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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古港旧址位

于今日徐闻县西南五里乡的二

桥、南湾、仕尾村一带，港口南端约十公

里外的海上有头墩、二墩、三墩三座小岛，岛

与岛之间连环相生，风景优美，为古港编织了一

道玉璧般的天然屏障，素有“瀛岛联璧”

之雅称。

港名徐闻，听起来像是

一个人的名字，温文儒雅，实

为雷州半岛南端的一个古老

县城，建制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年），今属

湛江管辖。因其靠近海边，海浪翻腾，与礁石、堤岸

互为冲撞，发出的响声十分渗人，往来之人不得“徐

徐而闻”。因为不得，所以渴求，“徐闻”二字代表了

当地老百姓对于海波宁静、宜居宜业的憧憬和向往。

徐闻县旁徐闻港，似乎早在设县之初，古港便已

存在于此，至于它具体形成于哪年哪月史书上并无

明确记载，后世之人虽有心考证，也无从查找。不

过，徐闻古港的历史源头虽不可追，始于西汉时期的

一次远洋航行，却奠定了它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

上的超凡地位。

每一次远行，无论行多远，途经多少驿站，定然

有一个终点，也有一个起点。如果有人问及汉代海

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徐闻古港注定是一个避不开的

名词。

事实上，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有很多，比

如徐闻、合浦、广州、泉州、宁波等等，而徐闻和合浦

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一批。大约在公元前 111年至

公元前 87年之间，汉武帝派遣黄门译长面向全国招

募海员。组队完成之后，他们带着丝绸、黄金等物

品，乘坐大船，从徐闻、合浦出海，沿北部湾向南而

行，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南半岛、南洋群岛，至已

不程国（今斯里兰卡）返航。仅单程就历时一年有

余。航程之长，史无前例。

这段传奇经历被东汉史学家班固记录在了《汉

书•地理志》中，这也是正史中首次书写“海上丝绸

之路”，徐闻古港也因此顺理成章地被打上了汉代海

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的标签。

从徐闻古港出发的这次远航，本是汉武帝想开

辟一条绕过匈奴直达西域的“蹊径”拍板执行，谁知

没 有

如愿到达西域，却

意外地打开了一条

通往海外的贸易通道。大船不断行进，船上运载

的货物沿途售卖，有些则经由印度转销至中亚、西

亚和地中海各国。由于中国人买卖公平、态度友好，

再加上商品物美价廉，所到之处掀起了阵阵抢购狂

潮。作为交换，外国的香料、宝石、金银饰品、琉璃器

皿、奇石异物等亦从海路运来中国。这在某种程度

上增进了当时的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之间的商

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可能是从这次远航中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创收

的灵感，汉朝统治者谋议良久，决定对沿海的港口城

市加强管理，开通对外贸易，徐闻便是第一批试点。

据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汉朝在徐闻县设置

了左右候官，掌管军政事务和对外贸易。候官者，候

人也，顾名思义，也就是古时候迎送宾客的官员，用

于此处可谓形象。徐闻县境之南的空地上还建起了

一个个大仓库，里面囤积着数量惊人、品类繁多的商

品，以供应对外贸易所需。

众所周知，航海业只是西汉王朝的一个新兴行

业，起步未久，相关的配套设施也不完善，港口建设

简陋不说，航海活动也以自发的、零散的居多。但从

前人记载的种种史实可以看得出来，彼时的徐闻古

港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俨然成为了汉朝沟通东

南亚各地、印度洋彼岸的重要枢纽。

那个时候的徐闻古港，既是我国商船驶往东南

亚和印度洋的出发港，也是大秦（罗马）、天竺（印

度）、波斯（伊朗）等国船舶抵达中国的目的港。远行

的船只从这里出发，将国产的陶瓷器、丝织品运输到

世界各国，并换回香料、琥珀、珍珠、宝石等舶来品，

以供皇室享乐。同时，它也吸引着南亚、东南亚甚至

非洲的商人带着货物来此贸易，故而“千帆竞发”是

常有的画面。因往来船只太过密集，就连距离徐闻

港十公里远的三墩汉港，也开始参与互市贸易，并为

外国商船补充淡水、食品和货物，史称“大汉三墩”。

除了国家层面的对外贸易，民间的经商往来亦

于此时逐渐形成。作为两汉时期重要的货物中转港

和集散地，古老的徐闻港不仅停靠着众多远洋的大

小船舶，同时也汇集了许多精明能干的中外商贾。

繁荣的对外贸易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时，徐闻富庶举世闻名，县城的规模更是扩展到一

个特大城市的“尺码”。由于时常都能见到“商船如

织人如蚁”的壮观景象，古港腹地的人们，也因此成

了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

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谚语：“欲拨贫，诣徐闻。”翻

译成白话文，就是“想要脱贫致富，那就去徐闻吧”，

观其语气，颇有点民国时期南北众人闯荡上海滩的

味道。但由此，我们也能想见当年徐闻古港给县域

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助力。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东汉三国时局动荡、远洋航

路改变、古港泥沙淤积等原因，到了唐宋时期，徐闻

古港也就渐渐地没落了。然而它与合浦古港联袂书

写沟通东西的向海之路的传奇始终印在人的脑海

里。2017年 1月，广东十大“海丝”文化地理坐标评

选揭晓，徐闻古港成功入选，同年9月，在正式投入使

用的全国统编教材中，徐闻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始发港”首次被写入历史课本。似乎，当一个港口渐

渐被人遗忘的时候，它也正在被人渐渐记起。

孔子为何孔子为何
不入戏不入戏

阿 海

南郭寺，坐落在天水市城南的慧音山北麓，上接满

坡幽林，下连藉河碧水，素有“陇上古刹”的美誉。唐代

诗人杜甫流寓秦州时，曾咏诗曰：“山头南郭寺，水号北

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

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

南郭寺历史悠久，宋代称“妙胜院”，清乾隆钦赐

“护国禅林院”，始建于北魏，距今已有 1600余年的历

史，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南郭寺为园林庭院式的古建筑群，山门坐南面北，

三重檐歇山顶，四柱三门，门额上悬挂赵朴初先生题写

的“南郭寺”匾额。山门前左右两侧，两棵巨大的古槐

巍然挺立，如两位镇守寺院的将军，人称“将军槐”。这

两棵古树对称生长，树龄一千三百年，树杆需几人才能

合围，树冠遮荫蔽日，如沧龙横空，气势磅礴。

南郭寺依山就势而建，建筑规模宏大，一进三院，

呈四合院状布区，进到里面，三院又相通相连。其主要

建筑有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东西二配殿、东西二

禅林院以及卧佛院。卧佛殿院内曾有建于隋朝的舍利

砖塔,因地震倒塌,现塔基尚存。院内风景优美,金竹葱

茏，古柏苍翠，巨槐参天,殿宇禅院错落有致,既有汉柏

唐槐的传说,更有诗仙诗圣的游览题咏。

山门内侧左钟楼，右鼓楼，东为“杜少陵祠”，西为

“禅林院”，南面天王殿,门额上悬过着摹北宋米芾的

“第一山”三个大字，字迹古朴苍劲。殿内塑弥陀佛像，

彩绘泥塑。上承北魏清像秀骨的余韵，下开隋唐丰满

圆润的风格，庄严沉静，神态逼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

值。

西院是南郭寺的主体建筑，院内占地数亩，大雄宝

殿是这里最宏伟的建筑，坐南面北，面宽五间，单檐歇

山顶结构，气势恢宏，庄严肃穆。殿内塑有释迦牟尼

佛，消灾延寿药佛、阿弥陀佛及迦叶、阿给西弟子、观世

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佛像，体态丰腴，神情端庄。

杜甫诗中的“老树”，就生长在大雄宝殿门前。“春

秋柏”“龙爪槐”“本氏卫矛”三株古树，被当地人称为南

山“三绝”。

“南山古柏”位于院子中间，为春秋时代所植，与我

国的孔子和印度的释迦牟尼同年代，故名“春秋柏”。

这棵侧柏，经风沥雨，满身沧桑，树龄二千五百年，树形

之奇特，如曹雷击的一样，从根部裂为三半。更奇的是

三株树中间，夹着一棵二百多年的小叶朴，枝繁叶茂，

生机盎然，人称“柏抱朴”。树身开裂脱皮，了无生机，

冠顶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青翠欲滴，一派鹤发童颜的

仙人风度。向南一株，高架在铁塔之上，像一把利剑，

斜刺南天。向北两株，一株干枯不朽，如擎天柱，直通

天空。另一株，沉重的树身巧架在一棵三百多年的古

槐枝杈上，古槐委身于柏下，状若以幼扶老，人称“雷锋

树”。相传当年唐王李世民西征驻军天水，大将秦琼、

敬德策马上山，观光拜佛，将战马分别拴于古柏两枝。

这黄骠马与豹花马乃军中良骥，性情暴烈，一时嘶咬争

斗，腾蹄狂啸，南北分奔，古柏被撕裂倾斜，遂成此状。

院子的西北角，长着一棵“卫矛”，树龄大约二百

年，树围二米，树高十八米，树身沟壑纵横，布满青苔，

硕长的身子斜卧在屋脊上，犹如一条绿色的长龙，似要

腾飞而去。据说这棵树是一位高僧从南方千里迢迢瓶

插带来，扎根于天水，吸大地之养份，纳日月之精华。

卫矛在南方属于小灌木，而在北方十分少见，在人杰地

灵的天水，历经风霜雨露，长成参天大树，着实罕见。

院子的北面，长着一棵龙爪槐，树龄二百年，树杆

笔挺，树枝如龙，树冠如云，叶茂蔽日，腾云驾雾，冲天

直上。这棵龙爪槐树型之奇特，造型之美观，如同巨型

盆景一般，极具观赏价值。

东院山门为三开重檐悬山顶垂花牌楼式，门额上

原是“三秋池宫”匾。门内东西各有一房，正中有过厅，

厅后有一座六角攒尖顶亭，亭柱为六棱形，亭上书有

“北流泉”三字，亭中间一六角石井，井上紧紧盖着一玻

璃钢盖，这便是杜甫诗中的“北流泉”。此泉又名湫池，

水质甘甜，“旱盈潦缩，四时不竭”。传说祈雨极为灵

验，有“南山灵湫”之誉。

北流泉后面，就是南郭寺闻名遐迩的“二妙轩”诗

碑廊。碑长三十多米，高四米有余，青石铺面，上面镌

刻着王羲之、王献之诸书法大家字体，杜甫陇右诗 60
首，配以近、现代名人王宽、冯国瑞、霍松林的跋与序及

王铎、何绍基、于右任诸大家写秦州的诗文墨宝，气势

磅礴。碑前东面一杜甫侧身白石雕坐像，座东面西，左

手执盅待饮，右手着膝抚节，凝眸沉思。公元 759年 7
月，诗人辞官远行，携妻带子，风尘仆仆远赴秦州，投奔

侄儿。谁想世事沧桑，由于战乱，侄儿不知所踪。诗人

站在秦州街头，举目无亲，只好寄居在南郭寺。诗人在

秦州的生活是清苦的，虽得友人接济，可常常挨饿受

冻，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奈之下，诗人只得靠挖草

药，拾橡栗艰难度日。足迹遍布天水大地，留下了一百

一十余首诗章。鉴于此,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

天水人为深切缅怀这位伟大诗人，将东禅林院改为“杜

少陵祠”，供奉杜甫及侍童像三尊。殿柱上有清代诗人

谢威风所撰一联：“陇头圆月吟怀朗，蜀道秋风老泪

多。”

近年来，南郭寺又建了一座景观塔，佛塔为唐式平

面八角五层阁楼式佛塔，总高68米。登临塔刹俯瞰市

区，大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山川秀丽，

楼房鳞次栉比，藉河穿城而过，天河注水，人杰地灵。

我国的数百个传统戏曲剧种，舞台

上表现孔子的作品极少。查遍宋元明

清以来数以千计的剧目，只发现两种：

一是明传奇《麒麟记》，内容大致为，孔

子因不满鲁国执政者季桓子所为，周游

列国，到处遭冷遇甚至绝粮，后仍归鲁

国聚徒讲学。剧作者署名“寰宇显圣

公”，可能是孔氏后裔。此剧现存有明

万历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遗憾的

是，这部作品已残缺不全，原刻本只有

前39出，下面的缺佚已无从查找，难见

全豹了。

另一种是明清之际无名氏的传奇

《九曲珠》。此剧演孔子道逢采桑娘，被

厄于陈、蔡间事。故事来源可能是宋代

彭乘的《墨客挥犀》。《曲海总目》《曲考》

《今乐考证》《曲录》均见著录，可惜今已

佚存。

何以反映孔子的戏曲如此之少？

兴起于宋元时期的戏曲，是一种以娱乐

为目的的市井文化，而孔夫子是圣人，

文人断然不能把圣人搬到戏台上，让其

成为娱乐大众的笑料。因而孔子的形

象很少出现在戏台上。

到了清康熙初年，皇帝颁诏，禁止

演孔子及诸贤（清徐珂《清稗类钞》）。

因为帝王禁止，律有明条，各地命官无

不遵守。时有徐州知府，发现有优伶在

戏台上扮演孔子，“立拿班头重惩之”。

于此，清代戏曲虽然勃兴，爱好戏

曲的文人墨客却多不敢用戏曲形式来

表现这位“至圣先师”，以免有亵渎孔圣

人之嫌。至于优伶，慑于朝廷禁令，更

不敢贸然扮演，成了积习的规矩，一直

沿袭下来。

千年古刹南郭寺千年古刹南郭寺
邓书俊邓书俊

 



























































































































 

徐闻古港徐闻古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
潘玉毅潘玉毅

当 2022年的二十四节气迈着沉稳的脚步走过小

暑时，这座城市突然间静下来了。这静宣示着万众一

心就没有翻不过的山，这静昭示着众志成城就没有越

不过的坎。

新一轮新冠疫情入侵了我们的城市，每天的疫情

数据播报总是牵动着每个人的心，高风险区和中风险

区，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人数，活动轨迹去了哪

里，密接者有多少人……集中核酸检测，第一轮，第二、

三………做完后在家又焦急难耐地等待检测报告。当

真的等到“阴性”这两个神秘字眼出现时，一种难得的

幸福感在内心油然而生。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疫情之下，人间有

爱。兰州，这是一座盛产大爱的城市，在爱的熔炉中不

断历练锻造出了包容和自强的性格，用西北汉子的粗

犷豪迈和坚韧倔强对抗着这场突降的磨难，在一场与

病魔抗争的遭遇战中战酷暑斗风雨，在一场没有硝烟

的遭遇战中前赴后继冲锋陷阵，用勤劳的手掌和坚硬

的脊梁谱写着属于这片土地的精神谱系，把伟大的抗

疫精神书写在黄河两岸，镌刻在百姓心中，让时代在前

进的轨道上记录下属于这片土地的战斗华章。

让城市静下来，是与新冠病毒的聚力斗争，是对健

康美好的向往憧憬，“以静疗伤”“以静抗疫”，这“静”恰

似一剂良方正在对病情进行根治，这“静”又好像一双手

正在对伤痕进行抚慰。“静”的背后，正在孕育着这座城

市的“疫”线温暖，正在营造着家园热土的“疫”后美好，

我们正在为“静”而全力以赴，为“静”而热烈表达。

这“静”蕴含着太多的感动。美丽的白衣天使是执

甲逆行的勇士，威武的人民警察是激流奋进的战士，忠

诚的党员干部是坚守相伴的先锋，耀眼的红衣马夹是

志愿服务的铠甲……疲劳困不住守卫健康的信念，困

顿偷不走救死扶伤的执着，高温阻挡不住奔跑的脚步，

大雨遮盖不住忙碌的激情，太多的感动正在对抗着砥

砺奋进的坚韧和执著，太多的故事正在传递着大街小

巷的故事和温暖。处处都做到不遗余力、不惜成本、不

惜代价，人人都怀着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

慎之心，生动的实践中，正在彰显着守护生命、人民至

上的为民精神；紧张的防控中，彰显着上下一致、众志

成城的团结精神。

这“静”承载着无私的奉献。冲在抗疫一线人为了

大家的健康放弃了自己的小家，把责任扛在肩上，把离

情埋在心里，把爱心献给别人，把愧疚留给亲人。年迈

体弱的父母久未见到甚为想念的子女，年幼无知的孩

子自己去核酸检测，上阵父子兵，抗疫夫妻档，当按下

红手印交上请战书冲向第一线时，当主动报名下沉社

区志愿服务时，当无惧风雪不分昼夜值守卡点时，当劳

累过度体力透支坚持不下火线，当无尽的思念被使命

挤到一旁时，一颗红心的赤胆忠诚和一生追求的价值

取向正在浓郁升腾，除却人民的生命健康，其他的都可

以暂且搁置。在抗疫大局中，坚持一切从防疫工作实

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严格落实“十

同”“十快”“六全”。这就是大疫当前煜煜闪光的舍生

忘死、奋勇向前的牺牲精神，这就是战魔之际统筹有序

的依靠科学、精准施策的求实精神。

这“静”凝聚着强大的能量。前方有逆行英雄用热

血为生命护航，后方有千千万万的真情涌动流淌。爱

心人士，聚力同心，共赴疫难，守望相助，齐保家园。有

的身在他乡，依旧情系桑梓，慷慨解囊，捐资捐物，助力

家乡早日康复；有的身居陇原，出资出力，躬身抗疫，送

温暖到“疫”线、献爱心到前方，誓与家园共健康。城乡

居民，听从指挥，足不出户，安心居家，用宅家配合疫情

防控，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让“静”成为一种自觉选

择。大爱无疆、共克时艰的互助精神正在不断深化，风

雨同舟、命运与共的协作精神正在不断升华。

静在一时，功在长远。让城市静下来，聚集起强大

的抗疫合力，筑起坚固的疫情屏障，早日迎接胜利的曙

光。因为，兰州终会回来。

兰州，终会回来
金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