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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家园、航道与海疆意识：南海诗的特色流变及文化意蕴∗

刘 思 文

摘　 要：南海一直是我国交通、贸易和军事的重要通道。 历朝历代关涉南海的诗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
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自汉至唐，南海作为家园、航道、港口、海疆入诗，出现了一系列与南海相关的

专题诗作，奠定了南海诗创作的基础。 宋元诗坛开启关注中国大陆与南海及其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写

作传统，南海诗成为歌颂国家强大的文学范本，并被赋予国家统一的象征意涵。 明清时期，动荡的国内环境和严峻

的国际形势，促使海洋政策日趋保守，南海诗呈现忧患海疆安全与捍卫领海主权并存的新形态。 历朝历代的南海

诗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探索海洋、谋求幸福生活的艰辛过程，同时也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对于强化

国家海疆意识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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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生产、生活的家园，历
朝历代都被纳入中国管辖治理范围。 南海及其诸岛

自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历史事实还可以从历

朝历代诗歌中得到证实。 据今人编选的南海诗文集

统计，西汉至清末题咏南海的诗作近 ４５０ 首①。 当

然，这些仅是内容与南海密切相关的诗作数量。 若

考虑那些部分诗句提及南海的诗作，南海诗的数量

将更多。 目前学界对南海诗文的研究多关注南海历

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建筑等方面，文化

方面则鲜有涉及。 笔者在充分借鉴与利用已有文献

资料的基础上，尝试梳理历朝历代南海诗创作情况

与特色流变，揭示南海诗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蕴。
考虑南海地域时空的特殊性与历朝历代南海诗

的复杂性，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文章的研究对

象和范围做一简要说明。 本文主要选取以古代南海

地域及其沿线国家与中国大陆密切相关的人类活动

为表现主题的诗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又以整体关涉

南海、反映南海及其诸岛周边国家的历史、地理、政
治、经济、交通、风土等诗作为重点，同时也关注那些

局部书写南海及沿线人们生产活动的典型作品，尽
量使研究内容能够反映历朝历代南海诗之概貌。

一、自汉至唐：系列题咏与题材初具

南海是古中华文明传播的前沿地带，也是中西

方文化交流汇聚之地。 早在先秦时期，国家就设立

了渔官与舟牧，专管渔盐和海船，经南海向外的通道

初步成型。 秦汉时，军队中正式设置楼船水军，开辟

了从徐闻出发的海上贸易新航线。 魏晋以后，广州

成为南海贸易的起点。 隋唐时期，为了补充陆路贸

易之不足，朝廷重视开拓海路贸易，在沿海港口设立

市舶司，吸引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广州又跃升为第一

大港口。 从汉到唐，中国大陆与南海及其沿线国家

间的交流活动成为诗文题咏的素材，出现了一系列

相关的诗作，形成相对独立的题材门类，奠定了南海

诗创作的基础。
１．家园·神灵

人类的活动离不开海洋。 南海及其诸岛作为中

国人自古生活的家园， 自然成为诗人早期吟咏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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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南海航线最早的始发港是徐闻。 汉代民谚“徐
闻谚”：“欲拔贫，诣徐闻。”②如果想脱贫致富，就到

徐闻，足见当时港口之繁盛。 特别是汉代鼎盛时期，
这种繁盛吸引了南海地区及周边国家臣民的到来。
汉代扬雄《交州箴》记载：“稍稍受羁，遂臻黄支。 牵

来其犀，航海三万。”③西汉置交州刺史部，下辖南

海、合浦、交趾等七郡，是南海航道的第一站。 晋王

叔之《拟古诗》：“客从北方来，言欲到交趾。 远行无

他货，惟有风皇子。 百金我不欲，千金难为市。”④魏

晋至唐代，人们在南海地区的活动更加频繁，诗作中

开始提及以采珠、捕鱼为生的海人。 如唐代王建

《海人谣》：“海人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岁赋。”⑤

元稹《采珠行》：“海波无底珠沉海，采珠之人判死

采。”⑥《送岭南崔侍御》：“黄家贼用镩刀利，白水郎

行旱地稀。”⑦秦汉时，称水上居民为“鲛人”，隋唐

时改称“白水郎”。 他们以海为家，终年生活在海

上。 这些诗作提供了南海作为古人家园的生动场

景，也反映出南海早期的航贸情况。
与此同时，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南海也

成为古人建祠祭祀的对象。 隋文帝曾下诏于南海镇

建立南海神庙。 唐代不断提升南海庙祭祀规格，以
祈求神灵庇护。 韩愈有《海南神庙碑》：“册尊南海

神为广利王。 祝号祭式，与次俱升，因其故庙，易而

新之，在今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
木之湾。”⑧如果说唐代张籍《蛮中》中的“玉环穿耳

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⑨、元稹《采珠行》中的

“年年采珠珠避人，今年采珠由海神”⑩和高骈《南
海神祠》中的“此日征南将，安然渡万艘”带有个

体崇祀色彩，那么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中
的“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则反映出祭祀南海

神已成为一种民俗活动。 李群玉《凉公从叔春祭广

利王庙》中的“龙骧伐鼓下长川，直济云涛古庙前。
海客敛威惊火旆，天吴收浪避楼船。 阴灵迥作南溟

主，祀典高齐五岳肩。 从此华夷封域静，潜熏玉烛奉

尧年”，则通过描写祭祀海神之盛况，表达出南海

在古人心中的至高地位。
２．航道·旅程

秦汉时期，从广东徐闻、番禺、广州等港口经南

海到东南亚地区的航线逐步打通。 但受制于造船技

术和航海知识，这一时期航道范围主要集中在海南

岛西南、中南半岛以东的海域。 唐诗中的南海常常

是航道、旅程或驿站的象征，展现了古人航旅生活的

风貌。 这些诗中，既有描述海路艰辛的作品，如张说

《入海·其一》“乘桴入南海，海旷不可临”和杜荀

鹤《送人南游》“凡游南国者，未有不蹉跎。 到海路

难尽，挂帆人更多”等，也有歌颂凿山开海道的作

品，如裴铏《天威径新凿海派碑铭》“泄海成派，泛舟

不窄。 溟涨坦夷，得饷我师。 天道开泰，神威秉

持”，还有描绘南海通航环境的作品，如熊孺登

《寄安南马中丞》 “蕃客不须愁海路，波神今伏马将

军”、郑愚 《泛石岐海》 “台山初罢雾，岐海正分

流”。 这些诗作虽然不多，却可以说明即使在航海

条件差的汉唐时期，亦未能阻止人们探索南海的

脚步。
南海航道的拓展，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 古

人常因羁旅行役、赴任游历、访仙弘法，经南海航道

到中南半岛南越、交趾、交州、安南等地，这里也是中

国海上通往天竺的必经之地。 诗作对南海的书写也

随着人们的旅行路线而延展，唐诗中涌现了一批反

映南海行旅的作品。 从行客身份来看，这些南海诗

又可分为官员、文士、僧人三大类。 官员类诗文书写

的多是南海市舶贸易，如皮日休《吴中言怀寄南海

二同年》“铜鼓夜敲溪上月，布帆晴照海边霞”、陆
龟蒙《奉和袭美吴中言怀寄南海二同年》“城连虎踞

山图丽，路入龙编海舶遥”等；而文士、僧人类作品

既有表达送友离别的感伤之情，如杨衡《送王秀才

往安南》“君为蹈海客，客路谁谙悉”、陈光《送人

游交趾》“人间无别业，海外访知音”、翁承赞《送
人归觐南海》“舶经秋海见，角向晚城闻”等，也有

寄寓风尘客子旅思的作品，如杜审言《旅寓安南》
“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杨巨源《供奉定法师

归安南》“心到长安陌，交州后夜钟”、贾岛《送安

南惟鉴法师》“南海几回过，旧山临老归”和《送黄

知新归安南》 “地远路穿海，春归冬到家”、李洞

《送僧游南海》“春往海南边，秋闻半路蝉”等。
３．港口·商贸

南海航道的拓展延伸，带动了周边港口贸易的

发展。 汉唐时期，东南亚各国使臣或海商常由南海

入华，带来各种商品、人员和物资，吸引了旅居港口

的诗人的关注。 珍珠、水晶、珊瑚、琉璃、翡翠、香料、
象牙等商品不断在南海诗中提及。 与汉魏六朝相

比，唐诗中的这类描写已相当丰富。
一方面，海路入华的商品品种多、数量大，南海

对外贸易发达，这些在南海诗中得到充分展现。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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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咏水晶》“映物随颜色，含空无表里”、《咏
珊瑚》“绛树无花叶，非石亦非琼”、《咏琉璃》 “有
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 和王建《送郑权尚书南

海》“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 等歌咏水晶、珊
瑚、琉璃、香料、象牙等货品之作；也有张籍《昆仑

儿》“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施肩吾

《岛夷行》 “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
杜荀鹤《赠友人罢举赴交趾辟命》 “舶载海奴环硾

耳，象驼蛮女彩缠身”等，反映早期奴隶贸易之作；
还有张祜《送徐彦夫南迁》 “月上行虚市，风回望舶

船”、周繇《望海》“半浸中华岸，旁通异域船”等

概述海贸活动之作。 这些诗作让我们看到了南海沿

线港口商贸繁荣之景象。
另一方面，港口商贸的发展为诗人提供了观察

社会的窗口，沿线港口城市治理状况也成为南海诗

书写的重要内容。 如杜甫《自平》表达了对政治动

乱可能影响南海商贸发展的担忧：“自平宫中吕太

一，收珠南海千余日。 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戍干

戈密。”岑参《送张子尉南海》在朋友即将就任南

海县尉时进行告诫：“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

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风静鶢鶋去，官廉蚌蛤回。
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与皮日休《送李明府之

任海南》“五羊城在蜃楼边，墨绶垂腰正少年。 山静

不应闻屈鸟，草深从使翳贪泉”等，称赞廉官治下

的南海商贸氛围。 诗作中表达出的忧、诫、赞，从侧

面反映出唐代对南海贸易的重视。
４．海疆·贡赐

自秦以来，南海及其诸岛与中国大陆一直是密

不可分的整体。 汉唐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

优势，稳居东南亚、南亚国际关系核心位置，吸引了

中南半岛、南洋、印度次大陆国家从南海入华进贡，
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 这种朝贡关系是一种相对

稳定的政治交往形式。 言及朝贡方的诗作，往往散

发出一种国家自豪感，显示出汉唐对南海诸国之威

服。 其中既有沈佺期《度安海入龙编》 “越人遥捧

翟，汉将下看鸢”、韦应物《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

录事》“百国共臻凑，珍奇献京师”等介绍进贡物

品之作，也有如刘长卿《送韦赞善使岭南》 “岁贡随

重译，年芳遍四时”描述进贡使臣之作，还有刘禹

锡《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辄著微诚再有

长句，时蔡戎未弭，故见于篇末》“连天浪静长鲸息，
映日帆多宝舶来”、贯休《送友人之岭外》“金柱根

应动，风雷舶欲来”等描写进贡船舶之作。
当然，朝贡关系也是一种双向关系。 汉唐诗作

中也有一些书写赏赐方的诗作，但由于贡赐双方的

国力和地位有很大差距，书写赏赐方的诗作大都以

歌颂统治者的恩德为主。 例如，汉代扬雄《交州箴》
“大汉受命，中国兼该。 南海之宇，圣武是恢”颂

扬当世统治者之恩泽，唐代王若岩《试越裳贡白雉》
“作瑞兴周后，登歌美汉皇。 朝天资孝理，惠化且无

疆”、张乔《送朴充侍御归海东》 “惊波时失侣，举
火夜相招。 来往寻遗事，秦皇有断桥”则借古帝王

之行事称赞现世君王之圣德。 这些诗作在称颂的同

时，又洋溢着一种自豪感，体现出诗人内心的一种优

越感，反映出国家的富庶与强大。 如权德舆《送安

南裴都护》“怀来通此户，长养洽南熏”和元稹《和
乐天送 客 游 岭 南 二 十 韵 》 “ 冠 冕 中 华 客， 梯 航

异域臣”。
综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从汉早期民谚“徐闻

谚”、扬雄《交州箴》开始，就已出现关涉南海的相关

诗作。 魏晋至隋，朝代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关
注南海的诗作较少，吴隐之《酌贪泉诗》、王叔之《拟
古诗》和颜延之《应诏宴曲水作诗》等作品主要从一

个侧面歌咏南海。 入唐后，沈佺期以其《度安海入

龙编》开启了多维题咏南海的创作形式，全诗虽发

端于具体的渡海经历，但并未局限于此，而是追本溯

源，上溯至秦末赵佗建南越国、西汉设二郡辖南海、
东汉马援渡海征交趾、越人入华贡白雉等，成为较早

歌咏南海之名篇。 由此，真正意义上的“南海诗”出
现了。 那种认为“明清两代，南海诗才续续出，海韵

渔歌获嘉名”的观点，显然不符合事实。 之后，张
说《入海》、刘言史《送婆罗门归本国》、熊孺登《寄安

南马中丞》等均属此类作品。
至中晚唐，贯休的《南海晚望》不仅书写了南海

辽阔凶险的自然风光，还描摹了海上舟楫如鲫的繁

忙景象，并歌颂了统治者以德治南海之策，全面赋咏

了南海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形态，堪称南海诗之杰

构。 可见，“南海诗”作为一个专门的题材门类应不

早于唐中期。 唐末之后，出现一系列以南海及其沿

线地区人类活动为主题的诗作，它们已成为一类专

门的题咏诗。 唐代以后的南海诗题材表现、诗体运

用、书写角度等可能更丰富，但大体都在先唐南海诗

所开拓的范围内。 因此，从汉至唐奠定了南海诗创

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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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元时期：多元交流与大国气象

伴随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成熟，宋元时期商船远

航能力不断增强，形成了从南海经东海向黄海、渤海

延伸的海上交通线。 朝廷为增加财政税收，鼓励发

展海上贸易，进一步完善了市舶管理制度，改称提举

市舶司，增设明州、泉州市舶司，南海贸易进入鼎盛

时期。 这一时期的南海诗创作较汉唐有了明显进

步。 诗坛开启了关注中国大陆与南海及其周边国家

间交流的写作传统，南海诗成为歌颂国家强大的文

学范本。
首先，从诗作所涉范围来说，宋元时期的南海诗

全面反映了南海航道拓展、中外交流深入和经贸往

来频繁的实况，以及南海贸易带来的经济效益。
宋元时期，海上交通的改善，促进了区域人员流

动。 南海港口作为了解城市文化的窗口，其观海、祭
海名胜成为来往诗人吟咏的对象。 苏轼《浴日亭》
“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杨万里《南
海东庙浴日亭》 “日从若木梢头转，潮到占城国里

回”、方信儒《浴日亭》 “亭倚蓬莱几许高，下临无

地有惊涛”对广州珠江口的古浴日亭海景进行了

描述。 而苏轼《伏波将军庙碑铭》 “自此而南洗汝

胸，抚循民夷必清通”、杨万里《题南海东庙》 “南
来若不到东庙，西京未睹建章宫”、方信儒《南海

庙》“宫阙参差海上开，吐吞波浪起风雷”则主要

介绍了海外贸易重要史迹南海神庙的景况。 除此之

外，宋元诗还关注了海南古琼台、广州古越王台等观

海名胜风景地。 宋代丁谓《海》 “客槎如可泛，咫尺

是星河”和李光《琼台》“玉台孤耸出尘寰，碧瓦朱

甍缥缈间”反映出诗人对海洋的好奇。 元代许有

壬《登越台》书写了古越台视角下的磅礴海景：“黑
风鲸浪立，红气蜃楼开。”吕诚《番禺漫兴》则描写

了港口船舶穿梭的场面：“百年此地衣冠尽，五月南

风舶艑来。”

进入宋元后，中国大陆与南海周边国家间的交

流日益深入，这主要表现在使臣往来不绝、言语传译

增多、西方宗教传入、民俗融合共存四个方面。 反映

使臣往来的诗，如宋代王禹偁《送馆中王正言使交

趾》、陈刚中《交趾伪少保国相丁公文以诗饯行因次

韵》、元代王沂《送傅与砺佐使安南》等表达了对出

使海外朋友的祝愿。 描写言语传译的诗，如宋代余

靖《题庾岭三亭诗》 “城中绍祚千年圣，海外占风九

译人”、唐庚《送客之五羊》 “圆折明珠浦，旁行异

域书”、元代王尚志《暹国回使歌》“卉裳使者钱塘

客，能以朔译通南讹”阐述了传译在交流中的重要

性。 书写宗教传入的诗，如宋代郭祥正《同颍叔修

撰登蕃塔》 “礼佛诸蕃异，焚香与汉同”、陆游《占
城棕竹拄杖》 “参云气压葛陂龙，跨海来扶笠泽

翁”、元代杨学文《送海南僧》 “寺邻天竺国，钟落

海蛮船”等，记录了西方宗教传播情况。 表现民俗

融合的诗，如宋代方信儒《蕃人冢》介绍阿拉伯人在

广州建蕃冢： “目断苍茫三万里，千金虽在此生

休。”刘克庄《即事十首·其一》 “居人空巷出，去
赛海神祠”、《其二》 “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
元代贡奎《次王士容经历赋广东二十二韵》“整缔冬

亦尔，乘骄俗依然”等，展现了外商入华随俗的文

化融合。
宋元时期贸易往来频繁，除原有的番禺、广州港

外，海康、海口、泉州、福州等港口城市也加入南海始

发港和贸易港之列，促使这些城市迅速壮大，成为与

广州并列的贸易大港。 宋代张俞《广州》、陶弼《广
州》、秦观《海康书事》、刘克庄《（广州）城南》，元代

郭昂《客广州有怀》、贡奎《次王士容经历赋广东二

十二韵》 等，分别以 “巨舶通蕃国”、“外国衣装

盛”、“取具 船客”、“濒江多海物”、“朔风偏

喜过番船”、“富聚海南船”等描绘了港口贸易的

繁荣兴旺。 楼钥《送万耕道帅琼管》具有前瞻性地

指出海口的港口地位：“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径集

番禺东。 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威同。”南

海贸易的拓展，丰富了商品种类。 海外进口商品受

到人们的追捧，多次被写入诗中。 如宋代丁谓

《犀》、欧阳修《鹦鹉螺》、李纲《再赋孔雀鹦鹉》等描

写珍稀动物犀象、鹦鹉螺、孔雀、鹦鹉；程师孟《题共

乐亭》“千门日照珍珠市”、洪适《沉香浦》“炎区万

国侈奇香”，元代谢宗可《龙涎香》“瀛岛蟠龙玉吐

涎”、陈谟 《海渔公子为宋昌裔作》 “珊瑚入网

高”等，歌咏珍珠、香料、珊瑚；丘浚《赠五羊太守》
描写奴隶贸易的情况：“碧睛蛮婢头蒙布，黑面胡儿

耳带环。”

其次，从诗作表现主题来看，宋元时期的南海诗

揭示了士人面对海疆牵系经贸发展与国家形象时所

表现出的担当与情怀。
为适应与南海周边诸国交流的需要，宋元时期

在广州、明州、泉州等港口设置了专门的海上贸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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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它们在诗作中多有体现。 如宋代曾几《广
南韩公圭琏舶使致龙涎香三种，数珠一串赠》、洪适

《海山楼》，元代郭昂《水站亭供给海船》、潘纯《送顾

仲父赴广东市舶提举》等，分别对市舶司、海山楼、
站赤等机构作了介绍。 这些机构官员的工作牵涉大

量财物，加之他们又是朝廷形象的代表，因此其官风

一直是诗人关注的焦点。 “南宋四大名臣”之一李

光《阜通阁》谈及南海贸易时强调，要推动海贸经济

发展，就要先除去国家蛀虫：“千帆不隔云中树，万
货来从徼外舟。 富国要先除国蠹，利民须急去民

蟊。”他强调以官廉推动海外贸易发展，这也成为

此后诗作歌咏的一大主题。 如洪适《海山楼》直接

表达了官廉的重要性：“须信官廉蚌蛤回，望中山积

皆奇货。”刘克庄《兼舶》 “而今更遣兼琛节，羞写

冰衔寄故人”、李昴英《送舶使孙叔谐东归》“万宝

集登天子库，诸蛮遮润海山楼”、元代潘纯《送顾

仲父赴广东市舶提举》“合浦明珠久不还，使君风釆

动群蛮”等，则分别从官员个体和海商群体的角度

阐述了官廉的影响。
正是由于朝廷和地方的重视，宋元时期南海贸

易取得长足的发展，涌现了一批歌颂国家强大之作。
它们延续了前代此类作品的艺术风格，同时在表达

上又各有侧重。 宋诗主要书写远洋古国入贡情况。
夏竦《进和御制占城国贡师子诗表》记叙中南半岛

古国由南海入华朝贡：“懿文德以经天，靡圣风而柔

远”，刘敞《客有遗予注辇鹦鹉，素服黄冠，语音甚

清慧，此国在海西，距中州四十一万里，舟行半道，过
西王母，三年乃达番禺也》描写印度半岛古国跨越

重洋进贡鹦鹉：“素质宜姑射，黄冠即羽民。”这些

诗歌中所描写的远洋古国朝贡是四夷宾服的表现，
也是国家强大的反映。

与宋诗不同，元代作为中国疆域最大的王朝，其
关涉南海的诗歌表现的多是大一统思想。 如马臻

《题画海南入责天马图》 “九夷入贡宾来服，画出犹

能骇人目”、陈樵《海人谣》 “九译来朝万里天，北
风不动琅玕死”。 贡赋往来促进了民族交往，也有

利于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正如元后期诗人王尚志

《暹国回使歌》所述：“先皇在位历五载，风清孤屿无

扬波。 方今圣人沾德化，继进壤贡朝鸾和。”上述

宋元诗作中，南海被不同程度地赋予了国家统一的

象征意涵，对于推动国家意识的朦胧觉醒有重要的

文化价值和意义。

三、明清时代：海疆忧患与捍卫主权

与宋元政府鼓励对外贸易的海洋政策相比，明
清两朝整体上趋向保守。 明初，受陆权思想的影响，
朝廷虽于宁波、泉州、广州等港口设置了市舶司专管

海上贸易，并有郑和下西洋和“广州—拉丁美洲航

线”开拓等外向性交流，但伴随倭寇、海盗与西方殖

民者的不断侵扰，为保障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
统治者开始摒弃较为开放的朝贡贸易形式，采用日

趋严酷的禁海、迁海政策，并颁布《开海征税则例》
《防范夷商规定》等法规，使原本繁荣的沿海港口与

南海贸易大受影响。 与此同时，因沿海商品经济的

发展与海上贸易一体化趋势的不可阻逆，渐趋壮大

的海上民间商业力量为了经贸利益常与朝廷政策

周旋。
明清时期保守、严酷的海洋政策影响了南海及

其周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诗坛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诗坛对汉唐以来南海

诗的主旨、题材与表现手法多有承继，对南海的关注

度与创作量均有很大的提高，仅清代南海诗就有

２６０ 首，分别是汉唐、宋元南海诗总量的 ５ 倍、２ 倍

多。 同时，由于倭寇、海盗、土匪等入侵扰袭，明中后

期南海诗中开始表现忧患海疆安全与捍卫领海主权

的一面。 这是民族忧患意识与疆域主权意识并存状

态下产生的一种新特点，它赋予南海诗深刻的思想

性与现实性。 与前代的南海诗相比，明清时期的诗

作呈现出以下特色。
１．描绘的生活图景更丰富

海路交通的延伸与拓展，增进了东西方商贸往

来，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对明清经济、社会、
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反映到诗文书写中，就
表现为文人对南海及其周边国家人们生活的描绘更

加全面细致。 除明代汪广洋《岭南杂咏》“阇婆真蜡

船收澳，知是来朝起飓风”与清代潘有度《西洋杂

咏》“祈风日日钟声急，千里梯航瞬息回”等一些

综合性书写外，还出现诸多针对某类具体活动、事物

或问题的专题题咏，大致可分为写景、记行、咏物、赠
答、颂德五大类。

写景类，如明代湛若水《游海珠寺》、伦以训《游
灵洲山》、何维柏《游五仙观》、孙勋《登粤秀山》、汤
显祖《宿浴日亭因出小浪望海》，清代黎遂球《春望

篇》、屈大均《观海》、释大汕《虎门望海》、成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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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洋台》、廖燕《九日登镇海楼》、窦光鼐《登越秀

山》、陈官《望濠镜澳》、李文藻《莲花峰观海》、林伯

桐《黄木湾观海》、何健《海岛回澜》、简嵩培《登浴日

亭再步苏韵》、郑颢若《登五层楼望海》。
记行类，如明代朱元璋《闻人岭南郊行》、张和

《送行人刘谕使满剌加》、罗颀《送下洋客》、吴宽《送
林克冲给事使暹罗》、何景明《送宗鲁使安南》、汤显

祖《看番禺人入真腊》 《香岙逢贾胡》，清代王铎《过
访道未汤先生亭上登览闻海外诸奇》、丁耀亢《同张

尚书过天主堂访西儒汤道味太常》、梁佩兰《送人入

安南》、陈恭尹《乙亥元日送石公泛海之交趾说法》、
释大汕《初抵大越国》、成鹫《送高二尹伴贡入京》、
劳之辩《同满汉榷部巡历濠镜澳》、黄任 《珠江夜

泊》、陈官《贡象行》、胡其砥《晚泊海光寺分赋》、潘
有原《海船行》、曾望颜《洋舶早发》、李宗瀛《送邹石

生之广州》。
咏物类，如明代陈登《应制赋白象》、王佐《波罗

蜜》、郭棐《波罗树》、汤显祖《香山验香所采香口

号》，清代林古度《观大西洋自鸣钟刻漏》、马之骦

《西洋火器》、岑征《素馨花》、屈大均《玻璃镜》、陈
恭尹《题西洋画》、彭孙遹《西洋琥珀酒船歌》、徐乾

学《西洋镜箱》、王士禛《荷兰四马》、宋荦《大食索耳

茶杯》《番菊》 《洋山茶》、田雯《贡狮子应制》、汪森

《香槎歌》、吴暻《水匮歌》、蕴端《西洋四境诗》、汪
后来《火浣布》、马振垣《红毛酒歌》、罗天尺《大龙

篇》《观贡鸡歌》、陶元藻《西洋镜屏》、蒋士铨《泰西

画》、阮元《同人分咏远物得红毛时辰表》、许宗彦

《鼻烟》、陈初田《咏鼻烟》。
赠答类，如明代高启《谢友人惠兜罗被歌》、王

恭《海上仙槎赠丘二之儋州长史》、杨一清《赠林黄

门》、李日华《赠利玛窦》、韩上桂《广州行呈方伯胡

公》，清代法海《拟南海神答查悔馀先生谒庙诗》、汪
后来《答日南国王鄚君见寄》、冯敏昌《镇海楼示季

子作》。
颂德类，如明代朱元璋《念以宁涉江海》、朱棣

《满剌加镇国山诗》、祝允明《海珠寺送黄提刑》，清
代查慎行《谒南海神庙》、杜臻《香山澳》、陈恭尹《铙
歌》、西密扬阿《妈祖阁》、王文诰《长牧庵制府带同

荷兰国贡使诣海幢寺接诏恭纪》、乐钧《岭南乐府》、
袁嘉言 《赤湾谒天后庙》、仪克中 《昔游诗效姜

白石》。
综合类，如明代汪广洋《岭南杂咏》、田汝成《广

州竹枝词》、孙蕡《广州歌》，清代尤侗《佛郎机竹枝

词》《荷兰竹枝词》 《古里竹枝词》、王士禛《广州竹

枝》、王时宪《广州竹枝》、赵侗敩《羊城竹枝词》、庄
肇奎《岭南杂咏》、陈官《澳门竹枝词》、李调元《南海

竹枝词》、张臣《竹枝词》、潘有度《西洋杂咏》、钟启

韶《澳门杂诗》。
上面所列仅是明清南海诗中的一部分，但却足

以反映南海诗在明清时期题材范围显著扩大。 与侧

重书写经贸往来和大国气象的宋元诗不同，这些诗

作侧重关注南海及其周边国家人们的日常生活，因
而诗作内容更为具体、丰富。 具体来说，一是咏物类

诗更丰富，所咏对象不仅有前代所提到的珍珠、翡
翠、水晶、珊瑚、琉璃、香料、象牙等珍稀物品，还有自

鸣钟、火器、西洋画、西洋镜箱、西洋镜屏、时辰表、琥
珀酒船、索耳茶杯、鼻烟等工艺品，说明这一时期国

内市场对海外商品需求进一步扩大。 二是人们的行

迹地更广，名胜游览地从南海庙、浴日亭、越台、琼
台，扩展至海珠寺、五仙观、镇海楼、灵洲山、越秀山、
黄木湾；贸易港口则在原有的广州、海口、泉州、福州

的基础上，增加了香山澳、澳门（“濠镜澳”）和虎门，
反映出港口经济更加活跃。 如李调元《南海竹枝词

十首·其二》：“自是繁华地不同，鱼鳞万户海城

中。”《其十三》：“奇珍大半出西洋，番舶归时亦置

装。”这些诗作从侧面反映出南海航道延伸与朝贡

贸易发展对中国沿海及内陆百姓生活的影响。
２．反映社会题材更深刻

明清时期，朝廷推行的严酷的禁海、迁海政策，
打破了渔民“以海为田”的传统，切断了滨海居民赖

以谋生的途径，激发了渔民、海商与官府之间的矛

盾。 在这种大背景下，南海诗描写的内容逐渐由书

写对外贸易与交流转向描写南海民生疾苦、关注海

上贸易中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命运。 这对较少关注普

通商人与百姓的前代南海诗而言，是很好的补充与

发展。 这些诗作不仅表达出对底层百姓的同情，同
时也揭露出海疆官吏横行不法，致使弱势群体利益

受损的状况。 如明代黎民表在诗歌中控诉官员蛮横

抢掠海船、杀害商人的现象：“红旗五丈画蚩尤，海
艚掠尽行商死。 庙堂肉食运权谋，刀尺纷纷搔狱

市。”肆意掠夺使南海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并直接

导致“农夫夙夜忧不饱”、“昔日十家空九室”，
凸显“只有萁豆相熬煎”的社会矛盾，揭示出“四
方郡国皆太平，唯有粤南多战争”的真相，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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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疾苦的主题表达。 还有诗作直接揭露出官员纵

容下的特殊矛盾。 如明代李东阳《送罗大理大常擢

广东佥宪》“即看万里澄清地，野虎城豺浪作群”、
孙勋《登粤秀山》 “淳朴旧怜吾土胜，未堪群盗日纵

横”、清代陈王猷《泊广州城下作》“力竭东南难总

货，饥驱盗贼漫丛奸”等揭示了海盗袭民乱象。 有

的诗作强调要重视海疆百姓安全，如法海《拟南海

神答查悔馀先生谒庙诗》：“盐法榷法不可问，山盗

洋盗 争 强 梁。 职 守 一 方 司 民 命， 安 敢 坐 视 苍

生殃。”

３．表现主题思想更突出

入清后，以英国、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方

列强，为打开海外市场，扩大商品贸易量，加大了对

南海地区的经济掠夺，贻害无穷的鸦片也随之输入

中国。 因此，抵制西方列强的掠夺与入侵，成为这一

时期朝廷的一项重要任务。 尽管此前南海诗中也有

反映倭寇、海盗、土匪侵扰海疆之事，但其数量与影

响远不及清代。 清代的南海诗真正达到对西方列强

行为的见微知著与预先警示，体现了诗人的忧患意

识与疆域主权意识。 清初爱国诗人屈大均察觉到澳

门租居者佛郎机的野心，在《澳门》一诗中提醒朝廷

“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和“筑城形势固，全粤

有余忧”。 后来，他又在《白鹅潭眺望》 《廉州杂

诗》中提醒朝廷要守住海疆的重要港口：“舶口至今

蠔镜失，西洋端恐有阴谋”、“赤子兵频弄，红夷舶

恐来”。 与此类似的诗作还有程廷祚 《忧西夷

篇》、李黼平《防海》、汪仲洋《杂感》等，它们揭穿了

列强自由贸易下的谎言。 与此同时，南海诗史上未

曾出现过的警示类诗作也多了起来。 如夏之蓉《澳
门》“寄言防御使，播德作威令”、彭昭麟《澳门纪

事》“夷贪其得间，地沃必争趋”、赵翼《番舶》 “怀
柔固在绥，瑕衅亦须防”。

更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南海诗并未局限于警示

与忧患，而是较多地反映出对列强侵夺意图的理性

分析与积极应对，表达出诗人对国家主权与民族命

运的深切关注。 如罗天尺《鸦片诗呈锦州高明府》、
程恩泽《粤东杂感》、袁翼《鬼子街》、张际亮《浴日

亭》分别以“岛夷有物名鸦片”、“天生灵草阿芙

蓉”、“请君夜吸相思膏”、“毒土换黄金”指出

鸦片对人体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危害。 陈春晓《夷船

来》则提醒人们认清列强输送鸦片的阴谋：“下至厮

隶工伎役，不能一日无烟吸。 人海迷茫齐溺沉，包藏

谁识夷心黑？”他认为，鸦片贸易导致“数十年来

亿万计，欲壑无穷贩成例”，必须严惩才可解除其

危害：“奸夷化外只图利，严刑乃可除浇风。 吸食者

斩罪 无 赦， 庶 几 不 堕 彼 术 中。” 道 光 十 八 年

（１８３８），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奏请朝廷查禁

鸦片：“销残海气空尘瘴，听彻潮声自雨风”，由此

拉开禁烟运动的序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泛

滥的趋势。 后来，虽因各种原因禁烟未能实现林则

徐所设想的 “蛮烟一扫海如镜， 清风长此留炎

州”，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唤醒了广大民众的爱国

热情，使有识之士的国家意识更加强烈。

四、南海诗的文化意蕴

概言之，南海是我国交通、贸易和军事的重要通

道。 从先秦时期的渔官、舟牧到隋唐时期的市舶司、
提举司；从汉代南海航线始发地徐闻港到明清时期

的宁波、泉州、广州、虎门、澳门和海口等多个大海

港，南海及其诸岛一直与中国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
受国内外时局影响，宋元以后的海洋政策虽然逐渐

趋于保守，但并未阻止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岛及其周

边国家间的交流。 这些沟通与联系，可从历朝历代

与南海相关的诗作中找到根据。 历代南海诗记载了

中华民族的海疆经略进程，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

遗产。
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捍卫国家领海主权是南

海诗的两个显著特征，这类诗歌的文化意蕴也主要

体现在这两个维度。 第一，历朝历代诗作将南海书

写为生活家园、海上航道、贸易港口、海疆屏障，彰显

出南海在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中的

重要作用，表达出古人对南海的依赖与钟爱。 其中，
宋元诗中反映中国大陆与南海及其周边国家交流的

作品已成为书写海洋文化交流的文学范本，为后世

广为流传，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对现当代海洋

诗仍有积极影响。 第二，历朝历代南海诗均记载了

中国对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管辖情况，都有反映南

海古国入华朝贡的内容，说明中国历朝历代都非常

重视对南海的管理。 当倭寇、海盗、土匪与西方列强

袭扰南海时，有识之士均奋力抵抗，以保护海疆百姓

生命财产安全，体现了他们捍卫国家领海主权的决

心与意志，客观上构成了国家领海、主权和安全的史

书式书写，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
南海是中国通往外界的重要海上通道，它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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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历代交通运输与中外交流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实际上也是

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一种缩影和体现。 由此，历朝

历代的南海诗记录了中国人民开拓南海航道、发展

海洋经济、加强地区交流、捍卫领海主权的具体情

况，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探索海洋、谋求幸

福生活的艰辛过程，同时也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

挠的精神气质。
“南海是中国最大海域，是中国最早、最直接、

最广泛通向世界的海域，所以，中国南海文化是中国

海洋文化的突出典型代表。”但是，与古代边塞诗

相比，以南海诗为代表的南海文学研究“并没有形

成与其他类型文学研究一样重要的影响力”。 南

海诗中隐括的文学文化是了解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

窗口，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

我们不断发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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