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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历史
与深海迷雾的寻踪之旅

在海洋权益变得越发重要的今天，

如何透过历史的维度重述海洋中国叙

事，便显得尤为重要。带着这样一个海

洋史命题，香港城市大学杨斌教授，作

为有着二十年海洋史研究经历的资深

学者，将他的研究焦点放在古代中国的

海洋活动，或者说海洋中国。而且，他

跨越东海、南海，将笔触直抵古代中国

扬帆深海的最远处——印度洋，凭借对

一手文献资料和现场出水文物的深入

研究，采用“船、物、事、人”的简明构架，

以及学理与掌故相互交融的通识笔法，

为读者渐次揭开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交

往的神秘面纱，开启了一次跨越历史与

深海迷雾的寻踪之旅。他所研究的成

果——《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

与世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近日，杨斌教授携本书，与北京大

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清华大学人文

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清

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

在北京某书店做了一场分享会。在书

中，杨斌教授跨越备受瞩目的东海、南

海，将叙述重心放到印度洋，探寻从两

汉至明清两千余年，中国与印度洋世界

密切交往的传奇历史。他特别强调，印

度洋是古代中国所能达到的最远航程、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目的地；也是当

代中国能源及航道安全的重大关切、

“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非常值得

研究。

与很多海洋史学者一样，杨斌的海

洋史研究也是从古代中国和东南亚的

交流往来开始，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

的视角从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逐渐扩

展为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关系。尤

其是在撰写《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

全球史》一书时，对海贝流通过程的研

究，让杨斌确认了海洋亚洲的整体性，

以及印度洋在古代中国海洋史论述中

的重要性。

提到海洋中国与海洋亚洲的整体

性关系，李伯重指出，全球史研究中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摆脱现代疆域概

念，《人海之间》为此做了很好的示范，

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地域、物产与人，

但彼此之间却有着深切的联系。宋念

申认为，《人海之间》打破了亚洲叙事

中的唯陆地论，以及陆地与海洋视角

的二元对立。

“草原和马”之外
还有“大海和船”

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的很长一

段时间里，中国人曾经踊跃参与亚洲海

洋的开拓与交流，海洋中国也一度成为

穿越南海和印度洋的中坚力量。在这

段长达1500年的关于“古代中国—印

度洋”的历史叙事中，潜藏着一条“人海

之间”的“人”的轨迹。前往印度洋的中

国商人则由北宋渐兴，南宋为盛，元代

因袭，明清寂灭。尤其苟安南方的南宋

王朝，更是重视海洋之利，大力倡导海

外贸易。中国海商往返印度洋与广州、

泉州之间，人数多则数千乃至上万。民

间贸易的发达，既可从泉州一号、南海

Ⅰ号两艘沉船的出水发现中管窥，也可

从“兼通番汉书”的泉州巨富王元懋的

行历中知晓。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

盛，中国的外交使节依托海船出访，与

印度洋诸国展开交流。这种官方主导

的外交活动始于唐代，盛于元代，航海

家亦黑迷失、杨庭璧、杨枢等人均为其

中代表。然而这一切都在郑和下西洋

后骤然弦断，再无续音。郑和下西洋的

盛举，尤其最后一次下西洋的细节，杨

斌在书中做了专章论述。令人遗憾的

是，以倾国之力宣威万国，以政治私利

操弄贸易，结果只能是一举两失，而后

又矫枉过正宣布海禁，凭空割断了与印

度洋的联系。

杨斌特别提到，“海洋中国”并不否

定“陆地中国”“草原中国”，而是把中国

放置于海洋世界中加以审视，更有助于

我们认识中国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譬

如，书中对于明清之际海洋中国的着墨

不多，却对评价不一的新清史学派的观

点构成了某种修正。如果说所谓的“新

清史”学派强调古代中国的“内亚性”，

即草原和马，那么《人海之间》则侧重描

绘古代中国的海洋性，即大海与船。

学术著作
也可以突破常规写得有趣

《人海之间》以“船”“物”“事”“人”

为主题，将全书分成四个章节，其中还

涉及不少颇有趣味性的历史点，千金难

买的龙涎香是怎么从印度洋漂洋而来，

海岛奇珍椰子对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有

着怎样的影响，唐宋时期的人们如何穿

越印度洋……

学术著作该如何平衡好专业知识

与可读性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在本次分享会上，大家谈到如何更好面

向公众进行严肃写作的话题。杨斌认

为，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非学术著作的

写作，都要秉持一个重要原则，即“对读

者友好”，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他也要求

自己尽量写得有趣。李伯重指出，《人

海之间》选取的“人、船、事、物”论述视

角，突破了常规史学套路，对海洋中国

做了非常全面的概述；同时举了很多鲜

为人知的生动事例，对社会大众来说具

有很强的可读性。宋念申认为，好的历

史著作既可以是很学术的，也可以是很

通俗的。《人海之间》中没有一个脚注，

但是它所引用的材料、透露的史观，站

在了今天的史学前沿；而全球史写作的

“社会学视角”，则带给读者超越传统历

史写作的新思考。周思成提到，《人海

之间》没有采用宏大叙事，而是选取了

很多很有意思的点，把这些点串联起

来，能够感受到这本书的温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出版社供图

9月19日下午，第二十届百花文学

奖在天津颁出。在颁出的7个类别奖

项中，“影视剧改编价值奖”仅有一位获

奖者——来自四川的作家骆平因长篇

小说《我用一生奔向你》获奖。著名作

家、《人世间》作者梁晓声为骆平颁奖。

骆平是四川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在

小说创作领域也成果丰硕。近些年来，

她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还涉足影视

剧，参与了电影《李雷与韩梅梅》《安妮

的邛海》等剧本创作，并在影视理论研

究中有若干成绩，实现了感性与理性交

织、不同媒介交融的丰富多彩的跨界融

合创作方式。

在长篇小说《我用一生奔向你》

中，骆平以自己出生和成长的高校校

园为背景，以70后的成长史和心灵史

为蓝图，书写了位于成都平原东边的

狮子山独有的地域风貌，描摹了不同

代际的高校知识分子众生相。该作品

在《小说月报》（原创版）刊发以后，单

行本以《野芙蓉》之名由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了多家影视公

司的广泛关注。包括导演欧阳奋强，

编剧张勇、苏晓苑、陈岚，演员雷佳音

等人纷纷推荐。

这次获得百花文学奖，站在领奖台

上，骆平说，在她心中，百花文学奖是一

个了不起的文学奖项，它一直颁发给国

内那些坚守在文学道路上的最优秀、最

顶尖的作家们，“那些获奖前辈，他们高

蹈洁净的文艺品格和深邃迷人的作品

一直在时光的长河里闪闪发光。站在

这个领奖台上，在过去十九届获奖作家

们的光芒照耀下，在这样一个充满美好

的文学魅力场域中，我倍感荣幸。这个

荣誉意味着，我必须以追求卓越、追寻

经典的精神，以超越过去的更多努力，

面对自己未来的写作，方能不辜负今日

这份沉甸甸的、无比珍贵的信任、认可

与鞭策。”

过去十余年，骆平聚焦高校题材进

行文学创作，极具典型性和辨识度。

2023年初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高

知女性系列之《过午不食》《半糖时刻》

一经面市，好评如潮，作家阿来、杨红

樱，评论家谢有顺、刘大先、张莉、毛尖

等给予盛赞。据悉，高知女性系列之三

《流年当归》凝视高校女博士的职场成

长之路，即将推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人海之间》：重述“海洋中国”叙事

聚焦高校题材和高知女性

四川作家骆平获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

长久以来，古代中国都被视为陆上帝国，中国的历史多被表述为大陆的历史。然而，古代中国和现在一样，东临太平洋，南俯
南海，有着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领土面积和3.2万公里的海岸线，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在悠久的中华文明史中，海洋

文明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自秦汉起便有无数中国人，或一心求法，或互通商贸，或官方交流，频繁往来于东海、南海，印度洋更是
成为古代中国海洋探索的最远处、最高峰。

《人海之间》分享会现场。

《人海之间》

《野芙蓉》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