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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山口县位于日本本州岛西南端，隔日本
海与亚洲大陆遥望。自青岛流亭机场到日本
福冈机场大约3个小时，再有1小时车程，就
进入山口境内。第一印象是，扑面而来的满
眼绿色，山很多，看不到一点裸露的山体，
也没看到脚手架。

二尊院里的杨贵妃墓

“杨贵妃没有死，她到了日本。”山口
县观光交流局观光交流课观光振兴班主任冈
直人说。他给我们讲了一个美丽的传说，杨
贵妃在马嵬驿兵变中并未被逼自缢身亡，真
正死的是其替身侍女，而杨贵妃在皇帝亲信
的护送下，从海上乘船逃走，漂流到日本向
津县半岛的唐渡口，不久之后因病身亡。当
地人为了哀悼她，将她安葬。

后来，杨贵妃托梦于唐玄宗。唐玄宗命
人制作了释迦如来和阿弥陀如来两尊佛像，
命使臣陈安带到日本安放在杨贵妃的墓地。
陈安多处寻找，未能找到杨贵妃墓地的下
落。就暂时将两尊佛像安置于京都的清凉寺
后回国。后来，人们得知杨贵妃漂流身死的
地点是山口县，但清凉寺众僧对两尊佛像爱
不释手，就又制作了完全相同的两尊佛像，
并将新旧佛像各一尊分别安置在京都的清凉
寺和山口县的二尊院。

这个传说，最初可能是发端于白居易的
《长恨歌》。在白居易的笔下，唐玄宗(685-
762)和杨贵妃(719-756)虽然世间实有其人，但
其爱情故事被重新艺术加工，迥异于它的历
史原型，赋予了新的更美好更理想化的内
涵，成了一出被美化、被拔高了的爱情悲
剧。从其思想倾向来看，不管作者的写作动
机如何，这篇长篇叙事诗已经成了对人间真
爱的颂歌。这首诗，不仅中国人喜爱，日本
人也很喜爱。

《长恨歌》中，有这样的句子，为后人
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其中有，“马嵬坡
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玄宗命人改
葬时，却发现杨贵妃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是说玄宗派一人去找寻杨贵妃，怎么也找不
到。白居易继续张开想象的翅膀：“忽闻海
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意思是杨贵
妃隐居在人间的“海上仙山”里；“昭阳殿
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则写的是生
离而不是死别了。蓬莱宫又在哪里呢？在日
本的文学创作中，他们常常把蓬莱山指为日

本。也就是说杨贵妃没有死，她后来逃到了
日本。

11月28日下午，我们来到山口县大津郡
油谷町一个叫“久津”的海边小村。杨贵妃
墓就在这里的山坡上，墓地是由乱石砌成的
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平台。台上有5座石塔，被
日本人称为“五轮塔”，塔建于哪年，无从
可考。这已经被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墓前
正门前，有两棵菊花，小小的白菊花在海风
中抖动，墓道两侧各植三棵菊花。在墓旁有
块牌子介绍，我认识“安产、子宝、缘结”
六个汉字。翻译芝久美说，日本人有个信
念，拜谒杨贵妃墓，能保证母子平安，生一
个漂亮的女孩子，还可有好的姻缘。

二尊院所在的油谷町被称为“杨贵妃故
里”，这里已成为一个景点，信徒、游客很多。町
内还有卖特产“杨贵妃面包”，他们还将当地特
产大米命名为“杨贵妃之梦”牌。

肥城桃树和汉白玉像

在墓旁，种植着一小片桃树，桃树底下
落了一些叶子。这些桃树是1987年2月在山东
省和山口县缔结友好城市5周年之际，山东省
政府赠送的。这是肥城桃树苗首次在山口县
栽培。肥城桃又称肥桃、佛桃、寿桃，被誉
为“群桃之冠”。据说杨贵妃不光喜欢吃荔
枝，而且喜欢吃桃子。日本人把这里的桃子
称为“贵妃桃”。

在墓地一侧，有一尊杨贵妃汉白玉雕
像，是西安美术学院王西京、刘芸杰两位老
师1993年设计监修的。雕像头部和身体是按
1：9的比例，与中国陕西兴平县马嵬坡建立

的雕像一样。但记者曾在北京看过一个杨贵
妃展览，展览词说，雕像“比马嵬坡的雕像
要瘦一点，因为日本人不能接受杨贵妃是胖
美人”。求证冈直人先生，他说应该是如
此。“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
色”，这是白居易《长恨歌》里所形容的杨
贵妃。时代变了，地点也变了，杨贵妃也跟
着人的不同审美在变化着、塑造着。

墓地所在的二尊院，寺院小巧而寂静，
里面供奉着两尊释迦如来和阿弥陀如来佛
像，介绍上说佛像是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
用丝柏木制造而成，两尊佛像分别高一米，
彩绘金箔，玉眼镶嵌。记者看到几个信徒正
在佛像前虔诚拜谒。

二尊院主持田立智晓，是京都种智院毕
业的，在二尊院已当主持3年。他说，每年10
月，二尊院都举办大型“炎之祭奠”活动，
10月9日这天，要烧掉睡在杨贵妃身边的妖
怪，让杨贵妃安然无恙地保佑众生。

肥城桃树边，是郁郁葱葱的山茶花。虽
是初冬，但日本山茶花还盛开着。“山茶花
谢的时候，不是一片一片地凋谢，而是一整
个花朵掉下来。”芝久美说。

海边赏音乐剧《杨贵妃》

在大津郡，我们还欣赏到了日本版的音
乐剧《杨贵妃》。音乐剧表现的就是杨贵妃
孤身来到日本后，思念唐玄宗的故事。舞台
就在日本海的海边，长5米、宽1 . 5米，舞台前
有一块小草坪。站在海边，能听到海涛声。

音乐剧大约半个小时，共三个角色：杨
贵妃、唐明皇、僧人。扮演杨贵妃的女孩子

叫岛寿利依，是北九州大学大三学生，学的
是教育，却喜欢音乐剧表演。演出结束，她
给我们用日文写了一段话：“希望再回到家
乡与玄宗皇帝重逢。杨贵妃。”

扮演唐明皇的米永孝文，是公务员，业
余喜欢音乐剧。他的偶像是李连杰，“李连
杰的功夫太好了”。音乐剧中还有个僧人，
头戴斗笠，面朝大海，在不停地念经超度。
僧人扮演者叫村冈航，也是业余演员。

音乐剧具体演出的事宜由PATA店操
作，店老板叫岛田，他说，《杨贵妃》从今
年4月开始公演，演了大概20场，一般都在夏
秋天的晚上演。

记者还了解到，1955年，著名导演沟口
健二把杨贵妃这一题材搬上了银幕。沟口被
誉为女性电影大师，尤其是对女性悲剧性的
展示，在国际影坛独树一帜。沟口健二版
《杨贵妃》获得了第1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金狮奖提名。

影片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主
要线索，政治背景被淡化，复杂的人际关系
和军事斗争也几乎被淡化到无。沟口就好像
从那一团乱糟糟的局势中，直接把摄像机单
单对准了唐明皇和杨贵妃二人。沟口是通过
这古代的男女二人，来表达自己对爱情、对
人生的理解。事实上，无论是唐玄宗，还是杨
贵妃，他们的思想境界，在历史上的作用，或者
说他们本身的魅力，在沟口的导演下，都被有
意无意地“篡改”了，或者是“遮蔽”了。

当然，从沟口健二的电影《杨贵妃》，
以及同名音乐剧，还有关于杨贵妃的其他传
说中，我们都能看出日本的艺术家和民众对
中国文化的沉醉，让人感慨不已。

■ 文化交流

明年是我省与日本友城山口县缔结友好省县30周年。应日本山口县政府邀请，本报记者随团赴日采访，

第一个引起记者注意的文化遗址是杨贵妃墓。

在日本山口遇到“杨贵妃”
□ 春阶 辑

在日本，关于杨贵妃流亡日本的传说由来已久，且众
说纷纭。

１.杨贵妃逃脱经历：
说法一：马嵬驿兵变时，禁军大将军陈玄礼被杨贵妃

甘愿以身殉国从容赴死的精神所感动，不忍杀之，遂与高
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死。由于执行死刑的是高力士，而查
验尸体的是陈玄礼，因此这个以假代真的“掉包计”得以
成功。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飞快南逃，大约在今上
海附近扬帆出海，东渡日本。按此说法，杨贵妃应是在至
德元年（公元７５６年）前往日本的。

说法二：马嵬驿兵变中，并不是采用了“掉包计”，而
是贵妃一息未绝死而复生。她的复活与高力士、陈玄礼全
无关系，而是得力于宫中舞女谢阿蛮与乐师马仙期的救
助，最后在日本遣唐使的帮助下，于至德二年（公元７５７
年）东渡日本。

说法三：杨贵妃逃离马嵬坡后，化装成妓女，辗转于
各地。于乾元元年（公元７５８年）乘小船漂流到日本，在濑
户内海的荻町或久津登陆。

２.杨贵妃到达日本后的经历：
一种说法是：杨贵妃海行染病，登陆不久即病逝。
另一种说法是：杨贵妃受到了孝谦天皇的热情接待，

在宫廷里生活了很多年，在政治上颇有作为，并与太上皇
李隆基有音信相通。

今天，在山口县久津、名古屋热田等处，还有杨贵妃
的墓茔等遗迹，在神奈川县金泽称名寺内，藏有杨贵妃使
用过的玻璃帘子。据说杨贵妃当年居住的蓬莱宫，就是现
在的热田神社。日本民间传说，杨贵妃原是日本的热田大
明神，为了不让唐帝国发兵攻打日本，她化作美女前去消
磨唐玄宗的斗志。安史之乱后，她又回到了热田神社。

在日本镰仓时代（公元1185─1333年）的末期，《溪岚
拾叶集》里已经出现了关于杨贵妃是热田大明神的记载，
及至江户时代（公元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年），《今昔物语》等书中
列述了以杨贵妃为题材的无数故事。

1963年，日本一个少女在电视上露面，自称是中国杨
贵妃的后裔，并出示了历代家谱文件为证。据说著名演员
山口百惠也认为自己有杨贵妃的血统。

1973年，台湾作家南宫搏先生发表了《杨贵妃外传》
等一系列考证文章和文学作品。他分析了民间传说和历
史记载，认为杨贵妃流亡日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学术界的反对意见仍处于主导地位。反对派的
基本依据是：

无论是中国的正史或野史，都没有关于杨贵妃未死
于马嵬驿兵变的正面记载；

杨贵妃被处死之后，是经过陈玄礼等人“验明正身”
的；

即使杨贵妃真的“堕落风尘”，在唐代也并非不能回
宫。唐代宗的沈后在安史之乱中曾两次被乱兵掠去，朝廷
照样寻访她回去当皇后、皇太后便是反证；

当时的中国，北方是兵荒马乱，南方（江淮之间）虽然
未经战火，却也是戒备森严。在这种情况下，杨贵妃一行
几乎不可能避开各种关防的盘查千里跋涉，平安到达扬
州口岸；

当时的航海技术落后，前往日本决非易事。所谓“乘小
船漂流到日本”实为无稽之谈，而像两国间互遣使团那样大
操大办，又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流亡女子所能做得到的。

可以说，关于杨贵妃马嵬驿兵变后的生死之谜，不但
是当前文艺创作的热点题材，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相关链接·

杨贵妃流亡日本之谜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杜晓妮

在今年年初公布的山东省第三次文物普查
“十二大新发现”中，黄河三角洲盐业遗址群
位居第二，山东也成为全国盐业考古的主要地
区。12月8日，寿光北部大荒北央盐业遗址、
东营南河崖盐业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任人、山东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主任王青教授与记者
一起回顾了山东海盐考古的发展历程。

山东海盐生产历史久远

食盐是人体维持正常生理活动不可缺少的
物质。《管子》中有“国无盐则肿”的记载，
《天工开物》中也有“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
胜匹倦怠恹然”的文字。可见，古人很早认识
到食盐的重要性。从理论上讲，新石器时代农
业出现后就开始了食盐生产，据先秦文献《世
本》记载：“宿沙氏始煮海为盐。”宿沙氏也
因此被历代盐工尊为“盐宗”。

据王青教授介绍，山东北部沿海自古以来
就是我国海盐的主产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就
有盐业遗址被发现，这些遗址大量出土一种盔
形陶器，当时怀疑可能是制盐器具。但由于当
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以考古学文化为中
心，就是研究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年代序列，其
他研究很少，所以盐业考古一直未能正式开
展，只是作了一些大致的推测。

到上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逐渐认识到这
些遗址与盐业生产有关，但山东北部的这些盐
业遗址究竟是煮盐还是晒盐，存有争议。潍坊
市文化局的文物专家曹元启就曾在潍坊各县市
的沿海地区，发现了不少盔形器。1992年，山
大考古系任相宏教授也认为盔形器出土于商周
时期的煮盐遗址，但是遗址一直未被发掘过。
而与此同时，三峡库区开始的大规模抢救性考
古发掘，在重庆中坝、哨棚嘴、瓦渣地等遗址
均发现了古代制盐遗存，盐业考古开始受到关
注，山东的盐业考古也受到启发。

初探制盐遗址收获颇丰

2000年底，王青作为带队老师，为山大考
古系1998级学生来年春天的考古发掘实习选择
遗址，他将目标锁定在尚未科学发掘的山东北
部盐业遗址，并最终选择了寿光北部沿海的大
荒北央遗址。

回忆起首次看到大荒北央盐业遗址时的情
景，王青难掩兴奋：“2000年初冬的一个早
上，我先到大荒北央去考察，麦子地里散布着
很多大块的陶器碎片，歪七斜八地插在地上，
各种形状的都有，并且密度特别大，俯拾皆
是。阳光照在结满霜花的陶片和小麦上，寒光
凛凛的，非常壮观。到跟前一看，这确实是盔
形器，一般的陶器厚度有1厘米就不错了，可
这些陶片的厚度在2-3厘米。由于盔形器的口
径在20厘米左右，深度在20-30厘米之间，因
此碎片也特别大，这些都符合盔形器碎片的特

征。我用洛阳铲进行初步钻探，认为这个遗
址可以进行考古实习，随后进行了遗址发掘
申报。”

2001年一开春，王青带了不到10个学生
和寿光市博物馆的几位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大
荒北央。“这个遗址开始发掘后，我们感觉
难度特别大。遗址处在离海边大约16公里的
地方，离海较近，是盐碱地，我们工作了两
三个月，吃的都是咸水，很多同学不适应，
出现腹泻等症状。遗址离我们住的寿光市卧
铺乡郭井子村有3公里多，路途较远，因为
实习经费有限，我们只能到城里买来旧自行
车，两人一辆，早晨出发去发掘现场，中午
回来吃饭，下午继续发掘，直到晚上才回去
休息。海边的风很大，滩涂地上都是沙子，
风沙大，气温低，工作环境非常艰苦，但同
学们没有一个叫苦的，工作起来很认真。现
在回忆起来觉得那段时光挺好的，我对那批
学生的印象也特别深。”王青说。

虽然发掘的面积不大，只有100平米左
右，但收获颇丰。

首先，一般的遗址是土多，陶器之类的
少，但大荒北央遗址盔形器的数量非常多，
出土的上万片盔形器陶片的体积比遗址中土
的体积还要大。由于95%以上出土的陶片都
是盔形器，这在内陆的农耕遗址中是没有
的，因此判断大荒北央是制盐的遗址。而经
断代，遗址出土的少量生活陶器的碎片应属
于西周前期，距今约3000年。“我们很高兴
挖到了西周前期的煮盐遗址，在2001年这应
该是我国东部沿海做海盐考古最早的。”

其次，他们发现了一些制盐的遗迹。
“当时发现了近10个像锅底一样的小坑，坑
的直径有30—40厘米。奇怪的是，这种坑的

底下都均匀地涂有1—2厘米厚的红色粘土。”
王青有些困惑，这种抹粘土的坑在内陆几乎没
见过，它是干什么的呢？一个意外的发现，让
王青找到了答案。5月份开始进入雨季，雨天
不能上工，雨停了再去的时候，其他地方都干
了，只有这几个小坑里面还有水。这说明粘土
是当时的人有意抹上去的，作用是防渗漏。这
些小坑究竟是盛什么东西呢？王青认为小坑应
该是盛卤水的。

“卤水的基本成分是海水，只不过浓度更
高，是因海洋变迁自然形成的。用卤水制的盐
也是叫海盐。遗迹里面还有一条卤水沟，卤水
沟的宽度是1—2米，长有几十米。沟底下有大
量的粘土和芦苇，这应该就是挖卤水的沟。沟
底离现在的地表将近3米，根据地质学的资料
推算，卤水在那个深度上是可以渗出来的。”
这一发现让王青相信西周前期盐工制盐用的是
卤水而并非海水。

“晒盐”与“煮盐”的论争

尽管大荒北央的发掘为山东北部盐业遗址
是煮盐遗址提供了大量证据，但由于发掘的面
积小，没有发现盐灶，很多学者坚持盔形器是用
来晒盐的想法。他们认为，圆底的盔形器利于插
到海滩里，涨潮的时候自动把陶器里灌满海水，
退潮的时候自动蒸发，自然而然就制成了盐。

在威海海边长大的王青认为，这个设想缺
乏生活经验。就是说，海水的来回摆动会把陶
器里灌满沙子，根本无法晒盐。为了证实自己
的想法，王青查阅了《管子》、《天工开物》
《梦溪笔谈》、《熬波图》等记载海盐生产工
艺的书籍，最早的《管子》说，东周时期齐国
就在山东北部沿海煮盐，其他古籍也都是这样

记载的，这些都让他坚信我国古代有相当长的
时间是用煎煮工艺生产海盐的。

“还有一个证据，我们后来对盔形器进行
研究，请中国科技大学对盔形器内壁上附着的
白色沉淀物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碳酸钙。碳
酸钙是水煮开后水垢的主要成分，大荒北央遗
址显然是煮盐的遗址。”王青知道，只停留于
推理不行，必须要找到盐灶才是最确凿的证
据。更大规模的发掘正在酝酿。

盐灶出土揭开煮盐真相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07年冬，王青再
次为来年的带队实习选择了一个制盐的遗址。
他到东营历史博物馆，王建国副馆长向他推荐
了北京大学考古系2006年专项调查发现的南河
崖遗址。“我们到现场去看，出土的东西仍是
盔形器，不过这次工作比较方便，遗址离村子
很近，直线距离有250米。”

2008年3月，王青带了十七八个学生与东
营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一支近30人的
考古队，奔赴南河崖遗址。与此同时，山东省
考古研究所和北大考古系也在寿光双王城煮盐
遗址进行发掘。

南河崖遗址发掘挖的面积比较大，有1000
平方米，挖掘深度超过1米，直到出现纯净的
黄沙土、没有盔形器的残片为止。这次历时3
个月的发掘，他们终于找到了盐灶。

“当时地里种的都是棉花，耕土层有20厘
米左右，将耕土层清理掉之后，盐灶就露出来
了，很红的一大片。”王青教授介绍，这个盐
灶长十多米、宽三四米，整体成Y字形，里面
全是红烧土，还有很多被烧酥的盔形器，以至
于无法将其移动出来。“一共挖出两个盐灶，

这是一个大的，小的那个直径两三米左右，里面也有很
多红烧土。”

凭什么认定这就是盐灶呢？王青教授解释说，假如
说它是烧陶器的陶窑，从形状上看是不符合的，而且它
应该把陶器烧得刚好，而不会像这个盐灶这样把盔形器
烧酥了。陶窑还有一个特点是会出“窑汗”(因高温将
土壤中的金属元素熔化凝结成汗滴一样)，但这里也没
有。从这样几个特点来看，应该是煮盐的盐灶。

在南河崖遗址，他们还发现了一些更大面积用草
木灰铺成的摊场。根据文献记载，古代煮盐晒盐，为
了提纯卤水，使卤水里的含盐量更高一些，就把卤水
泼到草木灰摊场上。在阳光的照射下卤水蒸发结成盐
花，把盐花收起来溶解之后再拿到陶器里煮，就产出
了食盐。“草木灰在这样的遗址里出土，跟文献里记
载的刚好能对上，所以我们就更加肯定这就是煮盐的
遗址。”

王青教授说，大量出土的盔形器本身也能证明它是
煮盐的。第一，从盐灶里出土了盔形器。第二，盔形器
本身是灰色的，而盐灶里出土的盔形器底部基本都是红
色的，说明是经过火烧烤了。“盐虽然已经融化了，但
在煮盐的过程中仍然会残存一些迹象。我们和山大化学
院进行研究合作，对盔形器的断面进行衍射扫描，发
现钠离子的含量从盔形器的内壁到外壁逐渐减少。盐
已经融化掉了，钠离子为什么会渗到壁里面呢？因为
钠本身是非常活跃的金属，自然界里很少能单独存
在，在高温情况下反应更快，渗透力很强。这个检测
说明盔形器是煮盐的，不是煮开水的，水中的钠含量
没有这么高。”

文蛤贝壳印证秋冬煮盐说

根据《管子》记载，深秋到正月是煮盐的季节，开
春时就不煮了。那么，考古中能否断定煮盐具有季节性
呢？

考古队在南河崖遗址挖出了一座房子遗迹，里面有
踩踏面，比较硬比较平。房子里有个直径约20厘米的小
坑，坑里发现了169对文蛤，把小坑装得满满的。文蛤
的壳还没有打开，说明是从海边捕捞回来后临时养在这
个小坑里的，还没来得及食用。捕捞文蛤的季节显然就
应该是当时煮盐的季节。

“我们参考国外研究贝壳的生长季节和死亡季节的
方法，特意购买了一套切磨贝壳的设备，把切出的贝壳
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就可以看到贝壳上类似年轮的生长
纹。据此判断，文蛤死于秋冬季节。”遗址里还有很多
这样的坑，文蛤也很多，排除了发现的偶然性。古书中
记载的秋冬煮盐就此找到了实物证据。

山东北部沿海寿光大荒北央遗址、东营南河崖遗
址及寿光双王城遗址都是西周前期的大型煮盐作坊遗
址，它们的发掘，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
展新趋势的重要成果，解决了历史上模糊不清的海盐
生产的工艺问题，弥补了文献记载贫乏的缺憾，进一
步证实了海盐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作
用。

从大荒北央遗址发掘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其
间王青曾多次带学生实地调查，发现这样的盐业遗址在
滨州、潍坊、东营等山东北部沿海地区非常多。但是，
随着油田的开发、养殖池的发展，很多盐业遗址正在遭
到破坏，而且速度很快。王青教授呼吁，尽早建立保护
计划，阻止盐业遗址的继续消亡。

山东海盐考古：

破解3000年前煮盐工艺之谜

南河崖遗址发现的草木灰摊场南河崖遗址4号盐灶 南河崖遗址出土的部分盔形器

杨贵妃墓 杨贵妃雕像 音乐剧《杨贵妃》


	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