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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吞与拼争岁月》

内容概要

《鲸吞与拼争岁月:列强并吞青岛争夺山东忆录》简介：青岛，是中国黄海岸边山东胶东半岛上的一颗
闪光的宝珠。这宝珠，背靠雄伟的崂山，面朝广阔的胶州湾，宝光灿烂。它的宝光吸引着两条巨龙，
一条是从浩瀚的太平洋经黄海，扎进胶州湾的通达四海的海龙，一条是从富饶的华北大地经津浦、胶
济大动脉飞来青岛连接中原的陆龙，二龙戏珠，海陆交融，青岛，成了中国走向世界，世界通往中国
的繁荣昌盛的巨港！成为名扬天下的中华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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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吞与拼争岁月》

作者简介

　　陈昌本，男，1935年4月生于崂山丹山村，笔名鲁丹。1951年在青岛第一中学毕业，同年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军区任教员、机要员。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任采访写作
课教师，兼做新华社记者。60年代发表《父与子》、《家庭风波》等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1970年调
到北京市委做文化工作，开始写小说，发表短篇小说《花脚王开棺》、《秃嘴的铁唤头》、中篇小说
《黄大山与白菊花》、《不眠夜》等30余篇。1984年调任北京电视台台长，后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
长，结合工作研究电视艺术，著有《电视艺术诱人之谜》一书，与同志们合作创作50集电视连续剧《
渴望》、32集电视片《同心曲》、8集电视片《访美纪行》。1990年4月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又
从电视创作改为写小说，发表中篇小说《八仙图》、《阴世爹娘》等6部；研究戏曲创作，著有《民
族戏曲的创作与欣赏》一书。1996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作协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出
版长篇纪实文学《70个日日夜夜》、《又是70个日夜》、散文集《远游记》，与徐剑合作长篇报告文
学《水患中国》。出版《陈昌本中短篇小说集》、《陈昌本文艺创作论集》、《陈昌本小说集》、《
艺术漫谈录》、《探索突围岁月》和三卷本自选集等。曾获中国图书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等多项奖
励。社会职务：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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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吞与拼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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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吞与拼争岁月》

章节摘录

　　胶州湾三个港口开辟为海港，明代万历年间即墨城县令许铤有一份功劳。　　明朝初年，倭寇侵
犯海疆，明朝廷因为已经平复云南、贵州，即调迁云贵官军到山东、江浙守海疆，广建卫所，胶州湾
就建有浮山所。当时，连年战乱，胶东地广人稀，军队移防时，连带迁来大量移民，在沿海建村屯垦
，以作卫所官兵的后盾。胶州、即墨一带的移民多从云南迁来。我出生的崂山西麓的丹山村，多为陈
姓，就是明永乐二年从云南迁来即墨浦里，后到夏庄前古镇立村，至嘉靖年问，陈氏六兄弟迁往丹山
再立村，形成了丹山陈氏的六个家族祠堂，繁衍下来。直到现在，乡亲谢世，亲人们为他们送盘缠，
烧纸人纸马时，还要哭喊：“亲人呐，上马朝西南走，回云南老家吧！”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丧规。
胶东一带，明初移民数量极大，有云贵移民，也有江浙移民，还有山西、直隶的移民，形成了规模不
小的移民潮。　　到明朝中叶，移民传了几代，村镇增多了，生活艰辛，民众就要求靠海吃海，下海
捕鱼，出海经商，可是，那时候为防倭寇上岸抢劫，实行海禁，不准民众下海。人们只能望洋兴叹，
抱着胶州湾这个鱼产丰盛、船通四海的金饭碗讨饭吃。　　万历年问，胶州、即墨一带连年大旱，民
不聊生。当时的即墨县令许铤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日：“本县淮子口（胶州湾口门）系淮舟必经之
路，而阴岛、会海（前海沿）等社，则海口切近之乡⋯⋯宜宽其历禁，凡民船、商船之往来淮海（胶
州湾）者，给以印照，封之标记。庶几淮海之滨，舟楫绎络，百物鳞集，民财可富，国赋易完⋯⋯，
遇灾荒，有此生路，亦不至坐毙。”　　万历时海疆安定，倭寇骚扰减少，朝廷批准了许铤的奏请。
从此，胶州湾开辟了女姑口、金家口、青岛口这三个港口。不几年，女姑口、金家口和地处青岛口背
后的鲍岛村繁华起来。即墨县南乡各村出现的富户，多数是在女姑口开货栈、店铺，发了海运财、渔
业财，暴发起来的，到清代，发展成了农商兼营的大财主。后来，也是随着女姑口港湾的淤塞而衰落
，多数成了破落户。　　天后宫就是在胶州湾开辟三口以后兴盛起来的。从江淮顺海路朝京都北京运
粮茶的船只从淮子口过往的越来越多，航海者们把台闽民众供奉妈祖海神娘娘的风俗带来了胶州湾，
这样，在距今六百年前，就在商船靠岸的前海沿建起了“天妃宫”，船民上岸必拜妈祖。明末清初，
列强屡犯海境，朝廷又行海禁，直到康熙年间收复台湾、平定海疆后，又一次在东海建海关卫所，解
商渔海禁，胶州湾三口又兴旺起来。雍正年间，重修前海沿“天妃宫”，改名为清廷晋封的“天后宫
”，雍正帝御题“神昭海表”匾，成为“天后宫”镇殿之宝。后经同治年间一次大修，一次扩建，一
直保留至今。这保佑海运平安的“天后宫”，是后来兴起的青岛市市内的最古老的建筑，也是青岛历
史的见证。　　应该说，明朝和清朝初年的胶州湾是平静的，虽然几次经历倭寇的骚扰，但那时日本
武士渡海登岸抢夺财产，抢满船仓就退去。我们丹山村的丹山岭，我小时候还见过山顶上有残存的藏
身壕沟，老人们说：那是祖辈上山躲倭寇留下的痕迹。崂山脚下的人们生活是美好的，崂山山泉水是
甜的，甜到不必酿制就似美酒；崂山的土是细的，细到烧出陶瓷砖瓦，有金石声；崂山的石是硬的，
硬到用以砌墙盖房，千年不变形；崂山的景是美的，美到你看了闻了满山果花，会让你心醉。正因为
崂山既美好又平安，明末清初出生的崂山白沙河边流亭村的理学家胡峄阳，才说了一句流传极广的名
言：“千难万难，不离崂山。”后来演绎为：“歉而不歉，乱而不乱，唯居之崂山最稳。”这名言，
在列强争相鲸吞中国之前，是灵验的。因为崂山远离中原，改朝换代的战乱，一般打不到这里，崂山
真的乱而不乱。崂山地肥水甜，只要老天爷给一两场雨，收了崂山特产地瓜，老百姓就饿不死，崂山
真的歉而不歉。但是，到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蚕食中国的黑暗时代，时势变了，列强首先看中的
就是中国的沿海港口，首先立誓鲸吞的也是这些港湾，宝珠青岛与她背靠的崂山，和她面临的胶州湾
成了他们鲸吞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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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吞与拼争岁月》

编辑推荐

　　列强并吞青岛，争夺山东忆录，曾经的大好国土沦丧遗恨千载，曾经的一五四一爱国呐喊声传四
海，曾经的巴黎和会欺弱强权分赃，曾经的回归青岛拼争震撼世界。生于太平盛世，不敢忘往昔国耻
：长于和谐岁月，不敢忘护我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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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吞与拼争岁月》

精彩短评

1、没有文献考据，没有证据支撑。太多的XXX心里想之类主观臆测。如果当故事写，就只能当故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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