转绕行所需的 11 个小时缩短到 1.5 个小时。这是继温

（州）福（州）铁路后福建开通的第二条高速铁路。北起福州，经福清、莆田、

泉州、晋江，南达厦门。
6福厦高铁（也就是俗称的“动车”）的贯通，拉近了厦

门、漳州与泉州城市间的距离，使厦、漳、泉三地同城化有了实质性进展。 

2011年 7月 29日，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在厦门举行。

会议提出了涉及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基本公共服务、要素市场建设、产业融合

发展等 5个方面共 18个同城化重大项目。2012年 10月 10日，厦漳泉大都市区

同城化第二次党政联席会在漳州召开，审议并原则通过各有关事项。在首批 18

个同城化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上，又筛选确定了第二批 39 个同城化项目，其中

基础设施项目 14个、公共服务项目 16个、产业项目 9个。与第一批项目相比，

合作项目更多、范围更广、层次更高。
7只可惜，其后几年，三城因诉求不同造

成同城化的进展举步维艰。8不过就三地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融合的大趋势是

阻挡不了的。 

以上是各级地方政府从决策的角度来对厦门湾的发展所作的最新定位。从地

方政府的对厦门的城市发展设计来看，我们看到厦门区划的不断变迁及扩展，即

由岛中部分地区扩展至全岛，更扩至岛外；自 2000 年以来，更进一步向整个海

湾进行城市带整合的大辐射大拓展过程。 

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对于整个厦门湾的思考并非空

穴来风，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去考察，就能明白其最初肇始。从明代以来厦门及其

周边地带成长、发展的历程来看，厦门的发展过程也是与整个海湾的发展相辅相

成的。环厦门的周边地区，内联漳泉，外通四海，自古以来就“兴渔盐之利，行

舟楫之便”，成为著名的海上贸易聚集区，其中有以海外私人贸易闻名的月港，

有历史悠久的同安，还有同样积淀深厚的南安和晋江，它们与厦门的发展一起起

                                                        
5 参见百度百科：《厦门翔安海底隧道》，2014 年 7 月 5 日，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2356164.htm。 
6参见人民日报：《福厦高铁开通运营──运行时间从 11 小时缩短到 1.5 小时》，2010 年 04 月 27 日，见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0-04/27/nw.D110000renmrb_20100427_7-01.htm 
7参见人民网：《厦漳泉同城化进程再次提速  第二批 39 个项目敲定》，2012 年 10 月 11 日，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2-10-11/content_7208787.html 
8  参见福建日报：《厦漳泉同城化 3 年  3 城诉求不同进展举步维艰》，2014 年 11 月 16 日，

http://fj.qq.com/a/20141116/015659_all.htm#page1 

http://baike.baidu.com/view/2356164.htm


伏跌宕，见证了厦门的古今历史。厦、漳、泉三地，包括今日台湾当局管辖的金

门县，原本就是一相互紧密关联的生命共同体。 

以金门为例，其行政归属就曾在泉邑、同邑以及厦门之间来回数次。早在晋

代金门已有人烟，史载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闽观察使柳冕奏置万安监，

以滋养马匹地五处，金门即为其一。王审知在闽时编为泉州属邑，“凡山川海岛

不科征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岛居者始输纳户钞。至熙丰年间，始

立都图，为四都，统九图，属同安县绥德乡翔风里。嘉定十年（1217 年），真

德秀知泉州府，巡海滨、屯要害，尝经略料罗战船。咸淳间，复税弓丈量田亩，

给养马。元大德元年（1297 年），始建场征盐。
9元至正六年，置管勾司，后改

为司令司。明洪武元年，改为踏石司，旋改为盐课司。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

置金门守御千户所，以及峰上、官澚、田埔、陈坑四巡检司。清顺治三年（1646

年），为郑成功所据。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郑经所据。
10 

在职官设置上，明洪武间置烈屿巡检，康熙十九年，改驻同安石浔；官澳巡

检则在康熙十九年（1680 年）移驻踏石，乾隆十三年（1748 年）移马家巷。康

熙十九年（1680年）置仅次于提督的金门镇总兵官，雍正元年(1723年) 置浯洲

盐场大使，又置烈屿盐场大使，嘉庆七年（1802 年），并入浯洲场。雍正十二

年（1734 年），移同安县丞驻金门，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又移至灌口，又

以晋江县安海通判移驻金门；到四十五年又复置县丞；至乾隆四十年，又移通判

至马家巷（马巷），金门田赋归马巷分征。11同治七年（1868年），裁金门镇，

改置协镇副将以及中军都司。民国三年（1914 年），撤废清制，析厦门为思明

县，隶金门于思明，裁撤并废县丞，改设分治员。民国三年（1914 年）七月奉

准按金门岛原有区域置县，归厦门道管辖，为二等要缺。12 

再如历史上的台厦兵备道，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清廷在台湾设立台湾

                                                        
9 从近年有关学者如陈炳容、黄振良等人对金门族谱的研究来看，金门盐业生产的历史应该早于元代，可

以上溯至五代时期。参见郭哲铭：《金门乡土研究中谱牒资料运用情况略述》2011 年 6 月 10 日，

http://mtxsyl.com/mtxsyl/news_shows.aspx?NId=89f18555-14e5-4195-90b9-492bd0304911&TId=。 
10参见（清）林焜熿：《金门志•卷二•沿革》，台北大通书局民国 73年（1984年）版。 
11参见（清）林焜熿：《金门志•卷六•职官表•国朝职官》，台北大通书局民国 73年（1984年）版。 
12参见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牍·奏稿(六)》以及左树夔、刘敬：《金门县志•卷一•沿革》，民国十年(1921)

版。 

http://mtxsyl.com/mtxsyl/news_shows.aspx?NId=89f18555-14e5-4195-90b9-492bd0304911&TId=


府，又设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简称“台厦道”，兼理学政。由于台湾后来

发生“朱一贵事件”，所以在康熙六十年(1721 年)，清圣祖决定将台厦道的兵

备衔去掉，同时将原来隶属于台湾厦门道的绿营兵力分散到南、北两路防守，并

将战船拨归台湾镇总兵管理，故其正式称谓改为“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台厦

道所属范围，为清朝特殊的行政区划，行政区域地位介于省与府之间，台厦道隶

属福建管辖，地位略低于省的级别，但高于府（如泉州府或漳州府）的建制。至

雍正五年（1727 年），经福建总督高其倬奏请改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为福建分

巡台湾道，将福建兴泉道加上巡海道衔并移驻厦门，同时添设台湾府通判一员驻

澎湖，裁澎湖巡检一员。至此，结束了台厦同属一个行政区长达四十余年的历史。
13

从此，道署衙门从厦门移至台南，台湾与厦门地区分而治之。 

再来看几个厦门湾内民间互动维系的例子。 

时至今日，位于晋江安海镇和泉州市南安水头镇之间的安平桥上仍有一方特

殊的石刻，上书“浯洲屿颜达为考妣施此一间”，据《浯江颜氏族谱》考证，颜

达为浯洲颜氏三世祖九郎公，是金门颜氏开基祖颜必和的孙子，其父颜五郎为柳

州同知。浯江颜氏二十二世孙振凤曾记载：“九郎公讳达，五郎公次子也，住下

厝，葬坑东，婆葬庙林下，子三曰十六郎、十七郎、十八郎”。
14这说明早在宋

代建桥时已有金门的颜氏族人捐助修造。而且，据当地人称，建桥的石头来自金

门以及与南安和金门临近的大佰岛。15  

                                                        
13 参见《清实录·圣祖实录·卷 115》，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实录·圣祖实录·卷 297》，康熙六十

一年四月，以及《清实录·世宗实录·卷 53》，雍正五年二月，中华书局 1985年版。 

14孙振凤：《修浯江颜氏族谱序》，载《浯江颜氏族谱》，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 
15 据《延平故里志》记述，大佰岛东侧，有一大片露出地面的花岗岩白石，“长环全岛，宽达百丈，潮来

淹之，潮退裸矣，质地坚硬，适于采运。”安平桥上的石桥板，大部分是从大佰岛开采的。参见泉州历史网：

《安平桥》，2004 年 7 月 1 日，http://qzhnet.dnscn.cn/qzh99.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4%B8%80%E8%B2%B4%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9%8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BD%E7%9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BD%E7%9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5%88%86%E5%B7%A1%E5%8F%B0%E7%81%A3%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5%88%86%E5%B7%A1%E5%8F%B0%E7%81%A3%E9%81%93


             

图表 1 安平桥上石刻                           图表 2 安平桥 

2009 年，一方明朝泉籍将军的墓志铭现身厦门，有关专家解读这方据说出

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墓志，认为可资证明朝曾有泉州籍将军在鼓浪屿居家，

且在死后安葬于当地的史实。16 

 现存厦门湾的诸多族谱表明，因人口增加、灾祸战乱、婚姻维系或是经营

生意等诸多原因，明清两代不少家族在厦门湾之内互迁的案例不胜枚举，尤其以

金门、同安两地互迁为最。17 

例如金门陈氏，始祖陈福寿系唐代太子太傅陈邕的后裔。明嘉靖后期避倭患

迁居同安翔风里十二都浦尾村开基繁衍，自创灯号“浯浦”，意即由浯洲(金门)

迁入浦尾。其后陈氏在当地繁衍，形成多个房角，后代中有不少人移居海外，成

为各方翘楚。18 

                                                        
16 参见罗剑生、林达鑫：《明朝泉籍将军墓志铭现身厦门》，2009 年 6 月 17 日， 

http://news.artxun.com/yuping-1478-7389777.shtml。 
17参见陈金城：《古代金门同安之移民互迁》，2011 年 5 月 15 日，http://www.chens.org.cn/xs/news/?140.html。 
18中国近代文化奇人辜鸿铭本姓陈，是清代浦尾十二世祖之五世孙，属浦尾陈氏十六世“叔”字辈。辜鸿铭

的先祖名陈敦源，系清代乾隆间人，属浦尾十二世“敦”字辈，居尾厝角。其先世乃书香门第，小康之家，

不想传至敦源一代已家道中落。后敦源因酒后与人争执出了命案，举家南逃。直至抗战前，陈敦源后裔不

断以先祖之名号写信回浦尾寻亲认祖，村人才知其去向。原来陈敦源南逃后辗转到了马来亚吉打，成为当

地开辟蛮荒的华人前驱，且早于英国殖民者入侵马来半岛数十年。事过境迁，陈敦源因对自己的过错难以

释怀，遂改“陈”为“辜”，以示忏悔之情，从此子孙皆为辜姓。其子辜礼欢(列浦尾十三世“光”字辈)在马来吉

打州经商成功，被英殖民者任命为华人“甲必丹”(即侨领)，后迁居槟榔屿，任英殖民政府首届市议员。礼欢

生八男三女，次子辜安平(列浦尾十四世“世”字辈)自幼回国念书科举，中进士第，林则徐湖广、广东禁烟时

在其麾下为官，后奉调台湾，遂家于台，成为台湾辜姓的重要基祖之一(台湾企业家、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即

http://news.artxun.com/yuping-1478-7389777.shtml
http://www.chens.org.cn/xs/news/?140.html


再比如石塘谢氏族谱就记载了家族中有多人移居厦门湾各地、台湾以及海外

的历史，在后文中将会有详细叙述。  

至于从厦门湾分香到各处的神祇则带动了厦门湾、海峡两岸以至海外信仰方

面更多的互动。比如白礁、青礁的慈济宫，马巷的池王宫等等。 

正是由于历世历代，漳、泉两地与厦门的同呼吸共命运，托举起了整个厦门

湾地区，使得今日的海湾型城市以及海峡西岸中心城市的厦门由此得以构造。而

环顾整个海湾，各部分不仅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作用，在地理区域上相互毗邻，行

政归属上互相交错环叠，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文化上也相互

依承、影响，从最早的“海滨邹鲁”、“紫阳过化”，继之以枭雄群起，叱咤半璧，

到如今的才俊辈出，拼搏崛起，因此，从整个海湾的历史进程为根基，从大厦门

湾海洋主体去展拓出发，跳出现有的区域范畴，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这

一地域进行全面整体、多角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试图通过对整个厦门湾的周边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作一

回顾，对其变迁形态进行研究并作一展望，作为今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走向海洋、

走向世界的论证与参考，以期服务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本书以十九世纪中叶以前

的厦门湾的发展历程作为研究的时段，在空间上则以整个厦门湾为范围。 

第二节 学术研究背景 

一、学术回顾 

以往关于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在涉及本论题之初，有

必要对这一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及相关资料进行一番梳理。 

    国外关于厦门湾的资料记录较早出现于明代。欧洲方面，据杨国桢教授引用

葡萄牙官方文献的记载，葡萄牙商船在 1516年到达广州湾沿岸，1518年才首次

                                                                                                                                                               
其后裔)。长子辜国彩，曾任暹罗拿督，后随英国东印度公司要员莱佛士爵士的舰队开拓新加坡殖民地，成

为星洲华侨先驱。三子辜龙池，在吉打州任公职，获吉打苏丹赐授拿督勋衔。龙池生两子，长子辜紫云，

字岑云(列浦尾十五世“泽”字辈)在英商布郎的槟城牛汝莪橡胶园中任司理，与葡萄牙籍姑娘结婚，生有三子，

次子小汤生(Tomson，即辜鸿铭，列浦尾十六世“叔”字辈)于清咸丰七年(1857 年)出生于槟榔屿，后成为享

誉中外的文学奇才。参见陈金城、陈荣林：《辜氏鸿铭本姓陈 祖籍同安浦尾村》，2002 年 5 月 23 日，

http://www.fjql.org/qszl/xsyj6.htm。 

http://www.fjql.org/qszl/xsyj6.htm


来厦门湾沿岸的漳州(Chincheo)，并在漳州九龙江出海口的浯屿岛与漳州、泉州

商人进行交易，这种隐藏式贸易(Trade Under)时间长达 30年之久。因此漳州地

方与葡萄牙的海上交易应该始于正德十三年(1518 年)。葡萄牙人东来，在厦门

湾的浯屿建立了“居留地”，进行走私贸易。继之荷兰人窃取台湾，也以厦门为

主要贸易地。葡萄牙、荷兰文献和海图上的“Camcheo”、“chincheo(漳州)”即

指的是厦门湾；文献中集中记录荷兰与厦门湾关系的有《巴达维亚城日志》，《热

遮兰城日志》等。清代英国人东来，厦门湾也是其蓄意打开通商门户的目标之一，

相关的记录有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或译郭士立等）所著的《环中

国沿海三次航行，1831，1832及 1833，包括对暹罗、高丽和琉球群岛的观察》
19，

该书对包括厦门在内的中国南部沿海城市有一定的描述记录。当然，一些旅居厦

门湾沿岸的外国人也对本地区进行了较有系统的研究，不过大都集中于晚清至民

国，如荷兰人高延（De Groot）的《中国宗教体系》（1892-1910），
20美国归正会

传教士腓力普•威尔逊•毕(Philip Wilson Pitcher)所作的《厦门方志》21等等，

可资一定参考。 

东亚地区，明清以来有关厦门湾沿岸相关记录及研究的主要有日本学者，有

关论著如日本口岸官员记录的风闻信息汇编之《华夷变态》、另有川口长孺《台

湾割据志》、《台湾郑氏纪事》等。其中不少已被收入台湾学者收入《台湾文献丛

刊》中。此外，朝鲜李朝实录也提供了部分明清时期厦门湾的材料。 

当代国外其他学者在论文和著作中涉及厦门的也有不少，但对厦门进行专题

研究的当推新加坡学者吴振强。吴氏所著《厦门的兴起》，22主要是研究清初厦门

港的历史，对本书的写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吴振强在《厦门的兴起》中提到新

航路发现之後，亚洲贸易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大陆本土的影响。在书里谈到整个经

贸的改变，厦门整个腹地及其兴起的状况，他还关注到在城市中地方社会组织以

神庙为中心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应由士绅承担的道德与社会义务都由

商人承担起来，使得商人得以与官府、士绅的私交更为密切，以利其商务活动。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对本书也颇有启发，其《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

                                                        
19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 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20 J.J.De Groot.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six vols.), Leiden: E.J. Brill, 1892-1910. 
21 Rev. Philip Wilson Pitcher. In and About Amoy, Shanghai and Foochow：The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1910. 
22Ng Chin-Keong,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Kent Ridge, Singapore 
0511：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23一书，以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点，运

用国际经济圈的理论，分析论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的状况，兼及

亚洲经济圈与西欧美国经济圈的关系，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滨下武志的观点有

别于以往西方学者的“西方冲击论”，而是立足于东亚自身的立场，从中国和亚

洲内部的传统因素中寻找中国和亚洲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影响，较好地处理了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该书还探讨了这些近代以前的传统经济因素和经济圈对

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问题。该书在视野、理论和资料采用上都有较大的启发和

参考价值，对朝贡贸易以来的近现代中国与亚太经济圈和世界市场关系的研究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
24一

书则对明郑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也作了相应的评价。弗兰克作为当今世界最负盛

名的左派学者之一，对于东方世界相当推崇。透过弗兰克的视角，资本主义的合

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他实际上否认了“现代性”的存在，颠覆了西方社会

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弗兰克通过一种全球视野来审视当时的国际社会，从

而肯定亚洲的（尤其是中国的）价值观，认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十八世纪末工业

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中国和印度曾是当时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

而欧洲之所以最终在 19 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是因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

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得以

站在亚洲的肩膀上。 

    由于学界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思想，难免给亚洲研究带来不少单一视角的影

响。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将中国的海洋经济贸

易活动纳入东亚及世界的大潮中去分析，可以之为参照。 

国内关于厦门湾周边地区的资料较为分散，多见于针对某一地的研究，对于

整个厦门湾作整体研究的尚未有先例。部分研究成果集为文集或重新校注的方

志，例如，相关的方志如《漳州府志》、《海澄县志》、《龙溪县志》、《同安县志》、

《鹭江志》、《马巷厅志》、《厦门志》、《泉州府志》、《安海志》25、《安平志》校注

                                                        
23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4[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 
25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福建晋江《安海志》修编小组 1983年版。 



本 26，《金门志》27等；又有明清实录以及《宫中档案》、《福建沿海航务档案》、《历

代宝案》、《硃批奏折》，《皇朝文献通考》、《皇政政典类纂》、《清文献通考》等等。

不少文人才俊的著作以及相关材料也颇引人注目，如夏琳《闽海纪要》、阮旻锡

《海上闻见录》、郁永和《稗海记游》及《海上纪事》、施琅《靖海纪事》、徐怀

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台湾随笔》、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杨英《先王实录》、

张燮《东西洋考》、朱紈《甓余杂集》、胡宗宪《筹海图编》，司德福《闽政要领》，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蓝鼎元《鹿州初集》，徐继畬《退密斋文集》，黄叔

璥《台海使槎录》，江日升《台湾外纪》等。 

    相关本书研究的当代书籍也相当丰富，比如关于月港研究的《月港研究论文

集》
28、关于龙海的《龙溪风物志》29，《龙海文史资料》系列 30，《龙海文物》31，

《龙海县标准地名录》
32，《龙海县志》33等等。有关金门研究的书籍颇为丰富，

除传统的方志外，有台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金门学丛刊系列 34；又如《金

门蔡献臣研究》35、《金门史稿》36，金门县政府于 1992-2001年出版的《金门学》

丛刊系列等等。有关石井郑氏的研究，如《郑成功《历史研究》37，《郑成功研究

论文集》38、《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系列 39，《郑成功研究论丛》40，《郑成功研究

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41，《郑成功研究》42，《南明史》43以及有关的档案史料、

评传等。有关安海研究的著作如《安海港史研究》44，另有解放后编修的有关厦

门湾各地的文史资料系列，如《厦门文史资料》以及《同安文史资料》、《漳州文

史资料》、《泉州文史资料》，特别是 1959－1972年在台湾陆续出版的原台湾大学

                                                        
26 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安平志校注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0年版。 
27（清）林焜熿：《金门志》，台北大通书局民国 73年（1984年）版。 
28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月港研究论文集》，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福建省历

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 1983 年版。 
29 龙溪风物志编辑小组：《龙溪风物志》，《龙溪风物志》编辑小组 1980年版。 
3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龙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龙海文史资料》，1981-1995年版。 
31倪合福：《龙海文物》，香港联合出版社 1993 年版。 
32 龙海革命委员会：《龙海县标准地名录》，1980年版。 
33 黄剑岚主编，福建省龙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海县志》，东方出版社 1993年版。 
34台湾稻田出版有限公司的《金门学》丛刊系列丛书。 
35 张建胜：《金门蔡献臣研究》，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民国 93 年（2004年）版。 
36 谢重光等：《金门史稿》，鹭江出版社 1999 年版。 
37陈碧笙：《郑成功《历史研究》，九州出版社 2000年版。 
38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 
39 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1984年版。 
40 福建省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4年版。 
41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历史研究》室：《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42 方友义.郑成功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43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 
44安海港史研究编辑组：《安海港史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周宪文先生主持，由多位台湾史方家耗费十五年共同编辑的多达数百种的台湾文

献丛刊系列，从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此外，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以来有关闽南文化、厦门湾各地的文化丛书系列，涉及厦门湾海外移民等书籍

和资料也为本书提供了充实的资料来源。 

此外，厦门湾沿岸众多家族的族谱以及相关碑刻资料，可以说为本书的写作

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地方史资料。本书所引用之家族史资料，大部分为本人在整

个厦门湾沿岸市镇以及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访谈时所得。不少涉及地方史的碑刻

资料也为本人亲自搜集。 

本书的写作，受惠于恩师杨国桢教授及诸多同门前辈的系列海洋史研究，如

《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这些丛书中有不少涉及厦门湾，

对本书的写作颇有启发。杨先生对中国的海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可以说

提纲契领，高瞻远瞩，他为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划定了宏伟的蓝图，成为中国海

洋史系列研究总的指导原则。而本人的研究，也以此为纲。此外，厦门当地学者

的研究，如陈在正、颜立水等先生的宗族研究，何丙仲、郑振满先生关于厦门、

泉州地区的碑刻资料
45等亦为本人的研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参照。 

二、基本思路 

本书主要研究厦门及其周边海岸带如何崛起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厦门湾如

何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这也是陆地如何走向海洋的一个文化过程。对这一转

变的阐述应该涉及多方面，因此材料的获取和分析则相当关键。研究的难点在于，

厦门湾当地的民间材料，主要是能提供翔实资料的海洋社会资料很难获取，例如

族谱材料就不易搜集，所获者又有大部分没有关联或是不够信实，再有，对于文

本的解读会带有不同阅读者的偏好，所以理解中的歧义在所难免。此外，写作过

程中还发现，由于一些资料具有不可再生性，所以一旦遭到毁损，则无法挽救。 

由于本书研究的范围是厦门湾，而以往的历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多侧

重于某一方面，比如个别的城市，个别的专题，而对于海湾的整体研究则几乎是

一片空白。因此文章力图以当地史料为主，以历史为基础，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

进行厦门湾海洋文化的研究。这也是对整个海湾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

                                                        
45何丙仲：《厦门碑志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年版；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

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进行研究，探讨当地的家族如何从内陆走向海洋，如何向国内及国外移民，如何

发展海洋经济并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总结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初期的得失，作

为今天建设新厦门湾的借鉴与警示。 

从整个海湾来看，作为社会经济活动肇始的先锋——西海域的月港，应该是

本海湾最早兴起的地方。早在明代成化、弘治间（1465-1505 年），月港就已成

为闽南一大都会，自嘉靖三十年（1551 年）设置靖海馆，四十五年（1566 年）

设海澄县后，明朝廷又于隆庆元年（1567年）取消海禁，开设“洋市”。至万历

年间（1573-1620 年），月港的海外交通与贸易达到鼎盛。在此一时期，月港的

社会经济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不过，与宋元时期的泉州港相比，漳州的月港在此

时是以民间贸易为主。而进入十七世纪，由于荷兰殖民者称霸海上，不断搔扰我

国东南沿海。天启年间，先后侵占我国澎湖、台湾，又封锁九龙江，横行台湾，

掳掠我国沿海船只及人口，致使月港元气大伤，加之港道壅塞，日渐萧条。比之

月港，稍后有厦门湾东岸安海的崛起，同样也经历了一番兴衰沉浮。明末清初，

月港、安海等地成为郑成功与清朝争夺之地，当地贸易活动因战事也大受影响，

而郑成功又以厦门为中心开展海外贸易，厦门及其周边海港地位逐渐上升。至平

定郑氏，清朝廷又厉行“海禁”，实行“迁海”，九龙江以东皆为弃土，月港遭到

重大打击。这样，取而代之的便是港阔水深的厦门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

起，东西方经济贸易的交汇，文明的交接表现为经济上的互利与冲突。在此情境

下，由于当时的政治情境及自身的港口条件，厦门脱颖而出，超越月港、安海港

成为当时中国东、西洋贸易的主要港口。厦门的这种优势，在清初表现为福建的

通洋正口及台运的专门口岸中，一直主导对南洋和台湾的贸易，成为闽南及福建

的贸易中心。与其相应，也带动了周边地带港口渔村的发展。 

再有，厦门作为一个岛屿，其开发史就贯穿了海上交通和海洋捕捞以及一系

列的海洋经济贸易活动。唐代移民社会的繁衍，使厦门岛与闽南陆地的发展联为

一体。明代中叶以后，厦门以及周边地区成为移民台湾的主要迁出地。至明末清

初，厦门及其周边海湾地区在我国海洋经济史以及海外移民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

位。 

从海防史来看，宋元时期，厦门已初步确立其军港地位。明末清初，更成为

郑成功抗清、驱荷、统台的基地。其周边的不少渔港，如西海岸的马銮、同安湾



的刘五店、澳头等地，也同样兼为商港及军港。自明清以来，厦门湾沿岸各地不

仅抗击过倭寇，也抗击过荷兰、英国等侵略者，成为东南中国的海上长城。郑氏

时期对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的开拓，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对厦门湾进行了最

初的整合，也为现今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只可惜进入清代，这一整合未能

持续下去，由于受到了时局影响，产生了发展中的倒退。这也是今日厦门湾发展

中应引以为戒之处。 

不难看出，从整个厦门湾的发展来看，实际上依托的正是明末朝廷的局部对

外开放的背景。正是明末朝廷对月港的有限度的开放，使得月港成为厦门湾初期

发展的左翼，辅之以安海的发展，拓展了右翼；继之则为厦门岛的发展，成为引

导周边各港口发展的领头羊，托起了整个清代本地区的经济。 

本书力图通过考察厦门及其周边海港、渔村的发展历程，研究它们是如何从

传统走向现代，如何由陆地走向海洋；其传统与现代的磨合、国内与国际的交错，

在厦门湾是如何得以展现；同时探讨以往厦门湾发展的传统和经验，及其对当今

厦门湾现代化的进程有什么样的启示。 

本书研究方法以历史学方法为主，辅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力图做到在历

史资料的基础上，将历史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加以结合，本着历史学注重实证、

力求严谨的风格，发挥人类学着重田野调查、擅长乡约民俗的优势，力图从历史

人类学的角度，勾勒出整个海湾的走向现代化、走向海洋的发展风貌，并以此分

析出厦门湾海洋文化自身发展的特点，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本书作者在写作的数年中曾多次到厦门湾沿岸各地进行田野调查、访谈，搜

集了相当多第一手史料，拍摄了数千张相关图片，为了增强读者的感性认识，特

选用实地拍摄图片若干，书中图片除注明外均为作者所摄。 

（本文为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三卷，余丰著《厦门湾的崛起》

第一章绪论，人民出版社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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