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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全面把握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的现状及热点，以１９９８—２０１９年ＣＳＳＣＩ、中文核心期刊、国内海洋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版学术期刊和《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收录的５９４篇海洋文化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文献
计量方法对其增长趋势、期刊分布、发文机构、研究内容和主题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文献数量

较少，总体上呈平稳发展态势；相关高质量文献主要发表于海洋学、水产学、人文社会学等学术期刊上；主要研

究学者来自于国内海洋高校和海洋相关科研院所。当前海洋文化研究主要关注海洋文化产业、海洋意识、海

洋经济等热点问题，并形成了５大研究主题：培养海洋意识，构建和谐海洋文化；以海洋资源为依托，推动海洋
产业发展；综合海洋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海洋文化产业；依据地方特色，建立区域性海洋文化；保护与传承海洋

文化遗产，实现海洋文化复兴。今后应加强海洋文化研究，展开多学科互动和交流，拓展研究方法，使海洋文

化研究成为海洋强国的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海洋文化；文献计量；知识图谱；共词分析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我国传统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１］，海洋

文化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在观念体系的限制

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没有独立的学科体系，缺

少对研究内容的系统性把握［２］。为全面把握我

国海洋文化知识共同体的研究情况，预测未来研

究方向，本文基于文献计量理论和方法，借助文

献计量工具Ｂｉｂｅｘｃｅｌ软件对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
近２０年来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其年度增
长规律及期刊、机构分布情况，并基于关键词共

现网络图谱探究国内海洋文化研究热点，以期能

够全方位掌握海洋文化研究的整体概况，为今后

海洋文化研究提供帮助。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为确保数据来源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全面

性，本研究的文献数据来源主要为３类：一为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ＣＳＳＣＩ）、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库的相

关文献；二为未进入两类数据库的４所海洋类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版学术期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广东海洋大学学报》《浙江海洋

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这４本期刊发表海洋文化研究
成果较多且研究者多为该领域较为知名的专家

学者；三为《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该集刊依托

中国社会学年会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在参会论

文集中遴选优秀论文集结出版，具有一定的前瞻

性。以“海洋文化”为主题词，检索式为：“主题＝
‘海洋文化’ａｎｄ时间跨度＝‘１９９８—２０１９’ａｎｄ文
献类型＝‘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共得到３类期刊中
的相关文献信息１３４９条，覆盖海洋学、哲学、经
济学、文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

在此检索结果上，借助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软件中“查找
重复题录”功能和 Ｅｘｃｅｌ软件对数据进行严格清
洗，剔除重复数据、报告、会议、约稿启示、书评、

新闻报道等非研究类文献以及缺乏摘要、关键词

等关键要素的相关文献，最终保留５９４篇期刊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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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作为研究对象，操作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８月５日。
１．２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学作为文献统计分析的主流方法，

以数学与统计学方法为依托，相关信息材料为对

象，通过数量统计与分析，对样本所呈现的数量

特征进行描述，由此评价样本在某一阶段的发展

历程［３］。本研究利用文献计量软件Ｂｉｂｅｘｃｅｌ描述
海洋文化主题文献的年度变化、期刊分布及机构

作者研究状况；同时借助 Ｐａｊｅｋ、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等工
具绘制高频关键词共现的知识网络图谱，探索海

洋文化领域２０年来的研究热点和主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文献分布规律分析
２．１．１　时间分布规律

年度文献分布状况是衡量科研成果的一项

重要指标［４］。将获得的文献数据运用计量软件

按年度划分（图１）发现，海洋文化研究成果数量
较少，总体延续平稳发展态势，无研究空窗期。

借用一阶线性齐式差方程 （Ｎｏ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进行阶段性划分，划分点常
数值ａ借助公式 Ｐｔ＝ａ×Ｐｔ－１来推算（ｔ为年份，
Ｐｔ为截至年份 ｔ已累积发表文献数量）

［５］，将２０

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大致划分为３个阶段。
波动起步期：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此阶段主题文

献研究数量处于波动上升发展期，ａ值徘徊在
［１．１５，２．００］内，且年与年间的值域波动较大，其
中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文献增长速度较快。此阶段
８年间，累计文献７８篇，作者主要来自厦门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以及以中国社会

科学院为代表的一些科研机构。

缓慢上升期：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此阶段文献呈
递增状态，ａ值主要处于１．１８上下徘徊，标准差
为０．０３７９，年均发表文献３９．８８篇，其中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论文数量增长状况明显，平均年度增长率
为４３．３２％。

平稳发展期：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此阶段文献研
究数量相比上一阶段而言发展较为平稳，ａ值主
要处于１．１０上下波动。２０１６年整体发文数量达
到了 ３个阶段时期的最大值，为 ７３篇。但自
２０１６年后，年度文献数量随时间变化有些许下降
趋势，但维持在稳定水平。

根据近年来的文献发展趋势，可以预测海洋

文化主题研究文献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处于平

稳发展态势。

图１　海洋文化主题研究文献量年变化（１９９８—２０１９）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ｈｅｍｅｆｒｏｍ１９９８ｔｏ２０１９

２．１．２　空间分布规律
借助ＢｉｂＥｘｃｅｌ软件对样本文献进行归并统

计，共得到２６５种期刊，刊载文献情况如表１所
示。其中《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近

年来发文量最多，分别为４３篇、１７篇、１７篇，占样
本总量的１６．２３％、６．４２％和６．４２％。而期刊杂
志作为重要的学术交流信息平台，影响因子反映

了其质量与影响力［６］。当前，《太平洋学报》《厦

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东南学术》《上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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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洋大学学报》是刊载“海洋文化”研究主题科

研论文的高影响力专业期刊，平均复合影响因子

为１．４０３，说明当前国内部分学术主流期刊一直
关注着该领域的研究，但总体而言，相关期刊影

响因子不高，发文量前１５位的期刊其复合影响
因子超过１．０的期刊只有５本，没有１本期刊复
合影响因子超过２．０。

表１　海洋文化研究样本文献期刊发文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ａｍｐｌｅｓ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发文量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篇
所占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复合影响因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４３ １６．２３ ０．９７０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１７ ６．４２ ０．６１１
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年刊） １７ ６．４２ 
广西社会科学 １６ ６．０４ ０．７１８
中国渔业经济 １４ ５．２８ ０．５７１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１２ ４．５３ ０．５７３
东南学术 ８ ３．０２ １．２２２
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７ ２．６４ ０．２６１
中华文化论坛 ７ ２．６４ ０．２５９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６ ２．２６ ０．３９５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６ ２．２６ ０．４３５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６ ２．２６ ０．８６２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６ ２．２６ ０．３７２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６ ２．２６ １．５９２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５ １．８９ １．０４８
太平洋学报 ５ １．８９ １．７４８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５ １．８９ １．０３４

　　此外，对发文机构进行统计（表２），在发文量
最多的前１５所机构中，海洋类高校占据了６所，
这与海洋高校承担着我国海洋学科专业建设、水

产高等教育发展、建设海洋社会的使命息息相

关［７］。其中，中国海洋大学是“海洋文化”主题研

究最为活跃的机构，且为最早设有专门从事海洋

文化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学术机构。除此之外，厦

门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大学、广东海洋

大学等几所高校近年来发文量也较高，说明在此

类机构中有相关学者一直从事此项研究，海洋文

化研究在海洋类高校中占据一定位置。

２．１．３　主要研究学者分析
统计文献中，海洋文化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

者有张开城（广东海洋大学）、吴春明（厦门大

学）、宁波（上海海洋大学），其中发文量５篇以上
的作者主要来自于国内海洋科学高等院校（表

３）。在上述１０位作者中，独立发文量最多的为
来自广东海洋大学的张开城教授，其所有文章皆

为个人独立完成。其中，他于２０１５年发表于《中
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文章“海上丝

绸之路精神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８］，被
引频次较高，达２７次，可见当前海洋文化仍属于
小众学科。此外，各高产学者之间还未见广泛的

交流与合作关系。

表２　样本文献中海洋文化研究活跃的机构名称
Ｔａｂ．２　Ｎａｍｅｓ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ｅｍａｒｉｎ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发文量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篇

所占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中国海洋大学 ８５ １４．３１
厦门大学 ５３ ８．９２
上海海洋大学 ３９ ６．５７
浙江海洋大学 ３８ ６．４０
广东海洋大学 ３７ ６．２３
钦州学院 ２３ ３．８７
国家海洋局

第一海洋研究所
１５ ２．５３

浙江大学 １４ ２．３６
鲁东大学 １３ ２．１９
大连海事大学 １３ ２．１９
福建师范大学 １２ ２．０２
华侨大学 １２ ２．０２
上海海事大学 １１ １．８５
广西大学 １１ １．８５
宁波大学 １０ １．６８

注：原上海水产学院已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原浙江海洋学院已

更名为浙江海洋大学；文章中均使用更名后的机构名称。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ｎａｍｅｄａ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Ｏｃｅ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ａｓ
ｂｅｅｎｒｅｎａｍｅｄａ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ｎａｍ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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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海洋文化研究主要作者发文量（１９９８—２０１９）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ｍａｊｏｒ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ｎｍａｒｉｎ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ｏｍ１９９８ｔｏ２０１９

顺序

Ｏｒｄｅｒ

发文量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篇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１ ８ 张开城 广东海洋大学

２ ７ 吴春明 厦门大学

３ ５ 宁波 上海海洋大学

４ ５ 吕庆华 华侨大学

５ ５ 韩兴勇 上海海洋大学

６ ５ 曲金良 中国海洋大学

７ ５ 王文权 大连艺术学院

８ ５ 吴小玲 钦州学院

９ ５ 徐晓望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１０ ５ 薛三让 广东海洋大学

２．２　高频关键词分析
科学研究前沿代表了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难点与发展趋势，这一热点主题可以通过关键词

进行归纳分析［９］。借助Ｂｉｂｅｘｃｅｌ针对关键词分析
其共现情况，结果显示 ５９４篇样本文献中共有
１７３０个不同关键词，总计出现频次达２６３３次。
由于关键词词频分布良莠不齐，无法准确选取阈

值提取高频词作为代表性词语。因此，借用高频

词汇边界公式Ｔ＝（－１＋ １＋８Ｉ槡 １）／２来确定临
界值［１０］。在此公式中，Ｉ１代表关键词频次为１的
数量，经过计算得出高频关键词数 Ｔ值为５３，频
数为４。因此，以频数４作为阈值选取拥有共现
频次关系的前６４个关键词作为下文分析研究主
题的高频关键词。同时，进一步对样本文献中的

关键词进行分析，借助可视化软件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勾
选关键词运行后形成了２２３条连接线、５个主题
聚类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具体情况见图２）。
图谱中每一圆圈节点代表不同的关键词，节点的

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之间的连接线

表示各节点间的共线性，线条的粗细代表了节点

间联系的强弱。

　　该关键词的网络密度为０．２３８３，网络密度
水平一般，呈现局部集中、大范围分散的趋势。

从图２直观来看，以“海洋文化”为核心关键词的
研究文章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此圆圈节点最

大，占据社会网络中的核心位置，周围相关关键

词节点均与它存在联系，引领着不同的聚类群。

图２　高频关键词可视化聚类图谱
Ｆｉｇ．２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ｋｅｙｗｏｒ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ａｐ

总体上看，每一聚类中心关键词网络相对紧密，与

周围关键节点均存在联系，但越趋于外围，关键

词间的联系越松散，由此可推断出海洋文化主题

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呈现出一种中心集中局

部分散的概貌。

以关键词共现网络为基础，对关键词间的关

系进行分析，利用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软件筛选出３个时间
段内前１５个高频关键词（表４），可以发现：研究
初期，海洋文化、中国、海洋出现频次较高；进入

缓慢上升期，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海洋文化、文

化、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这一时期，以海洋

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产业研

究开始增多；到达平稳发展期，随着国家海洋战

略意识的觉醒，海洋文化、海洋文化产业、海上丝

绸之路、海洋意识等成为高频关键词。此外，随

着时间演进，海洋、海洋意识在３个时间段内的
出现频次也在逐步上升，而在缓慢上升期，海洋

文化产业主题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２．３　研究主题聚类分析
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样本数据共产生５个

聚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海洋文化学科领

域的基本研究内容，结合各聚类中的关键词并分

析相关文献可知，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主要聚焦于

５个主题：培养海洋意识，构建和谐海洋文化；以
海洋资源为依托，推动海洋产业发展；综合海洋

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海洋文化产业；依据地方特

色，建立区域性海洋文化；保护与传承海洋文化

遗产，实现海洋文化复兴。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主

体聚类群的发展状况，按照前文所述３个时间段
运用Ｐａｊｅｋ软件对每一主题聚类进行了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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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从３个阶段的关键词变化可以看出，海洋文
化、海洋意识、海洋文化产业一直是近几年来的

主流研究方向，同时，随着时间的发展，海洋生态

文明、海洋强国、海上丝绸之路等新研究话题也

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也与不

同阶段的关键词词频分布具有一致性。

表４　不同发文阶段高频关键词及词频分布
Ｔａｂ．４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ｓ

顺序

Ｏｒｄｅｒ

年份Ｙｅａｒ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词频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词频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词频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１ 海洋文化 ４０ 海洋文化 ８０ 海洋文化 ８１
２ 中国 ８ 文化 １３ 海洋文化产业 １５
３ 海洋 ７ 海洋经济 １３ 海上丝绸之路 １３
４ 海洋活动 ４ 海洋文化产业 １２ 海洋意识 １２
５ 郑和 ４ 海洋意识 ９ 海洋生态文明 １０
６ 海洋旅游 ４ 文化产业 ８ 海洋 １０
７ 特点 ３ 福建 ７ 海洋强国 ９
８ 海洋产业 ３ ＳＷＯＴ ７ 海洋经济 ６
９ 地域文化 ３ 海洋 ７ 中国海洋文化 ６
１０ 福建 ３ 京族 ５ 中国 ５
１１ 以海为田 ２ 地域文化 ５ 文化 ５
１２ 海洋经济 ２ 发展 ５ 海洋文化资源 ５
１３ 海洋意识 ２ 中国 ５ 海洋文明 ５
１４ 海洋开发 ２ 中国海洋文化产业 ４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５
１５ 海洋发展 ２ 传承 ４ 南海 ４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海洋文化研究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首先，从主题文献年度分布情况来看，近２０

年来海洋文化研究整体呈平稳发展态势，但在

２０１６年出现了极大值７６篇后，研究数量不升反
降。其次，从期刊分布情况可以发现，海洋文化

主题文献主要发表在海洋学、水产学等相关期刊

上，涉及的期刊种类较少，文献的引用率不高，期

刊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再次，从作者及机构分布

情况来看，相关专家学者主要来自于国内海洋高

校和科研院所，学者和机构之间的互动和合作较

少，缺乏更广泛学术圈的关注。这些都说明海洋

文化研究的深度、广度、影响力都有待提升，需要

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重视。

３．２　海洋文化研究需多学科互动和交流
目前对于海洋文化的研究显现于海洋科学、

文学、艺术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各

学科间的研究缺乏互动交流。另外，目前海洋文

化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分布较为分散，未形成系

统的理论科学体系，学者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文化

表层，缺乏对海洋文化理论的探讨，系统性的海

洋文化科学知识架构亟待发展。在今后的海洋

文化主题研究中，需要进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同时应优化海洋学科教育结构，在高等院校内设

置海洋文化相关专业学科，努力培养高水平海洋

人才；定期举办国际海洋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动

态跟踪该主题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前沿，掌握学科

发展态势；政府应对海洋文化学科发展提供相应

资金支持，制定新时代海洋文化发展战略。

３．３　海洋文化研究方法有待拓展
在研究方法上，缺少严谨的定量与定性研究

法。目前主要的方法有：借助海洋文化特色或文

化产业阐述海洋文明［１１］；以历史研究法探究海洋

文化的传承保护［１２］；借助比较研究法，通过中西

方对比，探究中国海洋文化的博大精深［１３］。但

是，对海洋文化的研究缺乏深层次的挖掘与探

讨，缺少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虽有学者［１４］借助大

数据来建立海洋文化的概念模型，但大量研究多

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用理论及数据支撑的定量

研究。今后应立足于多重方法的融合，结合定量

和定性研究方法的优点，运用混合研究方法，提

高研究成果的理论性与开创性。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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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海洋文化研究主题时间阶段演化图
Ｔａｂ．５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ｉｃｓ

３．４　海洋文化研究应成为构建海洋强国的基础
性工作

随着近代国民海洋意识的觉醒［１５］，海洋在全

球战略地位的提高［１６］，促使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构建和谐海洋社会已成为我

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目标。相关研究

者［１７］已将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建设海洋强国作为

海洋文化研究的重点方向。海洋文化探讨人类

和海洋的互动关系，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由

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对海洋资源的合理利

用，需要海洋文化、伦理等研究的底层支持，否则

人类的行为可能会对海洋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并

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学术界在对海洋产

业创新发展领域保持较高关注度的同时，也应加

强对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与破

坏问题的重视。正确处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与“发展海洋经济”二者的关系，应进一步加强以

生态文明发展为切入点来开展中国海洋文化研

究。

３．５　本研究局限与展望
在研究内容把握方面，虽然对每一主题聚类

的阶段分布情况进行了阐述，但由于主题聚类内

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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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频关键词较多，且存在不同时间段的交叉融

合，对各主题聚类间的阶段关系的系统阐述还需

加强，才能更准确展现海洋文化研究的发展规

律。

在文献数据的来源方面，由于海洋文化分散

于多学科领域，可能存在数据收集不完整的情

况，且当前部分国内海洋高校人文社科版学术期

刊不属于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影响因子不高，

部分文献的质量水平还有待商榷。另外，未能收

集港澳台地区的高质量文献进行研究，对于我国

海洋文化研究还不够全面，这些在今后研究中都

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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