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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随后完成了封禅
泰山的旷世盛典。其后的行踪是“并勃海以东，过黄、睡，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
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史记》记载的秦始皇这段行程，均在今莱州附近的胶东半岛。又据《
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这里出现
的“八神”是齐地的神祗系统，即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秦始皇在
确定全国的山川祭祀之礼时，本来有“重关中、轻关东”的倾向，反映出他的“关中本位”思想。但
是，在东方巡游中，他却做出了礼敬齐地“八神”的重大举动，这标志着“蓬莱仙山”的古老传说、
燕齐方士之学对秦始皇的影响已经是相当深刻。秦始皇礼敬齐地，“八神”，均有明确记载的祭祀地
点，其中有“阴主，祠三山”之说。这里的三山，就是今莱州的三山岛。如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掖县
志》卷一“三山岛”条下就记载：“秦始皇祀阴主于此，坛壝犹存。”这里出现的。“壝”，是指古
代举行高规格祭祀活动时设置的带有矮墙的祭坛。这些遗物与典故，与《史记》的记载相互印证，说
明秦始皇曾经亲临三山岛，并且在这里举行了祭祀阴主的重要活动，这也说明莱州之地在古代的祭祀
系统、神秘文化系统中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 秦始皇东巡，带有可以炫耀武力的扈从军队，有高级官
员随行，沿途照常处理全国的军政要务，所到名山又多有刻石铭功之举。由此而言，秦始皇的东巡带
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即向六国故地的吏民显示秦朝，兵威慑人、国势鼎盛。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
，秦始皇的东巡还有一个重雾的目的——寻找居住在仙岛上的神仙，寻求“长生不死”的仙丹妙药。
这与秦始皇相信燕齐之地宣传“阴阳五行”学说的方士密切相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
元前219年的东巡过程中，“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日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
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仙人”。这位“徐市”即“徐福”，
是当时方士中的翘楚人物。秦始皇信任一大批方士，对于秦朝统治危机的形成，有着极为深远和复杂
的影响。“徐福东渡”的传说，则被解读为古代中国开辟海外交通路线的重大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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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莱州市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很不错的一本书
2、读起来像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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