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人曾知，800万人口的青岛市，100多年前
不过是隶属即墨县城仁化乡文峰社的几个村落。
当现代文明洗礼青岛的同时，即墨的历史愈加凸
显文脉悠长的底色。作为“青岛后院”，即墨的故
事值得品味和传扬，即墨的明天绝不会寂寞。

齐国最富之地

“即墨”之名最早出现在《战国策》、《国语》、
《史记》等历史典籍中，《玉海》引《郡县志》云：“故
城临墨水，故曰即墨。”据考证，这条墨水河位于
今天平度市古岘乡大朱毛村一带，传说此河“水
色如墨”，因此而得名。夏、商、周三代为莱夷地，
属青州。公元前489年，齐国大臣田乞派朱毛杀死
了国君晏孺子，并拥立公子阳生为齐悼公。朱毛
是有拥立之功的重臣，受封于齐国东部为大夫，
成为即墨城的始建者或扩建者而又居此城颇久，
故即墨又称“朱毛城”。

战国时期，即墨开始繁荣起来。《史记·田敬
仲完世家》记载，公元前348年，齐威王以万家加
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说：“吾使人视即墨，田野
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即墨之名始称
于世。是时，即墨常与临淄并举，“临淄、即墨非王
之存也”。曾有“朱毛城，临淄土”的说法，据传当
时修筑城池所用的土石砖瓦都是从临淄运来的。
即墨城邑地处姑、尤河畔，一望平川。肥田沃野，
物产丰盛，人口众多，商贾云集。既是粮食产地,
又为商业重镇，其富庶繁华可与临淄媲美，成为
齐国东部最富庶的地区，有“齐下都”的美誉。

“火牛阵”大败燕师

到战国中后期，即墨已经和齐国国都也是当

时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几个城市之一的临淄并称，
作为齐国第二大城，也是今胶东半岛地区唯一的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公元前284年，燕师攻齐，上将军乐毅攻齐五
年，连降七十余城，唯即墨与莒未下。即墨大夫战
死后，城中人推举田单为将坚守孤城。燕惠王即
位后，中田单的反间计，改以骑劫为将，骑劫寡思
少谋又狂妄自大。田单乘虚而入，以“火牛阵”大
败燕师，杀死骑劫。陆续收复失地，将襄王从莒迎
至临淄，成为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
战例。

即墨城被围困长达三四年之久，城内尚有健
儿近万，未有饥馑。田单能收集一千多头牛，头缚
尖刀，尾束苇草，灌油脂，缚以龙纹衣，在城墙上
凿数十个大洞，五千壮士由洞中而出……这些也
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即墨城规模之大，居民之
多，屯集之富，防守之坚。战国中后期，是古代名
城即墨繁荣辉煌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古城迁徙之谜

秦朝曾在齐地设胶东郡。“胶东”作为地名见
于史籍，始于《战国策·苏代谓燕昭王》：“(秦)兵败
于林中，重燕赵，则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
赵。”胶东，指齐国东部胶水以东的半岛全境。

1948年，谭其骧先生著《秦郡新考》，进一步论证
了秦在故齐东部胶水以东设了胶东郡，郡治即墨
城，辖胶东半岛全境。

楚汉相争之时，故齐田氏子弟多参与亡秦斗
争。项羽因与田荣有嫌隙，故分封十八诸侯时不
封田荣，而将齐地分为临淄、济北、胶东三国，“三
齐”之称始于此。田荣的侄子田市追随项羽，项羽

“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这是即墨城成
为诸侯王国都城之始。韩信伐齐时，派曹参东下
即墨，杀齐将田既，韩信为“三齐王”。

西汉建立后，刘邦认为“海内新定，同姓寡
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尊王
子弟”，故封自己的长子刘肥为齐王，定都临淄，
共七十余城为汉初第一大国。即墨也隶属其中。
到了文帝时期，刘肥已死，文帝将齐国分割，封刘
肥的孙子刘雄渠为胶东王，都即墨。后来由于景
帝削藩，引发吴楚七国之乱。景帝倚靠太尉周亚
夫和大将军窦婴平定叛乱。刘雄渠是叛乱首要之
一，兵败自杀，胶东除，即墨又成了胶东郡城。前
元四年(公元前153)，景帝封十子刘彻为胶东王，
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
前148)，景帝又封十二子刘寄为胶东王，即墨再
次成为胶东王都。据史书记载，刘寄就封之后，大
规模扩建即墨城。刘寄的谥号为“康”，今平度民
间也称即墨古城为“康王城”。刘寄及其子孙传国

六世，共一百五十多年，与西汉王朝相始终。西汉
中期是即墨古城繁荣辉煌的第二个高峰期。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改国号为“新”，托孤改
制，对全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了
所有的王国与县侯，撤销、合并、重置郡县，并大
量更改郡县名。降胶东国为郡，改名“郁秩”，即墨

改名“即善”，而郡治也从即墨迁到了郁秩(今青
岛平度)。至此，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上古名城即
墨失去了它一直作为山东半岛地区行政中心的
地位，降级为县城，再未恢复。

东汉建立后，对新莽时期的政区进行了恢复
和调整，撤销合并了一些郡县。胶东、高密、淄川
三个王国都被合并到北海郡中。郁秩、即墨等县
也就成了北海郡的属县。光武帝刘秀大封功臣
时，将贾复封为胶东侯，食郁秩、即墨等六县。章
帝建初元年(公元76)，章帝封贾复的两个孙子：贾
邯为胶东县侯，贾宗为即墨县侯。郁秩县改称胶
东侯国。

“寂寞”期待再次繁华

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墨往日的辉煌已经一去
不复返，沦为一个普通县城。北齐天宝七年(公元
556)，即墨被废并入长广县。隋文帝仁寿元年(公
元601)重设即墨县，新即墨辖境约当汉晋时的不
其县(今青岛城阳)，县城在今天的即墨城，属东莱
郡。元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265)，即墨县再次被
废，析其地分属掖县、胶水(今青岛平度)，约在至
正九年(公元1346)恢复建制。明洪武二十一年(公
元1388)，为防倭寇入侵，在县城东二十公里筑城
守备，设鳌山卫(今鳌山卫镇)，并分辖雄崖守御千
户所(今丰城乡雄崖所)和浮山备御千户所(今青
岛浮山所 )，直隶莱州府。清雍正十二年 (公元
1734)，卫所等裁并入即墨县。清光绪二十三年(公
元1897)，德军入侵青岛，强行租借胶州湾。1914年
又为日本夺去，至1922年才收回。

即墨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其
所蕴涵的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将随着经济、文
化建设的深入而日益显现出来。

曾经上古名城 今日“青岛后院”
□ 伊昕舟

出东阿县城，沿古驿道所在的柏油路南行
约20公里，有一座自古有名的鱼山，一代名人
曹植的墓就位于鱼山西麓。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操的三
子，曹丕同母弟，“建安七子”之一。曹植是建安
时代最有成就的作家，诗歌、辞赋、散文皆有杰
出贡献，被文学评论家钟嵘称为“骨气奇高，词
采华茂”。曹植的《洛神赋》，被公认为是建安文
学的代表之作，东晋顾恺之的名画《洛神赋图》
就取材于这篇名赋。东晋恃才傲物的谢灵运
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
斗，天下共分一斗。”从此，曹植以“才高八斗”
名传天下。唐代所称“汉魏风骨”，当首推曹植。

曹植以才华名闻天下，一生也为才华所
困。曹操在位时，爱其才，曾欲立其为太
子，后因妒陷，曹植失宠。曹丕称帝后，忌
其才，对曹植猜忌打击，不予任用。广为流
传的是，曹丕曾令曹植七步之内作诗，否则
便要杀头。

曹丕死后，他的儿子曹睿继位，对曹植依
然不予任用。曹植的任所一迁再迁，离都城许
昌越来越远。魏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曹植由
河南雍丘(杞县)迁徙东阿为王。来到东阿，曹植
登鱼山，面黄河，瞻泰岳，“喟然有终焉之志”，
有“终葬此地”之语。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二
月，曹植被改徙陈四县(河南淮阳)为王。同年十
一月，曹植病逝于陈，终年41岁，谥号为“思”，
世称陈思王。第二年，曹植之子曹志遵其嘱归
葬其于鱼山。

曹植墓坐东朝西，依山选址，凿山为穴，封
土为冢。墓前神道上有幢著名的古碑，即隋开
皇十三年(公元593)所立的《曹子建神道碑》，碑
文记载了曹植生平事迹、死后葬地和后世祭祀
颂词等。康有为曾对其高度评价：“大刀阔斧，
阵无前”、“快刀斩阵，雄快峻劲者，莫若《曹子
建碑》矣”。古碑甚为珍贵，现已建楼保护，又称
隋碑亭。碑楼内还有两方石刻也较为珍贵。一
是明传碑，字迹剥蚀严重，依稀辨得“魏陈思王
传碑”6个小篆体大字。另一方是明弘治八年山
东按察司九皋子章草狂书的一首七律诗：“人
才三国数谁良，子建于曹独有光。七步诗成名
盖世，千年冢陷骨闻香。鱼山西麓斜阳老，胶水
东阿衰草荒。今日我来寻掩处，精灵安妥花傍
徨。”

由曹植墓，沿窄陡小路上山，翠荫深处有
羊茂台、洗砚池、梵音洞、闻梵处、观河亭和龙
山文化遗址等遗迹。据说，羊茂台和洗砚池是
当年曹植读书、吟诗、做文章、清洗笔墨的地
方，梵音洞和闻梵处是曹植闻听西方梵音、创
作中国佛乐的地方。曹植鱼山闻梵，首创中国
佛教音乐，唐时传入日本。日本宗教界为纪念
曹植的功德，将本土的一座小山也命名为鱼
山，尊奉曹植为日本佛乐的鼻祖。山上《中日两
鱼山友好纪念碑》，即是日本宗教团体多次来
中国参拜鱼山曹植墓的见证。

曹植墓建于魏太和七年(公元233年)，一千
七百多年来，频遭劫难，历经沧桑，原来古建筑
早已湮没。现在的陵园、陵门、隋碑楼、曹植墓
纪念馆及子建祠等，是1993年东阿县人民政府
改建而成。1996年11月，曹植墓被国务院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诗人王士祯在《陈思王墓下作》中写
到：“昔诵君王赋，微波感洛神。今过埋玉地，重
忆建安人。名岂齐公干，谗宁杀灌均。可怜才八
斗，终古绝音尘。”站在观河亭，看鱼山脚下黄
河滚滚东流而去。正可谓：“临黄河犹听古乐，
观鱼山若仰大贤。”

曹植墓
□ 丁开冰

■ 海岱一方

■ 山海经
敦诚敦敏兄弟二人的诗集里都保留了多首为曹雪芹而作的诗篇，不只是表明对曹雪芹的契重，更有意义的是

使他们契重的伟大小说作者冲出历史的尘封，在现代露出其一段身影——— 对后世读者最有意义的一段身影。

谁更堪称《红楼梦》的“第一读者”
□ 袁世硕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影响最深
巨的小说，作者曹雪芹也随之成为一个极响亮
的名字。然而，其人其事在当时就鲜为人知，
淹没在历史的尘封中。上世纪二十年代，通俗
小说进入了文学的大雅之堂，红学家发掘了曹
雪芹同时代的闲散宗室敦诚、敦敏赠挽曹雪芹
的几首诗，确认了他是声名籍籍的江宁织造曹
寅的裔孙，随之引发了对曹氏祖籍、家世的文
献的发掘，稽考得相当深细，而伟大作家的事
迹，仍没超出敦诚兄弟的诗提供出来的约略情
况，知道他在江南的繁华之家覆灭后回北京，
工诗善画，穷困潦倒，移居西郊，坎坷以终。
由于文献的极度缺失，难免生出种种附会，乃
至有臆造其生平，质疑、转嫁其《红楼梦》的
著作权的说法出来。这对曹雪芹来说，实在是
他身后极可悲的事情。

敦诚敦敏兄弟

今年是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怀着对这位饮
誉世界文学之林的大文学家的追思心情，再次阅
读确凿无疑的他生前友好敦诚、敦敏的诗，更加
感到他们两兄弟诗之至为宝贵，它的被发掘出来
不仅拨开了历史的重雾，使曹雪芹在近世现出其
真实的身影，他生命最后十数年落拓穷困的状
况，嗜酒，狂放，一肚皮牢骚，死得十分凄凉，而且
其中还蕴含着许多深层的意思，辐射开来可以看
出《红楼梦》创作与最初流传的一些情况。

敦诚、敦敏是觉罗宗室，天潢贵胄，曹雪芹是
旗下平民，身份是有别的，但交往有年，甚诚笃，
有始有终。这从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便可见
其端倪。诗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敦诚“时在
喜峰口”，在做山海关税官的父亲的税点上收税，
念及好友，有诗寄怀。诗题下注明曹雪芹名“霑”，
他们兄弟二人后来写给曹雪芹的诗的题目，也往
往注出，这才使现代人知道了曹雪芹的本名。诗
意层次非常清楚：先感叹曹雪芹昔盛今衰的身
世，表同情之意；次说喜爱曹雪芹“诗笔有奇气，
直追昌谷披篱樊”，是称赞；随之追忆昔日同在

“虎门”——— 右翼宗学期间———“西窗剪烛”的温
馨，“高谈雄辩”的快意，是叙旧；最后由怀念而劝
勉曹雪芹不要奔走富贵之门，说那些“富儿”们给
了点“残杯冷炙”便以为对人有多大的恩德的样
子，让人难受，还是安心“著书黄叶村”吧！不是知
交，是不好说这样的话的。

敦诚的这首诗从杜甫题曹霸画马诗《丹青
引》起句：“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
亦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令读者颇感突
兀，“将军后”三字颇费斟酌。如果“将军”批画马
的曹霸，谓曹雪芹也算是“魏武之子孙”，那就扯
得太远，真是有点像有人特撰文考证曹雪芹果是
曹操后裔一样，没有什么意思。问题在于敦诚何
以要说曹雪芹“无乃将军后”？个中或有不便说出
的隐情。

敦诚虽为觉罗宗室，却也怀有与沦为旗下平
民的曹雪芹类似的家世创伤之痛。敦诚的五世
祖、敦诚自称始祖的阿济格，战功卓著，封英亲
王，却居功自大，在平大同姜瓖之乱期间，权势极
高的多尔衮视师，病卒于军中，诸王奔赴哭陵，他
独不到场，还欲谋夺多尔衮的部下归己，丧后返
京，顺治帝出迎，他竟不依礼法解去佩刀，被议处
削爵赐死，坐罪赐死的还有他儿子劳亲，结局甚
惨。敦诚兄弟嫡亲一支，没有坐罪削籍，却也失去
了王侯的权势富贵，成为日益庞大的宗室中弱势
支脉，祖上这种惨剧，自然成为他们心头的一
大恨事。乾隆继位后，为安抚庞大的宗亲，为
前三代被诛被囚被削爵削籍的祖父辈人平反，

追复爵号，恢复其子孙的宗籍，阿济格也追复
爵号，饬照亲王园寝式重修墓园。敦诚谒陵恭
纪诗除了不能不表示的感激“圣主”“九泉施
恩以宗臣”的话，便只有两句无言的悲哀：
“惆怅诸孙秋上塚，西风吹叶潞河滨。”同病
相怜，所以敦诚兄弟对曹雪芹怀有一种深切的
同情心，赠诗总是要说到曹雪芹的身世之悲，
敦敏在赠诗中更直接说出“新愁旧恨知多少，
一醉毷 白眼斜”，连曹雪芹酗酒、狂放也归
因于他的身世之悲，可谓知人知心。

敦诚诗说曹雪芹“无乃将军后”，就曹雪
芹家世实际说，是绕过了曹家最富贵繁华的曹
寅一代，上追到以军功发达的曹雪芹的曾、高
祖曹玺、曹振彦了。曹振彦扈从顺治皇帝入
关，累迁浙江盐法道；曹玺袭侍卫，随师征山
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称之为
将军虽不甚相宜，却是强调了曹家在清王朝平
定天下中也是有战功的。这里面就融入了敦诚
自己的感情因素，这也成为敦诚兄弟对曹雪芹
怀有特别深切的同情心，能容忍他的傲慢，与
之保持了持久的友情，宗学分散后还时而过
访，有诗寄怀；偶然相遇不惜解佩刀质酒话
旧；曹雪芹逝世，挽诗歌哭情深，深以“一病
无医竟负君”愧疚不已；许多年后还时而念
及，动闻笛思友之悲。兄弟二人的诗集里都保
留了多首为曹雪芹而作的诗篇，不只是表明对
曹雪芹的契重，更有意义的是使他们契重的伟
大小说作者冲出历史的尘封，在现代露出其一
段身影——— 对后世读者最有意义的一段身影。

永忠

敦诚心注曹雪芹作《红楼梦》，也最早获得了
《红楼梦》抄本，从其《四松堂集》里也可以看出他
与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头几回书里表露的思想
的契合处，但却始终没有明白说出有关《红楼梦》

的一个字。曹雪芹逝世，敦诚有诗致哀思，初稿原
为二首，到《四松堂集》刊本里便只保留了改得更
为整饬的第一首，删弃了以“开箧犹存冰雪文”起
句的情意更为深切的第二首。这都表明敦诚是有
所避忌的。这样，他也将曹雪芹亲属圈外的《红楼
梦》的“第一读者”的称号，让给了另一位闲散宗
室，永忠。

永忠是名载史册的清宗室诗人，他的《延
芬诗稿》第十五册有《因墨香看得观红楼梦小
说吊雪芹三绝句 (姓曹 )》：“传神文笔足千
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
掩卷哭曹侯。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
私。三寸柔肠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都来
眼底与心头，卒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
凿，争教天不赋究愁。”

永忠是康熙十四子、雍正同母弟允禵的孙
子。康熙晚年很爱重允禵，命为绥远大将军，
统军驻西宁、兰州。雍正继皇帝位，深感是一
种威胁，诏令驰驿返京，禁锢起来，只是没有
像对他继位有所不满、抗争的兄弟允禟、允禩
那样除掉。乾隆继位后，允禵方才被释放出
来，也就意气尽消。永忠是在乃祖晚年身边长
大的，言传身教，养成他不问政事远害避祸的
人生观，靠近支宗室爵位薪俸逍遥度日，肆力
文艺，诗作得极好。现代潜心发掘有关曹雪芹
的历史文献的吴恩裕，在《延芬室集》稿一册
的封面上，看到永忠在后来封为国将军时随手
写的诗：“过去的事过去了，未来何必预商
量。只今只说只今话，一枕黄粱午梦长。”语
句十分通俗明白，而意思却是极幽深：满腹心
事，又无可奈何，谁能说今后就平安无事了
呢？由此不难领会，永忠读《红楼梦》第一首
诗里“不是情人不泪流”一句的意思，是他由
自己的身世感读出了《红楼梦》特别是小说开
头第五回“红楼梦曲”的悲情，所以才会如此
动情地“几回掩卷哭曹侯”。

永忠诗题表明他是通过墨香读到《红楼
梦》小说的。墨香名额尔赫宜，是敦诚兄弟的
三叔，比敦诚还小九岁，那年二十六岁，前年
刚选授三等侍卫，少年风流，喜读情诗，好像
并不擅诗。敦诚与永忠原来没有交往，也是前
年宗学考试优等，补宗人府笔帖式，开始相
识，以诗相质、赠答，甚相契合。永忠读了敦
诚的《四松堂集》诗稿，大为称赞，随即为之
作序。永忠自然会由敦诚赠挽曹雪芹的诗篇，
在交谈中了解到曹雪芹其人其事，知道他在作
《红楼梦》小说。这便成了永忠得以读到《红
楼梦》的契机。墨香只是充当了书的推荐和传
递人。永忠读其书，知其人，知道了曹雪芹是
昔日老祖宗康熙皇帝的亲信侍臣之后，现今却
落入贫困，空负才艺，坎坷以终，不免增重了
同情惋惜之情。或者还获悉了与自家事更贴近
的情况，譬如曹寅女儿，也就是曹雪芹的姑
姑，经康熙亲自过问，出嫁给平郡王子纳尔
苏，纳尔苏袭爵后，从绥远大将允禵西征，允
禵返京，“权大将军事”，雍正即位也诏令返
京，不久以“贪婪”罪削爵，命运与允禵一
样，更是心有悲了。所以，他读到《红楼
梦》，对曹雪芹特有一种“可恨同时不相识”
之感，禁不住“几回掩卷哭曹侯”了。

东皋与红楼

永忠堪称《红楼梦》的“第一读者”，他
不仅写出了读后感，而且写出的是他读小说的
心理感应，全诗首句称作者“文笔足千秋”，
第二首称扬小说的核心情节——— 林黛玉和贾宝
玉的“痴情”，叙写得深强入微，令人绝倒，
“一中之”犹人常说的当浮大白为快；第三首
又陡然荡开，谓作者心灵里装进了许多世态人
情，一起观照出来，怎不让人感到人世的悲
哀。确如其宗叔弘旿在诗稿眉间所评：“此三
章诗极妙。”

此后十多年，敦诚与永忠同声相应册气相
求，相交甚密，屡有诗文相质、赠答，但永忠显然
比敦诚少顾忌，不讳言儿女闺房私情，也更懂得

《红楼梦》小说的意义、价值。
永忠读了《红楼梦》，题诗盛赞之，还曾与人

谈《红楼梦》。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书中有一
节“益斋谈东皋与红楼”，揭出益斋有奇臞仙
诗，中云：“《红楼》一任说，我说在东
皋。”东皋为当时北京东郊地名，敦敏、敦诚
一支的茔地也在东皋，依亲王制重建的阿济格
陵园是他们兄弟时常游居的处所，“东皋”二
字也就成为他们兄弟诗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语
词，敦诚还作有《东皋竹枝词》。益斋为明
仁，臞仙即永忠。明仁寄永忠诗全文未见，对
其中所说“《红楼》一任说，我说在东皋”是
什么意思，难于做出比较确切的解释，但却可以
认为在永忠题《红楼梦》的时候，曹雪芹未完成的

《红楼梦》便在敦诚兄弟交往的圈子里传开，引
出了议论。明仁，字益庵(斋)，权门富察氏子
弟。乾隆十五年(1750)做驻藏大臣的父亲傅清殉
难，他大约刚成年，袭子爵授侍卫，小弟明义
也赏戴花翎。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赴金川军
营，后卒于军。此前，他与敦诚、永忠都是有
交往的。敦诚后来有《忆昔行·挽嵩山兄五
首》，追思已逝的永 ，有自注：“一夕集神
清室，主人与明益庵、仁怡斋诸子谈兵说剑，
至烛再灺不辍。”这证明明仁有寄永忠谈到
《红楼梦》的诗，是在他赴金川军营之前，他
也应当是读到过《红楼梦》的。明仁的弟弟明
义有《题红楼梦》二十首，也就不足为奇了。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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