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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来山东沿海岛屿史地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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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正史、地方志、地理总志以及舆图等资料，按时代发展顺序对唐代以来山东沿海岛屿的文献

资料进行梳理，考察岛屿在数量和名称上的演变及其原因，进而探讨其在海上交通航道、渔场分布以及

历史文化方面的价值。从唐代开始由山东沿海的庙岛群岛组成的 “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成为了通往

东北亚航道的要道，同时在沿海岛屿周围形成了重要的 “渔圈”，而文学作品对岛屿的描写以及岛屿承载

的历史文化，则体现了山东沿海岛屿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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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岛屿主权问题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关于
海岛的研究也在不断增温。当前，我国沿海岛屿的

研究多关注在海岛的领土主权、开发利用与生态保

护等方面，而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多是海岛史料汇

编、海岛调查报告、海岛志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

是 《中国海岛志》。该书利用 ２００４年至 ２０１１年
“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海岛调查的

资料，按省份编纂，并于 ２０１３年开始陆续出版。
这部书全面介绍了我国沿海岛屿的自然条件、历史

文化及开发与保护的情况，而从史地的角度考察岛

屿历史演变方面还存在不足。本文通过梳理自唐代

以来的正史、地理总志、地方志、舆图等史料，对

山东沿海岛屿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研究，在

此基础上对岛屿数量和名称演变加以分析，并探讨

岛屿在海上交通航道、渔场分布以及历史文化方面

的价值。

一、唐代以来文献记载的山东沿海岛屿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山东沿海岛屿从唐代

正式载入史册。现结合唐代以来有关山东沿海岛

屿的地理总志、地方志和舆图等资料制表如下

表１。



表１　山东沿海岛屿名称、数量及文献出处

岛屿名称 数量／个 文献出处

沙门岛，乌湖岛，鸡鸣岛，海牛岛，海驴岛。 ５ 《太平寰宇记》［１］宋·太平

兴国年间 （９７６—９８３年）

大谢岛，龟岛，歆岛，末岛，岛湖岛。 ５ 《新唐书·地理志》［２］宋·

嘉五年 （１０６０年）

沙门岛，陈家岛。 ２ 《大明一统舆图》［３］明·天

顺年间 （１４５７—１４６４年）
黄县：三岛，石马岛，桑岛。马埠寨：东岛，三山岛。

奇山所：小空岛。福山县所：栲栳岛。登州卫所：八角岛，碗轡岛，田横岛。

卢洋寨：刘家洼岛，沙门岛，双岛。

不夜城：海牛岛。

安东卫：里仕岛，管岛，千里岛，旬岛，浮山岛，九峰岛，崂山岛。

胶州所：东家岛，山横岛。

雄崖所：句岛。

２４ 《筹海图编》［４］明 · 嘉靖

（１５６２年）

灵山卫：琅琊岛，灵山岛，齐堂岛。

鳌山卫：田横岛，东家岛。

大山所：句岛，巨高岛，徐福岛。

海阳所：小黄岛，竹岛。

成山卫：莫耶岛。

夏崖所：五叠岛，崆峒岛。

莱州府：东岛，栲栳岛，龟岛，歆木岛，青岛，黄岛。

１９ 《万里海防图》［５］明·嘉靖

年间

山东北海：芙蓉岛， 屹岛，三山岛，崆峒岛。

山东东海：沙门岛，养马岛，钦岛，小祝岛，刘公岛，大祝岛，长山岛，砣

矶岛。

山东南海：灵山岛，福岛，青岛，田横岛，黄岛，宫家岛，苏心岛。

１９ 《经略复国要编》［６］明·万

历二十年 （１５９２年）

沙门岛。 １ 《读史方舆纪要》［７］清朝初年

庙岛，大竹岛，小竹岛，长山岛，沙门岛。

蓬莱县北海中：小黑山岛，大黑山岛，候鸡岛，高山岛，砣矶岛，大钦岛，

小钦岛 （羊驼岛），南皇城岛，北皇城岛 （隍城，即漠岛）。

黄县北海中：衣岛，桑岛， 屹岛。

掖县北海中：三山岛，小石岛，芙蓉岛。

福山县北海岸：之罘岛。

宁海州南海：里岛，草岛，小青岛，竹岛，塔岛，黄岛，宫家岛。

宁海州北海：养马岛，夹岛，崆峒岛，栲栳岛。

荣城县东海：王家岛，延真岛，镆铘岛，鹿岛，孤石岛，倭岛，海驴岛，海

牛岛，鸡鸣岛。

诸城南海：曲福岛，沐官岛，齐堂岛。

胶州南海：灵山岛，唐岛，鸡岛，牛岛，顾家岛，竹槎岛，黄岛，小青岛。

即墨南海：古迹岛，赤岛，徐福岛，劳公岛，车公岛，车门岛，女岛，狮子

岛，小管岛，大管岛，砏岛，白龙岛，龙口岛，张牙岛，田横岛，

青岛，白马岛。

海阳县南海：香岛，马官岛，卢岛，鸭岛，麦岛，土埠岛，灰岛，千里岛。

文登县南海：琵琶岛，翁岛，餏石岛，姑嫂岛，五垒岛，苏门岛。

８３ 《山东通志》［８］清·康熙十

二年 （１６７３年）

三山岛，蜉蝣岛，小石岛。 ３ 《莱州府志》［９］清·乾隆五

年 （１７４０年）

刘公岛，日岛，黄岛，楮岛，石岛。 ５ 《威海卫志》［１０］清·乾隆七

年 （１７４２年）

三山岛，小石岛，芙蓉岛：一名蜉蝣岛。 ３ 《掖县志》［１１］清·乾隆二十

三年 （１７５８年）
沙门岛，长山岛，岛，虎岛，半洋岛，小竹岛，大竹岛，牵牛岛，黑山岛，

砣矶岛，莫邪岛，羊驼岛，钦岛，高山岛，南隍城岛，北隍城岛。
１６ 《蓬莱县志》［１２］清·道光十

九年 （１８３９年）

海驴岛，青矶岛，鸡鸣岛，里岛，石岛，褚岛，镆铘岛，黑石岛。 ８ 《荣成县志》［１３］清·道光二

十年 （１８４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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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岛屿名称 数量／个 文献出处

莒岛，栲栳岛，崆峒岛，浮山岛，里岛，草岛，小青岛，竹岛。 ８ 《宁海州志》［１４］清·同治三

年 （１８６４年）

颜武岛，白马岛，田横岛，大管岛，小管岛，徐福岛，小香岛，花岛，竹槎岛，

塔沙岛，砏山岛，车牛岛，谷积岛，十里岛，阴岛，青岛，赤岛，劳工岛，车

公岛，车门岛，女岛，狮子岛，栲栳岛，豹岛，白龙岛，龙口岛，张牙岛。

２７ 《即墨县志》［１５］清·同治十一

年 （１８７３年）

宁海州：栲栳岛，莒岛，栊子岛，车箱岛，崆峒岛，小崆峒岛，夹岛，东清

岛，西清岛，鹿岛。浮山岛，又有襄岛，塔岛。

荣成县：青矶岛，鸡鸣岛，海牛岛，海驴岛，褚岛，镆铘岛，黑石岛，孤石

岛，王家岛。

海阳县：黄岛，腰岛，棉花岛，母猪岛，大竹岛，小竹岛。小青岛，牙岛，

古卢岛，千里岛。土埠岛，宫家岛，泥岛，马官岛。

３６ 《登州府志》［１６］清·光绪七

年 （１８８１年）

桑岛，屺坶岛。 ２ 《黄县志》［１７］清·同治十一

年 （１８７３年）
五垒岛，桑岛，李岛，王岛，邢家岛，翁岛，姑嫂岛，苏门岛，延真岛，苏

心岛，环石岛，日岛，刘公岛，竹岛，楮岛，小石岛，青岛，黑岛。
１８ 《文登县志》［１８］清·光绪二

十三年 （１８９７年）

琵琶岛，竹岛，土埠岛，泥岛，鸭岛，鲁岛，麻姑岛，千里岛。 ８ 《海阳县志》［１９］清·光绪二

十六年 （１９００年）

白石岛。 １ 《福山县志》［２０］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年）
唐岛，水灵山岛，水灵山北小岛，水灵山东小岛。竹岔岛，槟郎岛，莲岛，

大公岛，麦岛，赤岛，青岛，小公岛，搭连岛，石岛，大福岛，小福岛，鲍

鱼岛，阴岛，毛岛，大鲍岛，黄岛，牛岛。

２２ 《胶澳志》［２１］１９２８年点校本

三山岛，小石岛，芙蓉岛。 ３ 《掖县志》民国二十三年

（１９３４年）

莒岛，崆峒岛，将岛，龙子岛，三夹岛，马岛，夹岛，担子岛。 ８ 《牟平县志》民国二十五年

（１９３６年）

　　由上述表１的统计结果来看，从明代开始，关于
山东沿海岛屿的记载明显增多，其中有关舆图的记载

部分清晰地展示了海岛的相对位置。例如，《筹海图

编》《万里海防图》《大明一统舆图》等都是立足于

陆地绘图，上海下陆，以陆上的府、州、县、卫、所

等行政单位来确定海岛的大致位置。通过舆图等文献

记载也可以看出，唐代以来山东沿海岛屿出现了数量

上的明显变化，并有部分岛屿出现了名称的演变。

（一）岛屿的数量变化及原因

《新唐书·地理志》卷七记载： “登州东北海

行，过大谢岛、龟岛、歆岛、末岛、岛湖岛三百

里。”［２］该书共记载有５个海岛。而 《太平寰宇记》

记载岛屿５个， 《山东通志》则记载岛屿８３个。
《海疆史志》（道光六年，１８４６年）中收录的 《海

运图说》第四段记载： “计东省洋面共一百零五

岛，中有二十五岛最为海道要地”［２２］。其记载岛屿

达到了１０５个。从 《中国历史地图集》［２３］所绘历代

地图来看，山东沿海岛屿的数量随着历史发展出现

了明显变化。唐代之前山东沿海岛屿的数量较少且

变化不明显，而在唐代之后的地图上，山东沿海岛

屿的数量明显增多。

除了古籍方志，近现代以来关于山东沿海岛屿

的统计资料不断增多，主要集中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以后。１９８７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李本川等

人发表 《山东沿海岛屿概况及其开发》一文，文

中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山东沿海共有 ３０５个岛

屿。［２４］２０１３年 《中国海岛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的

《中国海岛志》山东卷记载，山东沿海岛屿面积在

５００平方米以上的 （含５００平方米），２０世纪８０至

９０年代调查结果总计 ３２６个，现存 ２６９个。［２５］在

２００４至２０１１年的 “９０８专项”（“我国近海海洋综
合调查与评价”）调查显示岛屿总计３２０个。根据

文献资料的记载可以看出，关于山东沿海岛屿的记

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一般记载到详细统计，

对于海岛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特别是在明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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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献资料对海岛的记述与前代相比明显增多，

这与朝廷重视海防建设密不可分。

明代以来，朝廷对海防建设极为重视。 《明

史·兵志》记载： “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

亦重。”明朝洪武年间倭寇屡次侵犯山东半岛，加上

山东是海上漕运重要枢纽，海防建设关系到海上航

道的安全畅通。朝廷为巩固海防，在山东半岛建立

诸多卫所、墩台并驻兵防守。《明史·兵志》记载：

“吴元年……旋令滨海卫所，每百户及巡检司皆置船

二，巡海上盗贼。后从山东都司周彦言，建五总寨

于宁海卫，与莱州卫八总寨，共辖小寨四十八。”雍

正七年 （１７２９年）《山东通志·海疆卷》记载了山
东沿海的安东卫、龙旺口炮台、五垒岛炮台等２６处
墩台。除了沿海驻兵，明清时期还通过控制海陆间

移民和征税的形式来巩固海防。历史上山东半岛海

陆间的移民较为频繁，据山东 《长岛县志》记载，

明洪武二十七年 （１３９４年）下令岛上居民迁到蓬莱
县西部，康熙二十六年 （１６８７年）沿海人民再度迁
入海岛［２６］，朝廷要求岛上居民仍照章纳税。道光二

十五年 （１８４５年）《重修胶州志》赋役卷专门记载
了 “收并卫所地丁”，对寄居的岛民也要征税，“收

并灵山卫所……新收寄居岛民人丁，一丁该银三钱

六分”。正是由于明清时期 “岛寇倭夷”对山东沿

海的威胁，朝廷对海防的重视程度高于前代，见于

文献记载的海岛数量也从明代开始明显增多。

（二）岛屿的名称演变情况

１．异名同地的海岛
海岛名称变化在史料记载中出现较多，同一个

海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名称也多有不同。例如：清

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年）《文登县志》记载 “李岛，

王岛，今称里岛，望岛。竹岛，旧名竹寨岛”［１８］；

清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年）《登州府志》记载 “牙岛，在

县南海中，一名鸭岛。古卢岛，在县西南海中，一

名鲁岛”［１６］；道光十九年 （１８３９年）《蓬莱县志》记
载 “小竹岛，大竹岛”［１２］，而明万历二十年 （１５９２
年）《经略复国要编》则图载 “小祝岛，大祝

岛”［６］１２５。（详见下图１）
从图１中这两个岛屿的周边岛屿来看，分布着

长山岛、沙门岛、砣矶岛以及钦岛等。这些岛屿从

图上的登州府、莱州府及 “山东北海”位置可看

出，小祝岛和大祝岛在山东半岛沿海北岸。通过与

清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年）的 《山东通志》，清道光

十九年 （１８３９年）的 《蓬莱县志》，及清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年）的 《登州府志》对比来看，大竹岛和小

竹岛同样在山东半岛沿海北岸，并且也在上述岛屿

的周围，因此大祝岛和小祝岛即为大竹岛和小竹岛。

２．同名异地的海岛
在众多岛屿中，小青岛、黄岛和青岛是名地变

化较明显的三个岛屿。详见以下表２、表３、表４
三个统计表格以及图２和图３。
１）小青岛

表２　小青岛同名异地出处统计
项 目 文献出处 位置／所属

小青岛

《莱州府志》

（乾隆五年）

属即墨县与今天位置大

致相似

《登州府志》

（光绪七年）

在乳山口外海中，属海

阳县

《山东通志》

（康熙十二年）

胶州南海和宁海州南海

所辖的岛屿中都有小青岛

《山东海疆图说》［２７］ 隶胶州境

　　２）黄岛
表３　黄岛同名异地出处统计

项目 文献出处 位置／所属

黄岛

《莱州府志》

（乾隆五年）
胶州东南六十里海中

《登州府志》

（光绪七年）

在海阳所西海中，属海

阳县

《胶澳志》

（民国十七年）
旧隶胶县

《山东通志》

（康熙十二年）
属胶州南海

《山东海疆图说》
隶胶州境，黄岛隶海阳

县 （详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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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青岛
表４　青岛同名异地出处统计

项目 文献出处 位置／所属

青岛

《文登县志》
日岛在刘公岛南，稍北

有青岛

《莱州府志》

（乾隆五年）
属即墨县

《威海卫志》

（乾隆七年）

黄岛，在刘公岛前，稍

北有青岛、黑岛

《山东通志》

（康熙十二年）
位于即墨南海中

《山东海疆图说》 属海阳县

《万里海防图》 在莱州府附近

《筹海图编》
在利津县附近

（详见图３）

从这三个岛屿不同历史时期的区位变化上可以

看出，青岛、黄岛和小青岛存在同名异地的现象：

小青岛出现在海阳县、胶州以及宁海州附近；《山东

海疆图说》记载黄岛有两个不同的所属位置；青岛

既存在于山东半岛北岸的利津县附近，又在山东半

岛南岸出现。从１９３０年南京国民政府改设的青岛市
和１９７９年正式成立的青岛市黄岛区来看，历史上青
岛与黄岛的区位与今天迥然不同。对以上三个岛屿

名实演变的考察，不仅可以纠正不同历史时期名称

混乱导致的误解，也可以明确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

二、山东沿海岛屿的历史价值

从唐代以来，山东沿海岛屿在海上交通和渔场

分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具有浓郁的历史文

化色彩。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岛屿与海上交通

由于岛屿的地形特点，海岛成为了海上交通航

道避风、取水、停泊之处。 《新唐书·地理志

（下）》载：“……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

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

道……”这一条海行的航线是沟通唐朝和今朝鲜

半岛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航线中经过了一些岛屿，

这些岛屿都属于庙岛群岛。《新唐书·地理志》记

载：“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

乌湖岛，三百里……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

城。”［２］另外史料多次提到具有避风价值的沙门岛。

清顾祖禹撰写的 《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沙门

岛，府西六十里，渡辽者必泊此避风。”［７］清道光

十九年 （１８３９年）的 《蓬莱县志》也同样记载：

“沙门岛，城北六十里海中，海舟渡辽者必泊于

此。避风有龙女庙……今人称为庙岛。”［１２］

隋唐时期中国与东北亚的主要交通路线，是陆

路的营州入安东道与海路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

道。隋朝两次对高句丽用兵，陆路就是营州入安东

道，海路就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２８］在 “登州

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这条航道上，登州是航道的

门户。登州位于山东半岛沿海北岸的突出位置，并

与辽东半岛的老铁山角相对，航运地理条件十分优

越。秦汉及以前，登州入高丽渤海道是东北亚唯一

的一条海上通道，除了航运贸易还有官方的朝贡，

日本、朝鲜互派使节，以及商人和留学生的往来。

７世纪中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海外贸易发展
较快。在登州所属地蓬莱，黄县、文登、牟平诸县

境内，先后出现了朝鲜人居住的街巷 “新罗坊”，

和接待新罗人的馆驿 “新罗所”，以及管理新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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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机构 “构当新罗所”。［２９］

唐宋之后，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登州海行入

高丽渤海道”仍然是北方海上交通的重要航道。

明代，这条航道是从山东输送辽饷的要道。清代，

据 《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记载，庙岛群岛是

商船进入天津等地区的 “南来海陆要隘”。从登州

出发的航线是源于古代航海 “循海岸水行”的原

则，先民沿着近陆地的海边航行，可由胶东半岛东

端的烟台蓬莱出发，北行经庙岛群岛，到达辽东半

岛最南端……［３０］由此可见，历史上山东沿海岛屿

在海上交通中发挥着避风、补给淡水的作用，是通

往东北亚航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岛屿与渔场分布

山东沿海岛屿也是黄渤海地区渔场的重要组成

部分。黄渤海渔场分布较多，而岛屿与渔场的分布

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史料记载中多有体现。据清

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 《荣成县志》记载，荣成

海产丰富，渔圈就有几十余处： “渔圈：曰石岛，

曰镆铘岛，曰褚岛，曰毕家港，曰嘉?汪……曰里

岛口，骆驼圈曰马山几十余处。”［１３］清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年）增修 《登州府志》物产卷记载海产鱼

类近９０种。［１６］清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年） 《重修宁海
州志》记载：“海参，象岛出者良。在莒岛东北。”

象岛、莒岛，今称养马岛。民国二十五年 （１９３６
年） 《牟平县志》记载： “养马岛后海产参最佳，

惜供不足以应求也。”海牛岛和海驴岛上的特色海

产是海岛名称的来源，且这些海产的利用价值十分

广泛。《太平寰宇记》中关于海牛岛的记载引用了

《后汉书·郡国志》：“《郡国志》云：不夜城北有

海牛岛，无角，紫色，足似龟，长丈余，尾若鲇。

鱼性捷疾，见人则飞赴水，皮堪弓閚，脂可燃

灯”［１］。清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荣成县志》物
产卷记载： “海驴岛，产海驴故名。”［１３］ 《太平寰

宇记》载：“海驴岛。岛上多海驴，常以八九月于

此岛上乳产，皮毛可长二分，其皮水不能润，可以

御雨。时有获者，可贵。”［１］

黄渤海渔场是我国四大渔场之一，可分为渤海

湾渔场、辽东湾渔场、滦河口渔场、烟威渔场、石

岛渔场等几个小渔场。［３１］由于海岛周边的浅滩和礁

盘为鱼类提供了重要的繁殖地和觅食地，群岛周边

海域的水道和流场为鱼类带来了丰富的饵料，因此

海岛和群岛周边海域往往是渔业资源最为丰富的地

带。山东沿海的庙岛群岛、长山群岛以及石岛附近

的渔场，现在仍是黄渤海重要的经济渔场。

（三）岛屿的文化色彩

海岛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上出现不少描写海

岛的诗歌等文学作品。例如，明代关于桑岛的诗歌

《桑岛春潮》记载： “半洋突兀起孤洲，仿佛中流

一舰浮。地旧桑麻为岛社，市赏楼阁拟登州。日融

沙暖鸥群集，风落潮生水逆流。傲杀海翁无别事，

纶竿终日坐沙头。”［３２］清道光十九年 （１８３９年）
《蓬莱县志》记载：“宋代诗人苏轼作 《北海十二

石记》，原文记载：登州下临大海。目力所及，沙

门、砣矶、牵牛、大竹、小竹凡五岛，惟沙门最

近，兀然焦枯，其余皆紫翠砏绝，出没涛中，真神

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玮，多不识名者

……”［１２］蓬莱，是历来被文人墨客称颂的海上仙

境。古蓬莱山就是在庙岛群岛上，被称为 “海上

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

中，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鸟兽尽白，望

之如云，在勃海中也。”蓬莱仙境原在海中的传

说，吸引着众多人去探索蓬莱，蓬莱附近的岛屿也

因此被载入典籍。

以历史名人命名的岛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

化。其中田横岛是山东沿海岛屿中最具历史文化气

息的海岛。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年） 《即墨县志》
记载：“田横岛，县东百里海中，去岸二十五里，

相传横五百人殉节处。今登州亦有田横岛，在岩不

在水。”［１５］ 《元和郡国志》载： “海州东海县北五

十里有田横国，即田横岛。未知孰是。”从这些文

献的记载来看，并不能断定田横岛的具体位置，但

能从中看出田横岛的历史渊源。据 《史记》卷九

十四 《田儋列传》记载，“汉灭项籍，汉王立为皇

帝，以彭越为梁王。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余

人入海，居岛中”。田横五百士的故事就是来源于

此。田横拒绝汉高祖的招降，在赴京城的路上自

刎，还让部下将他的人头交予汉高祖，两部下在田

横下葬时 “皆自刭，下从之”，岛上五百士听说后

也都投海自尽。田横倍受贤士的拥戴，是一位可歌

可泣的历史文化名人，以其命名的海岛是其宝贵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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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传递，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

三、结语

本文通过爬梳地方志、舆图等史料，简要考查

了山东沿海岛屿自唐代以来的演变情况。山东沿海

岛屿自唐代以来始见于正史记载，明代之后记载岛

屿的文献不断增多，其中有关岛屿的数量和名称的

记载出现了明显变化。由于明清时期朝廷对海防建

设的重视，大量海岛进入人们的视野，文献记载中

的岛屿在数量上出现由少到多的变化，在名称上存

在异名同地和同名异地的情况，例如青岛、黄岛和

小青岛。从唐代开始，由庙岛群岛组成的 “登州海

行入高丽渤海道”成为通往东北亚航道的要道。此

外，山东沿海岛屿周围形成了重要的 “渔圈”，盛

产名贵海洋生物；而文学作品对岛屿的描写以及岛

屿承载的历史文化，则体现了山东沿海岛屿的历史

价值。本文通过史地结合来探求海岛之历史渊源与

价值，力求为山东沿海岛屿的研究提供历史借鉴，

其中一些海岛的名地变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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