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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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镇有一座山，一年四季鸟语花
香、芳草郁郁。很久以前，当地人把这
座山称为香山。慈溪当地传说，徐福从
这里出海，可以到达“蓬莱仙境”。后来
香山改名为达蓬山。

再后来，达蓬山上建了一个中国徐
福文化园，蜿蜒山路上每隔一段路，都
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世界的徐福”。

“徐福东渡传说”的非遗传承人黄
知言今年71岁了。他生在达蓬山，长
在达蓬山，从小就听奶奶讲徐福的故
事。故事从奶奶的口中讲出来，细细碎
碎，可以唠上一天。奶奶也是从她的奶

奶那里听来的。徐福的故事，就这样一
代代传了下来。

黄知言常去龙山镇上的徐福小学，
跟孩子们讲徐福的故事。徐福小学也
成为“徐福东渡传说”的非遗传承基地。

徐福的故事始于司马迁《史记》中
的“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列传”。

《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威震四方，他想永坐江山，长生不老。秦
始皇二十八年，徐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
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还有
长生不老的仙药。于是，秦始皇派徐福
率领童男童女三千人，带着粮食、衣履、

药品和耕具入海求仙，耗费巨大的人力
物力。然而，徐福出海数年，并未找到神
仙，更没有找到什么灵丹妙药。最后一
次出海，徐福一去不复返。

黄知言说，过去，徐福总是被看作
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其实翻阅历史典籍
可知，确实有徐福这个人。

徐福，又名徐巿，字君房，约生于公
元前 255 年的齐国，死于公元前 179
年。他生在世代以方士为业的家庭里，
精通医学，能说会道。他深得秦始皇的
信任，因此秦始皇一次次派他渡海求
仙。

海上丝绸之路东线开拓者徐福
东渡起航地是在慈溪达蓬山
如今山上留有诸多遗迹，山下还有徐福后人

公元前210年，秦朝
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
乘船东渡，寻找长生不老
之药。徐福抵达日本九
州，带去了中国的稻菽桑
麻、古书典籍和百作工
匠，把文字、锻冶、农耕和
医药术带到日本，促进了
日本农桑文化的发展，开
启了中日文化交流之先
河。

2008 年，徐福东渡
传说被列入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近日，记者来到徐福
东渡的起航地——慈溪
市龙山镇达蓬山，寻访徐
福当年留下的踪迹。

达蓬山上有一座船头形的山体，山
体上刻满了人和动物的画像。因为这
座群像刻在高耸的山崖上，所以被称作

“摩崖石刻”。这是中国唯一保存下来
的纪念徐福东渡事迹的古迹。

这座石刻群像高1.2米、长3.5米，记
述了徐福东渡的动人场景。画像中，宝塔

的左边有一艘正在航行的海船，海水波涛
汹涌，船上仰卧着一名儿童，代表三千童
男童女正在乘船东渡，孩童的右边是倒骑
梅花鹿的方士徐福，他神态怡然自得。徐
福的下方有一个男子，挑着一副箩筐，箩
筐中坐着童男童女，反映了当时准备出
海时的忙碌情景。宝塔的下面是个高约

40厘米的正方形窟窿。据说，这个方形
石窟窿原来是没有的，到了康熙庚子年，
一个叫慧初的和尚在这里凿了一个方形
石，用来供奉佛像，还在上面刻了“灵台
自若”四个字，意思是仙佛在这儿，就像在
自己的仙地上一样泰然自若。
（感谢宋祝明先生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黄知言说，秦始皇三十七年的冬
天，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还有烧饭
做菜、缝衣造车、治病强身、能歌善舞等
各种人才，分乘几十条大船，从达蓬山
下的港湾出发。

当时的海域正刮西北风，船队向东
南行驶，出了镇海口到舟山群岛海域。
这里大大小小的岛屿离大陆很近，不是
很理想的仙境。船队于是折向东行，并
在中街山列岛的东霍山停泊，然而还是

没有发现仙境。
徐福又率船北上，见到云雾缭绕的

岱山岛，以为是蓬莱仙境，便带领童男童
女乘小船上岸，寻遍岛上的名山洞穴。

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徐福留下
一部分童男童女，从岱山岛继续出发，
漂泊至日本有明海，并在日本九州佐贺
市诸富町登陆。

后人称徐福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的东线，他航行的是从宁波到日本最近

的一条航线。
到了日本以后，徐福把中国的文字、

锻冶、农耕和医药术带了过去，改变了日
本的原始状态，促进了日本农桑文化的发
展，最终促成日本“弥生文化”的诞生。后
来，徐福被日本人民尊为“农桑之神”。

可以说，徐福开创了中日文化交流
的先河。直到今天，每年的十月，日本
仍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纪念徐福这位
伟大的航海先驱。

达蓬山下有个岙里徐村，村里有徐
福祠堂、徐福雕像，村民几乎都姓徐。

达篷山半腰中有一座孤立的石人
山，有清晰可辨的头、肩、身，面向东海
眺望了两千多年。

这些遗迹，都与当年徐福东渡有
关。

黄知言说，徐福最后一次东渡前，秦
始皇把徐福的家人，特别是妻子卞贞娘和
儿子徐禧留了下来，美其名曰为保护他们
安全，让徐福安心求仙，其实就是将其家
人作为人质扣留，只许他成功，不许他失
败或是潜逃。秦始皇命令大将军李袞看

守徐福的家人，不准他们离开达蓬山。徐
福的后人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

传说徐禧是一个勤快孝顺的孩子，
他每天鸡叫起床，上山砍柴一担，接着
便在山间开荒，种植粮食蔬菜。他每天
干完活，总要到达蓬山东边的山腰上，
向东眺望一望无际的大海，看看有没有
父亲的身影。一年年过去，徐禧始终没
有盼到父亲的归来，可是幻想万世长存
的秦王朝很快改朝换代了，监护将军李
袞走了，徐禧也自由了。

一个冬天的早晨，大雪纷飞，滴水
成冰，徐禧踏着深至膝盖的积雪向山腰

走去……过了几天，冰雪融化了，人们
发现达蓬山的半山腰多了一座石像，昂
首挺胸，凝视远方。人们都知道这座石
人是徐禧。后人把这座石山叫作“望父
石”，也叫“石人山”。

徐福终究没有回来。直到两千多
年后的2000年4月，日本前首相羽田孜
的哥哥羽田计树，带领二十几名来自日
本各地的徐福研究会专家，千里迢迢来
到慈溪，登上达蓬山寻根。羽田先生说
自己正是徐福的后代。

石人山终于盼来了渴望已久的血
脉亲情。

1989年，中国徐福研究会副会长罗
其湘教授专程从江苏徐州来到达蓬山，
考察徐福东渡起航地遗址秦渡庵。同
年，他应邀去徐福登陆地日本九州佐贺
市诸富町考察访问。在学术研讨会上，
他向日本学术界宣布：“中国新发现徐福
东渡起航地——浙江慈溪达蓬山遗址。”

为什么确定徐福东渡是从达蓬山
出发的呢？

黄知言说，晋代的《陆士龙集》里，
有秦始皇曾到过宁波一带的记录。大
量的地方志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记载
了徐福从达蓬山入海东渡的史实。达
蓬山还有大量徐福东渡的遗迹，证明徐
福曾在这里出发。

另外，在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
《达蓬纪游》诗第五首中也写道：“东尽
观沧海，往事一慨然。浪中鼓万迭，鲸

背血千年。何物秦始皇，于此求神仙！”
那么，徐福为什么选择从达蓬山出

发呢？
黄知言说，达蓬山离宁波市区只有

30多公里。古代的宁波，造船业很发
达，造出能乘坐100人以上的大船，技
术上完全过关。宁波一带物产丰富，经
济发达，还有驾船娴熟的船老大，能为
徐福等人提供物质与技术保障。

徐福是如何东渡到日本的？

徐福的妻子和儿子留在慈溪，后人在此繁衍生息

徐福东渡从达蓬山出发

历史上确有徐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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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唯一保存下来的纪念徐福东渡的古迹就在达蓬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