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本版编辑：刘诗萌 版式：张 瑜 校对：桂 璐版4
2019年6月18日 星期二

视 野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零售价壹元

1979年5月，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了我国第一部彩色宽
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影片改编自著
名神话小说《封神演义》，讲述了哪吒打败了
为害人间的四海龙王，造福世人的故事。东
海边的陈塘关是本剧故事发生地，乃是小说
中一处关城，是哪吒的出生地。镇关最高武
官是哪吒之父李靖。那么，陈塘关是否真有
其地呢？《封神演义》是不是由明代许仲琳
所著存在争议，但这部讲述商周故事的小说
中首相、总兵等名词都暴露了重要一点，故
事时空背景是明代。陈塘关的原型也因此
有迹可循，它就是明浙直总兵驻地定海关
（城），即今天的镇海（康熙二十六年前称定
海县）老城。

东海龙王庙和东海郡

东海龙王，又称东海广德王，别名显仁，
《西游记》中称为敖广，《封神演义》中称为
敖光。东为青，他是一条青龙。无论是《封
神演义》，还是《西游记》，可以确定的是，东
海龙王在东海，是哪吒一家的邻居。陈塘关
建有龙王庙。要确定陈塘关的所在，首先要
确定书中的东海龙王庙在哪里。

我国的传统是皇权大于神权，神要朝廷
封过才算数。《封神演义》里，神都是西周丞
相姜子牙封的。我国海运兴起始于唐代，封

龙神亦始于唐代。为了祈求龙
王保佑，唐玄宗封四海龙王为
神。神庙也一样，没有经过朝廷
敕建，也是不允许建立和供奉
的。否则，视作淫祠。自北宋以
来，历朝历代官方供奉的东海龙
王庙就在镇海。东海龙王庙的
设立，则与镇海在我国海运史上
的地位有关。镇海作为我国古
代唯一一个与大运河相通的不
冻港，是东亚、东南亚各国来朝
贡的第一站。盛唐以来，遣唐使
摸索到了一条安全的航线，从甬
江（宋元称定海江）口进入大运
河。北宋起正式规定，中外使者
必须由镇海进出。我国最早使
高丽的官方实录徐兢《宣和奉使
高丽图经》称：“自元丰（1078年）
以后，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定海
放洋绝海而北。”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东
海龙王庙在元丰元年十一月戊
子日确定建立，以保佑中外使者

和商人。文称：“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安
焘言：‘东海之神已有王爵，独无庙貌，乞于
明州定海、昌国两县之闲建祠宇，往来商
旅，听助营葺。’从之。”南宋宝庆《四明志》
定海县部分详细地介绍了广德王祠，“东海
助顺孚圣广德威济王庙，在县东北五里。皇
朝元丰元年左谏议大夫安焘，起居舍人陈
睦，奉使髙丽还，十一月请建庙。勅封渊圣
广德王……乾道诰书‘东海’二字于封爵之
上。”根据惯例，皇帝每年春秋要派遣大臣
来祭祀。

由于东海龙王庙在古定海县的缘故，宋
元明三代“东海郡”成了宁波的专属别称。
如元末明初诗人戴良《自定川入海》有“乍
离东海郡，又上北溟船”之句；明代东海三司
马，则是指三位曾担任兵部尚书或侍郎的宁
波大文豪张时彻、范钦和屠大山；宁波产的
知名中药艾草则被称为“海艾”。

明代的镇海，因是日本朝贡船登陆中国
的唯一口岸，祭祀龙王的传统仍旧非常重
视。在张时彻的嘉靖《宁波府志》中，镇海在
原址附近保留了广德王庙，并在城南建龙王
祠，都是祭祀东海龙王。

《哪吒闹海》动画片里，还有百姓为求雨
用猪头等祭品供奉东海龙王的剧情。这一
细节，说明导演作了专门的考证。当地人出
海称“开洋”，要办“开洋酒”，须用猪头等祭
品供奉龙王。

古城和陈塘

陈塘关不远之处，有一条九曲河，是下东
海的入海口。换句话说，陈塘关是位于河口
的关城。镇海恰恰是我国古代唯一建在入海
口的城池。唐大历六年（771年）镇海就有了
建置，因为是遣唐使后期登陆的第一站，朝廷
在鄮县甬江口海壖地设望海镇。望海镇东、
南临江，北面临海。为防止海水侵蚀，唐乾
宁四年（897年）已筑泥塘作为海堤。吴越天
宝二年（909年），吴越王钱镠建望海城，并置
望海镇为望海县，寻改定海县。

唐乾宁四年的后海塘为土塘。根据南宋
《后海塘记》的记载，当时的海塘以木固定，
从招宝山修建至伏龙山，东西长数十里。土
塘并不坚固，常被潮水冲溃导致灾害。北宋
淳熙十六年（1189年），定海县令唐叔翰效仿
钱塘江海塘，改建石塘。这个古老的石塘，就
是《封神演义》中的陈塘。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时因抗倭所需，
朝廷钦差信国公汤和到镇海出任总督备倭，
谋划御倭事宜。汤和在原定海县城建定海
卫，扩建定海县城，也即定海卫城。扩大后
的县城，东起巾子山、沿唐代海塘、东南缘甬
江、西连平川、北负大海，三面环濠河，周围九
里有奇。城原有辟六门，北门是水门，直通大
海。永乐十三年（1415年），浙江都指挥余成

因防潮水需要，又恐倭寇通
过北门入侵，遂堵北门，只留
镇远、南薰、清川、武宁、向辰
五门。

汤和在扩城时，将城池
北界扩至海塘。县城北城墙
被直接修筑于海塘之上，形
成了城塘合一的罕见现象。
这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城塘合
一的城池。我国城市一般是
坐北朝南，北面的城塘便被
称作后海塘。嘉靖三十三年
（1554年）在北城门旧址造望
海楼，既可观览沧海，又可警
戒倭船。后海塘因地理位
置，屡遭海潮冲毁。隆庆三
年（1569年）秋，淫雨飓风大
作，海啸涌潮迫城，淹没房
屋。浙江巡抚谷中虚于城北筑重垣以外护。
万历二年（1574年），终竣工。此后，滩涂的沉
积使得潮水对海塘的冲击减小，后海塘至清
代初年均未受损。

动画片中，我们见到陈塘关关城城墙之
外便是大海。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围垦原
因，镇海城北已成陆地。望海楼现今已经望
不到大海。不过，历史影像资料给出了动画
片类似的画面。

动画片中的陈塘关，导演凭想象，将一
部分城墙建在山上。现实中的后海塘，东北
角一段城墙确实是建在一座小山巾子山
上。巾子山还与招宝山以海塘相连，为防止
海水入侵和倭寇入侵，不留防御死角。再次
感谢华生，他留下的巾子山照片，让我们见
识到了山上建城的旧影。

定海关和总兵府

陈塘关，顾名思义是个边境上的关口。
明代文人喜好把边境外国人出入的要塞称为
关，无论是有无关隘或关城。镇海为明代最
重要的海上关口，作为日本、琉球等国的登陆
地，是诸藩贡道。于是，明人逐渐把镇海称之
为定海关。比如，胡宗宪总编、郑若曾攥写的
《筹海图编》就记载：“（嘉靖三十六年）十一
月，贼首王直款定海关要互市。总督胡公诱
擒之。”浙直总兵卢镗也称镇海为“六国来王
处，平倭第一关”。

总兵是《封神演义》里最常见的武官，除
陈塘关总兵李靖外，还有三山关总兵邓九公、
青龙关总兵张桂芳、潼关总兵陈桐、穿云关总
兵陈梧、汜水关总兵韩荣等人。此设定源于

总兵镇守制度。明朝建立后，为防止蒙古再
次南下，设置了九个边镇，各设总兵官镇守关
城。嘉靖中后期，东南倭患爆发，明廷不得不
在江南设立总兵官，总理浙直海防。嘉靖三
十五年，因镇海是诸蕃贡道，浙直总兵定驻镇
海城内西南角。

明代的总兵是皇帝钦差地方的最高武
官，地位崇高、权力极大，以超品的公侯伯或
二品以上的五军都督府都督出任。《封神演
义》第十四回“哪吒现莲花化身”提到：“且说
李靖因东伯姜文焕为父报仇，调四十万人马，
游魂关大战窦荣，荣不能取胜。李靖在野马
岭操演三军，紧守关隘。”李靖如果手下没有
足够人马，是不能与之抗衡的。现实中的浙
直总兵也权力惊人。作为陈塘关总兵的原
型，浙直总兵拥有调度沿海六省兵马之权。
因此，当时尚是凡人的李靖会有资格跟龙王
称兄道弟。

今亦有人言，明天津卫城是陈塘关原
型。《封神演义》约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此
时的天津根本没有设立总兵，历史上也没有

“天津关”的名词。东海、龙王庙、沿海关城、
巡海等要素也与天津无法联系上。陈塘关的
原型最有可能的只能是定（镇）海城。明朝嘉
靖以来，镇海不但是地方最高武官浙直总兵
治所，也是地方最高的文官浙直总督兼浙江
巡抚的驻地之一，其名声也远大于其他沿海
诸城。明代其他小说也有定海城名的影子，
《西游记》和《后西游记》也都提到了东海龙王
及其宝藏“定海”神珍（“针”是讹字）铁，后者
即是孙悟空手中大名
鼎鼎的如意金箍棒。

□梁虹艳 徐春伟

——歌曲《十唱共产党》的诞生

一首时代的颂歌
在全国人民热烈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想起 1958
年享誉全国歌坛的一首歌曲：《十唱共产
党》。这首由我省著名作曲家航海编曲、洛
川民谣供词，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贠恩凤
演唱的歌曲。由于歌词朴素真实、感情真
挚，曲调优美动听，真实反映了新中国成立
后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一经演唱就立
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你听，“一唱共产党，好比那红太阳，祖
国一片新气象，人人齐欢唱。二唱共产党，
村村扫文盲，看书读报柳荫旁，水笔别胸
膛。三唱共产党，绿化咱家乡，村前村后花
果香，绿荫满山岗。四唱共产党，引水上山
梁，山顶水磨哗哗响，高山水流长。五唱共
产党，干部下了乡，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
齐夸奖。六唱共产党，牧民心花放，千里草
原好风光，羊肥马儿壮……”字字句句，从
各个方面描绘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广大
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激之情。

1958年，正是我国新民歌运动如火如
荼的火红年代。亿万首新民歌如江河奔
腾，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
激情，在广大群众的胸中奔涌而出。当
航海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众多民歌
民谣中，发现这首洛川民谣的时候，激
动得彻夜难眠。他反复分析研究了这首
歌谣，认为它准确反映了时代心声，用
典型的事实变化，抒发了对党的热爱和

对美好生活的赞颂。一定要写好它。他
认为，既然反映的是农村生活，就必须
以民歌形式来表现，既要易学易唱，又
要易于流行和传唱。于是反复琢磨，决
定把十段唱词合并为五段，以避免反复
过多的过于呆板的问题。最初，他选用
的是合水民歌《十想》的曲调。但反复
吟唱后，感到不够理想，后两节的曲调和
歌词的结合有些拖拉，便试用《绣荷包》
的曲调进行编曲。虽然解决了拖拉的问
题，但又觉得有些生硬不够自然，后又采
用了《十杯酒》的基本旋律，又觉得有些
低沉不够昂扬。经过多次反复推敲对比
琢磨调整分析，还是觉得以《绣荷包》为
基调较好，不仅词曲结合紧密，风格上也
比较统一，旋律上也优美好听流畅，也把
群众的欢快喜悦之情准确表达出来。此
歌写成后，他首先寄给了北京的《群众
歌声》。一天，西安《群众音乐》的常曾
刚主编来到航海家，航海拿出《十唱共
产党》曲谱让他看，他一看就爱不释手，
当即决定在他主编的《群众音乐》上发
表。当得知此歌已寄给北京《群众歌曲》
时，他马上通过自己的关系，将歌曲要了回
来，当期就发表了。

《十唱共产党》发表后，航海指名让著
名歌唱家贠恩凤演唱，因为，贠恩凤是他招
进歌舞剧院的，他对她的音色和演唱风格
十分了解。当贠恩凤首唱了这首歌曲，并

经陕西广播电台播放后，立即受到广大群
众的普遍好评。电台编辑部每天都要收
到数十封群众来信，要求学唱这首歌曲。
电台立即满足了群众的要求，由贠恩凤在
电台教唱了这首歌曲。不久，上海唱片公
司邀请贠恩凤为这首歌曲灌了唱片，在全
国发行，一时间《十唱共产党》便广泛响彻
在广大农村、工厂、军营和边防哨所，人们
劳动时听着它、走路时听着它、学生课间
休息时听着它……贠恩凤也因这首歌的
演唱而享誉歌坛。一些商家也抓住了这
一商机，以影印的方式，把《十唱共产党》
印制了亿万张歌片在各地广泛销售。陕
西作家张丛笑回忆他十二岁时，在家乡田
野的喇叭上，听到这首歌，激动得忘了锄
地，一些人问他：“这歌是谁唱的？这么好
听！”他竟然一时回答不出。直到 1999年，
他在一份《长安词林》的小报上，才看到了
此歌的曲作者是航海先生，演唱者是大名
鼎鼎的“百灵鸟歌手”贠恩凤。

我省作曲家雷达先生说：“航海的《十
唱共产党》旋律优美，通俗顺口，感情深
厚，情与民通，简洁凝练规整有变，让人
百听不厌。是他学习、运用民歌素材进
行歌曲创作的成功典范。当我第一次听
到它时，只觉其浑然一体，优美动听；继
而玩味，便有点儿‘似曾相识燕归来’的
感觉。再反复咏唱，就断定它是一首源
自民间的‘巷里之曲’。后来才渐渐知道

了它是源自妇孺皆知的流行于陕西、山
西的《绣荷包》。让我才真正悟出了其中
的美学原理。至此，这首歌曲潜藏着的
奥秘便昭然若揭了。真使我不由得赞叹
航海先生的确是运用民歌进行歌曲创作
的高手了。”

陕西音乐大家关鹤岩、王焱、赵季平
等，均认为航海是一位运用民歌素材作曲
的高手。他总能将民歌与民情用淳朴自然
的方式完美结合，创作出群众喜闻乐唱的
天籁之音。航海说：“我最崇尚世界著名
作曲家格林卡的一句名言，‘真正创造音乐
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
过把它们编成曲子而
已。’” □杜书文

《哪吒闹海》40年：千年东海陈塘关何处寻

陈塘关陈塘关

宋宝庆宋宝庆《《四明志四明志》》定定（（镇镇））海县境图海县境图

往 事

1927年 2月，正在美国学习的
梁思成给父亲梁启超写信，就自
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分别
是建筑史学与考古人类学）对于
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是“有用”还是

“无用”进行询问。对此，梁启超作
了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问题很
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年间
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
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
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
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
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
西门说过这样一段话：“假如法国不
幸失去国王的兄弟和王公大臣，省
长，大财主等等，并不会因此给国家
带来政治上的不幸。但假如法国的
优秀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学
者，优秀的诗人、作家，优秀的工程
师等等，突然各自损失了五十名，
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犹太民族颠沛流离、饱经沧桑，但在智力方
面却明显处于优势。犹太人中产生的诺贝尔奖获
得者、科学专业人才、学术巨匠数量之多令人吃
惊。原因在于，在犹太人眼里学术具有无比崇高
的地位。他们认为，学者比国王伟大。在犹太社
会里，学者和教师受到极大尊崇。与王公贵族、军
政要员以及工商业者相比，犹太人始终认为学者
比国王伟大。他们奉行这样一条格言：“为使女儿
嫁给学者，或为娶学者的女儿为妻，纵然付出所有
的财产也在所不惜。”对一个犹太家庭来说，没有
比出一名或几名博士更为荣耀的了。

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德被尊为“几何之
父”，他是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人。有一次他正在
教几何。有个弟子在做练习题时突然问道：“我学
这些能得到什么益处呢？”欧几里德听后大怒，立
即吩咐身边的奴隶：“去，拿两角钱来给这个家伙，
因为他来求学是为了得到好处的。”

1909年，王国维在京师图书馆做编辑，后为
《国学丛刊》起草宣言，倡言“学术无新旧之分，无
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不仅如此，他还说

“学术是目的，不是手段。”
同样，严复在为《涵芬楼古今文钞》作序时，

也一再强调一种纯学术的立场。他说，做学问的
目的就在学术本身，学术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目
的。大儒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
计其功。”这表明学术的“非功利性”。清代史学
家章学诚说：“（学术）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合
者”。这表明学术既要顺世而生又要异世而立，
也就是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些话都很好
地说明了学术的真谛。

学术是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实用。所
以，韩愈说：“勿诱于势利，勿望其速成。”同样，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说：“在进行科学研
究时，如将其自身作为目的来追求而不带有任
何功利企图，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种种新的发
现。”晚晴思想家魏源曾说：“学术之敝乃敝于
利禄。”这话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学术应与
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不迎
合、不媚俗，更不能简单以
功利计。 □史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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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阴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是中国人的
一个重要节日。如果从有雏形算起，这
个节日至少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了。端午又名“重五”。据南朝梁人吴
均所撰《续齐谐记》讲，这个节日当起源于
纪念屈原。于是乎，人们一直将划龙舟救
屈原当成了端午节这个传统节日的最终源
头，以至于一提到端午，人们就会立即将划
龙舟与救屈原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早在
屈原之前就已经有了端午划龙舟的习俗，
这一点连屈原都“供认不讳”（《九歌》），
更何况也没有哪个史料能证明屈原就是死
于五月初五这一天。那么，五月初五的端
午节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很多读者都
在一直关心的问题。其实，端午划龙舟最
初与屈原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具有全民出
动共同驱邪的活动是在中国南方民族春季
送瘟神仪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俗话说：“枇杷黄，医者忙。”每年阴历
四五月份正是南方疫情流行的高发期。为
了躲避瘟疫，村村寨寨的人们都会在村口

拉起禁绳，避免瘟疫的流入。但一旦瘟疫
流入，人们就必须想方设法，尽早将瘟疫送
走。为送走瘟疫，驱逐病魔，人们除饮用雄
黄酒，用艾叶煮水沐浴及插戴菖蒲、艾蒿、
石梅花、山丹花以及蒜头等药用植物外，最
常用的方式便是用巫术的手段送瘟神了。

送瘟神的方式很多，在水道纵横的江
南水乡，以水路为主要通道的人们自然会
想到用船载的方式将瘟神送走。具体方式
有两种：一种是用纸叠成小船，将瘟神偶像
放入纸船，点燃纸船上的蜡烛后，让小船顺
流而下，纸船边走边烧，瘟神就这样被送走
了。毛泽东主席在《七律·送瘟神》中所说
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讲的就是这个传统；另一种方法是将瘟神
放入小船，摆上粽子等供品，然后由人划船
顺流而下将瘟神送走。如果是一家一户送

瘟神，自然也就不会再发生什么故事，但如
果是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送瘟神，人们就
会争先恐后，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自家
或本村瘟神送走，于是便出现了声势浩大
的龙舟竞渡场景。后来，随着疫情的减弱
和人们抵抗瘟疫方式的增加，五月端午划
龙舟送瘟神的原始功能开始逐渐丧失，至
少到了南朝，连赫赫有名的大文人也已经
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在这一天全民出动，划
龙舟、挂艾蒿，只好以拯救屈原一解了之。

中国节日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
的许多节日都是从“恶日”发展而来的。例
如除夕、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的产生都与
恶日降临以及人们定期除恶的说法有关。
古人认为，恶日的产生是“恶魔”作乱的结
果。而利用仪式与“恶魔”斗法，则是古人
最常使用的手段。这些仪式一旦被固定

下来并形成规模，一个个以驱魔禳灾
为主要功能的节日也就产生了。

在中国，端午节实际早在春秋时期
就已经出现。但此时的影响还主要

局限在我国南方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
后，随着社会动荡、南北融合的加剧，端
午的逐恶仪式也因适应道教避邪禳灾的
需要，而在道教的影响下迅速北上并影响
到北方广大地区。但由于地域条件的限
制，北上后的端午划龙舟仪式，由于缺少
江河，不得不被北方的“旱鸭子”们割舍，
而采用了他们常用的戴五毒香包、系五色
缕、放风筝、走城、打石仗等方式，将他们
心目中的瘟神早早送走。

尽管在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端午节
的真正起源已经变得十分朦胧，但通过插
艾叶、饮雄黄酒、戴五色缕、穿五毒衣等端
午仪式上所采用的传统避邪手段，我们仍
能感触到历史上端午节的本来面目。

其实，追溯端午起源，真的与拯救屈原
没有任何关系。 □苑利

划龙舟救屈原是端午源头吗？

钩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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