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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海洋生物种群结构和鱼类资源数量的变化无非有三个原因一

是人
!

因素的影响二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三是生物群体自身的变化有关

海洋生物史的论述十分少见历史学家主要关注与渔业的历史如渔业政

策渔民生产工具和水产品的加工也即是上文提及的人
!

因素诚然

人
!

因素对於海洋生物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但过分关注?人?而忽略自然

环境和生物群体将使问题的结论出现偏差ＭｉｃａｈＳ．Ｍｕｓｃｏｌｉｎｏ的《帝国晚

期和近代中国的渔场战
,

和环境变迁 》牗ＦｉｓｈｉｎｇＷａｒ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牞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牞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牶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ｉａＣｅｎｔｅｒ牞２００９牘认
!

人口压力和国家政策是导致舟山海洋资源衰

竭的主因而李玉尚的 《海有丰歉
-

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 （１３６８

１９５８）》一书是对Ｍｕｓｃｏｌｉｎｏ大人
!

因素影响的反驳他认为将海洋环境

变化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将会改变对中国周边海区发展历史的传统看法

第一章讨论水产制度和渔业资源清末以前对渔业之管理在於对?人?

的控制直至清末海洋渔业资源方体现其重要性１９４９年後国家更以垄断渔

业的形式控制渔业资源第二章讨论中共建国初期牟平和蓬莱县渔业生产的

具体情况表明丰歉变化经常发生生物种群结构也有根本性变化人
!

和

自然因素同时产生影响第三章讨论渔盐的供应问题因传统时期交通不

便渔盐供应的变化和价格的高低将左右渔业产量渔民对水产品的选择也

有变化以上三个章节
!

第一部份主要讨论人
!

因素对海洋生物种群结构

的影响和渔业发展的相关情况但同时指出即使在人
!

因素急剧加强的近

代自然因素的影响仍不可小觑

第四章讨论海洋动物之生物学体徵因?某一种群的种族延续受到威胁

时种群个体会通过减少体长减轻体重提早性早熟等方式应对?第五

章对鱼汛的变化和水
.

变化进行比较发现海水
.

度变化对鱼类种群结构

数量和鱼类汛期产生影响

第六章至第九章以鲱鱼
!

研究对象藉此了解海洋环境变迁第六

七八这三章从传统文献中寻找鲱鱼的相关叙述勾勒出明代至清末
-

渤海

海域鲱鱼的变动情况例如第六章有关水
.

之记载作者试图通过文献中赤

潮的发生情况表明海水
.

度的变化由此得出洋流对鱼群的影响第七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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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传统文献材料了解鲱鱼变动的同时讨论了
-

渤海沿岸村落的人口来源

和开村传
/

指明村落的建立和青鱼旺产的关可见人
!

因素影响鱼群变

动的同时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社会也
$

生了积极的影响第八章讨论了

１８１５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爆发对远及
-

海的鲱鱼群数量和汛期变化的影

响第九章则利用数学模型对第六至八章的文献数据进行处理此一部份可

以看出作者意识到仅仅?用传统史料是远不足够的通过历史文献和数学

建模的结合域外材料的使用水产档案的运用和口述及传
/

材料运用的方

式试图以物理海洋和海洋生物作
!

突破口选择鲱鱼作
!

主要的研究对

象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和现代水产数据的记
(

利用鲱鱼种群数量和海水

.

度的相关性大致勾勒出有准确渔业资料以前的海洋环境变化?得以明

确渔业丰歉与自然环境间的关

清末以来石首科鱼类的小
-

鱼接替青鱼成
!

主要的经济鱼类因此第十

章主要讨论石首科鱼类的种群变动作者认
!

小
-

鱼的资源数量变化应与１８

世纪以来的降水量变化有关联第十一章讨论真鲷资源的变迁因
!

明代以

来真鲷一直未有大规模的开发因此得以忽略人
!

因素的影响而着重讨论自

然因素对鱼群结构和数量的影响第十二章讨论中小型河流对鱼类分?和数

量的影响同样也是关注於自然环境对鱼群结构的影响从而又对人类社会

的发展发生作用

最後一部份
!

总结作者认
!

人类历史在受到自身影响的同时也因

环境变迁而发生改变小至河流变动改变某一地域的社会结构大至火山爆

发对全球气候和人类社会整体的影响对海洋生物的探讨是在直接材料记载

不足的情况下研究者了解过去环境变化的途径之一其次纵使人
!

因素对

海洋生物结构的变化造成一定影响自然因素不可忽略清末以前中国周边

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未受到人类的大规模影响因此提供了观察纯自然环境

变动下的海洋生态系统的
0

好案例

本书作者的着眼点在於观察海洋生物结构和数量在历史上的变化藉此

勾勒出明代以来
-

渤海一带的环境变迁?试图探讨环境变迁的本因以及对

人类的影响因此作者最
!

根本的着眼点似是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

响而本书探讨的
-

渤海的鱼类一方面是了解环境变迁的一种媒介另一方

面鱼类资源作
!

自然环境的组成部份也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特定的影

响因此本书与传统的海洋生物史的研究旨趣是不同的其终极关怀应该

还是?人?它又区
"

於渔业史及海洋史研究其研究的主题是鱼类资源而

非社会和制度重新回顾本书的结构第一部份探讨人
!

因素对海洋生物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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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影响第二部份讨论生物种群结构自身的变化第三部份以鲱鱼
!

突破

口讨论海洋生物结构和自然环境的关後文又谈及小
-

鱼和真鲷的开发

利用和资源变化三个部份讨论了三种关行文中都提及环境和鱼类变化

对人类的影响而人本身又非作者试图探讨的主体但作者的终极关怀又似

以人
!

本因此本书的篇章?局看似严谨但各部份的连贯性不强关注的

重点也有不同着力点过於分散但是作者以鱼类作
!

探讨环境变迁的突

破口利用传统文献
!

底本引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又充分运用了现代的

水产档案其材料的运用和处理着实令人大开眼界

姚滂

中山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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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研究近年成
!

台湾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是真正质疑历史上

的?客家 ?书写与今日客家族群之间的差距?在坚实的历史材料基础

上重新还原这些客家移民先祖早期移台与定居历史过程的著作
*

?不多

见李文良新著的出版无疑让人眼前一亮

作者关注的台湾南部六堆地区位於今高屏溪（清代称
!

下淡水）的右

岸这眧是台湾社会常
/

的两大客家聚居区之一 （另一是北部的桃竹苗地

区）现在当地的居民也自称
!

客家人不过正如其书名展示的客家二

字被加上了引号表示他对於这一标不假思索地贴在３００年前的移民身

上深表怀疑在他看来今日六堆客家人的先祖们他称和自称的身份经

历了几次明显的变化背後恰恰反映了在清初领台之後至乾隆末期百馀年

间地方社会由开拓至形成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中地方社会如何与国家互

动尤其是国家行政如何执行米商业发展以及地方动乱对地方社会的影

响等是他
&

调的重点

这些客家人到底何时入垦台湾南部地区作者在第一部份提出了这个问

题不只是想要追溯事实更挑战了一些常见的理解模式虽然当地契约文

书表明在康熙四十年代（１７００年代）大量客家人开始入垦该地?且形成

?闽主
1

佃?的格局对此作者
*

有着迥?的看法通过他的描述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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