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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翔 逄春阶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史书对早期历
史记载不乏神话传说，流传至今的神祇故事更
增添了这段鸿蒙时期的魅力。脱胎于神话传说
的“财神”赵公明，是确有其人还是先民美好
想象，对此众说纷纭。但如今两岸“财神崇
拜”的民俗让我们仍旧可以感受到来自远古的
温度；沧海桑田易变，但代代传承的血脉还帮
我们保留着最初的崇拜。

25年前的台湾财神朝拜团

1990年6月，时任山东省中国旅行社总经理
的杨鲁昌接到了一个从福建打来的电话，福建
省中国旅行社副总经理叶小墩告诉杨鲁昌一个
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有个台湾旅行团，一行698
人，要到山东祭拜财神，请他做好接待准备。

这让杨鲁昌很诧异，“山东没听说有财神
啊”，跑遍了济南市周边的各县市，联系了全
省，也没找到财神，甚至连个像样的财神庙也
没找到。最后没办法，只好安排旅游团游览
“孔庙”“孔府”“孔林”，在泰山的碧霞祠
安排了祭祀法式。

如今已经60多岁的杨鲁昌回忆起来还很激
动，“接待台湾财神朝拜团，是山东省中国旅
行社有史以来接待的最大的台湾旅游团。”杨
鲁昌说，“等他们要走的时候，我没憋住还是
问了他们的领队陈茂林先生：‘你们怎么知道
财神在山东？’陈先生回答吞吞吐吐，最后告
诉我，台湾《大百科全书》有记载，财神赵公
明为商周时期的山东人士……”

“财神”赵公明如今是家喻户晓的神，在
台湾拜财神也是重要的民俗之一。在正月初五
迎财神，三月十五财神诞辰和七月二十二财神
成道日，全世界约有四分之一的人要祭祀财神
爷。“财神崇拜”由来已久，关于财神赵公明
的渊源，史书有许多记载，尤其是道教典籍神
话中关于赵公明的记载颇多，他也是道教的重
要护法神。

据道教《典籍实录》记载：“赵公明乃
‘日之精’。上古时，天上现十日，尧命羿射
九日。八日落入青城之内为鬼王，发病害人。
唯一日幻化成人，骑黑虎，执银鞭，隐居蜀
中，乃赵公明也。后天师张道陵让其守护丹
室，丹成之后得一份，变化无穷，法力大增。
天师又使其护玄坛，故以‘玄坛元帅’称之。
天师升天后向天庭保举，封其为‘天将’。”

元明时《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也有记载：
“赵公明，终南山人，头戴铁冠，手执铁鞭，
面如黑炭，胡须四张。跨黑虎，授正一玄坛元
帅。能驱雷役电，呼风唤雨，除瘟剪疟，袪病
禳灾。如遇讼冤伸抑，能解释公平，买卖求
财，宜利合和，无不如意。”

杨鲁昌说：“就是接待了台湾旅行团后，
我对财神赵公明产生了研究兴趣。大部分传说
里记载，赵公明是‘大羿射日’射下的太阳之
一所化，‘其身为石’‘其精为人’，财神崇
拜实际上是由人类对太阳最初的自然崇拜演化
而来。”

由探究财神的渊源，杨鲁昌先生开始研究

史前、先秦文化，后转入太阳文化研究，苦心
孤诣6载，完成了60万字的《寻根中华——— 被历
史遗忘的东夷文化》专著，引起学界关注。

杨鲁昌笑着说：“我是得财神之助啊！”

“财神”由来 众说纷纭

对于保佑自己的神祇，世人总是有诸多美
好的想象。同样，财神赵公明不管是作为民间
传说中的神明，还是作为远古人物原型，后世
关于他由来的记载版本很多。

赵公明究竟为何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说
法。一类以晋代《搜神后记》记载为代表：
“赵玄坛，秦代人，得道于终南山。”说赵公
明是秦代人，其故里位于西安市周至县集贤镇
赵大村。另一类以明代宁波知府王琎《琅琊金
石辑注》中记载为主：“财神者，姓赵名朗，
字公明，琅琊古来有之。”称赵公明为商周时
期的琅琊天台山人。前者是真实人物得道，有
庙有碑；后者是“日精”托生，有山有石。

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中，普遍认为是姜
太公分封了诸神。“从时间上看，秦代终南山
的赵公明显然不是商周时姜太公所封的赵公
明，”杨鲁昌说，“论起财神赵公明的源流，
我更相信王琎在《琅琊金石辑注》中的记载，
山东琅琊天台山的赵公明应该是姜太公封神的
赵公明，琅琊天台山的财神庙可能为中国最早
祭祀财神赵公明的神庙。”从大众认知角度来
说，这种说法好像更符合民间传说的版本，当
然并不否定存在两个赵公明的可能性，中国地
域广大，文化历来都是多源头，中国在不同地
方形成不同财神崇拜文化也极有可能。

杨鲁昌因切身经历加之亲自研究，比较认
同《琅琊金石辑注》的记载：“财神者，姓赵
名朗，字公明，琅琊古来有之。昔者天上生十
日，帝命羿射九日。其八坠海为仙，海上八仙
是也。余一陨于天台，其身为石，太阳石是
也，其精为人，赵公明是也。既长成，至峨眉
山修炼，得神仙之术。商周交兵，遂受闻太师
之邀下山助商，失利为太公所杀。太公岐山封
神，郎受封玄坛真君，日精再归天台，遂真阳
附石，神体合一。辖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
财使者、利市仙官，专司人间迎祥纳福之
责。”

杨鲁昌说，“之所以说赵公明为山东琅琊
人，是因为最近也有新的证据。2011年《春城
晚报》报道，伦敦索斯比拍卖行拍卖了明代云
南真庆观道长李道如的手稿《武财神显灵神
迹》，不但创出一字千金的天价，更珍贵的是
它的内容，它进一步澄清了如今我们拜的财神
赵公明的源流。”

王琎与“财神”

据《明史·王琎传》记载：“王琎，字器
之，日照涛雒人。”杨鲁昌介绍到，王琎是一
位十分清廉正直的官员，同时他对财神的由来
十分关注。王琎进士出身，在明代因贤能而被
举荐受职的，为数不多，王琎就是其中的一
位，也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

“王琎幼年家境贫寒，曾经有过一段吃草

根、树皮的生活。出任宁波知府以后，他仍旧
节衣缩食，粗茶淡饭，自奉俭约。有一天，妻
子特地给他做了一碗鱼羹汤，让他补养身体。
王琎没有吃，他对妻子说：‘你难道忘掉我吃
草根的时候了吗？’于是，他让妻子将鱼羹撤
下去，端到外面埋掉了。”杨鲁昌说，“他这
种做法在于提醒自己，为官不能奢侈。”消息
传出以后，当地人肃然起敬，称王琎为“埋羹
太守”。

《明史·王琎传》记载：“燕师临江，琎
造舟舰谋勤王，为卫卒缚至京。成祖问：‘造
舟何为？’对曰：‘欲泛海趋瓜洲，阻师南渡
耳。’帝亦不罪，放还里，以金石为伴，书画
为伍，寿终。”这段记载指的是，公元1398年
（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他的
孙子朱允炆继位当了皇帝，为明惠帝。但是，
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不服，挥师南下，争夺
帝位。王琎决心保卫惠帝，急忙赶造战船，以
参加南京保卫战。然而准备工作还在进行中，
燕王已出奇兵夺取了侄儿的政权，继位为明成
祖。因王琎有对抗燕王之举，被捕后押送到南
京。朱棣亲自审问王琎：“你造船干什么
用？”王琎面不改色地回答：“我准备从海上
运兵到瓜洲，阻挡你的军队南渡长江。”朱棣
非常憎恨他，但因刚取得帝位，为收买人心，
没有治他的罪，只是将王琎罢免官职，释放他
回了老家。

王琎回到日照后，过着清贫的生活，再也
没有出仕做官。杨鲁昌说：“王琎一生反对劳
民伤财的祭祀活动，但却决心重修天台山的财
神庙，也许是促使故土对财富的崇尚，也许是
证实自己‘财神在日照天台山’的论断。可惜
因发生火灾，中国最早的财神庙未能如愿重
建。”王琎带着未了的心愿，最后病死在家
中。宁波的百姓为了纪念这位清俭律己的父母
官，将其奉祀在宁波当时的名宦祠里。

台湾的“财神”

台湾如今“拜财神”的习俗十分普遍，台
湾《大百科全书》称：“台湾之财神崇拜可追
溯到明代郑成功收复台湾，最早有记载者为南
崁五福宫，距今已350余年历史。目前台湾有财
神庙数百家，以南崁五福宫、草屯敦和宫与北
港武德宫为代表，可大致分为三大体系。”杨
鲁昌介绍到，台湾财神信众约占到台湾总人口
的三分之一，其中以信奉财神赵公明的为主。
“台湾各宫观所信奉财神的源流，有明确记载
的仅两家，其祖神似乎均请自山东琅琊天台
山。一家是南崁五福宫，其史料记载：‘追溯
武财神之历史背景，乃商周时代山东人氏，呼
称商朝赵公明，后周朝封为赵大元帅。三教称
呼万灵天尊，又称金龙如意真君，世人俗称武
财神爷。’另一家为北港武德宫，其历史资料
介绍，财神赵公明金身乃一陈姓信徒于道光年
间自山东迎请来台，虽几经变迁，香火传承至
今。武德宫组团回山东谒祖。可见琅琊天台山
财神赵公明在台影响之大。”杨鲁昌说。

据杨鲁昌介绍，《武财神显灵神迹》中所
载的，“高祖感念财神赵公明”下令塑的五座
金身财神在台湾能寻到线索。

台湾台中广天宫的资料介绍，其所奉的财
神金身来自峨眉山九老洞：“本尊武财神为全
世界第一座财神金身，建于唐朝武德二年(西元
619年 )，事因唐高祖李渊之母曹太后得了怪
病，日夜受千万鬼怪袭扰，不得安宁，经御医
医治均不见起色，后有一云游方士道出：‘李
渊应得天下，但杀戮太重，游魂惧天子龙威，
遂迁怒于太后。’因缘际会从四川省峨嵋山罗
浮洞将此开基始祖财神爷恭迎回，长年恭奉于
本宮，并成为台湾历史上最悠久的财神爷。此
尊武财神也是由古代皇帝唯一颁旨雕塑金身之
神像。”

台湾南崁五福宫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财神
庙之一，其宫观资料介绍到：“明永历十五年
间（公元1661年）延平郡王郑成功反清复明议
取台湾为根据地，即誓师东征，祭告天地百神
及大明诸先帝，亲驾金陵武坊，虔祈玄坛元
帅，呵护大明军，武运如愿，大业成央，择定
三月望日，玄坛元帅圣诞日为兴兵之期，随即
奉请玄坛元帅神像香火护佑大军，于同年十二
月攻取台南赤崁城。”杨鲁昌介绍，南崁五福
宫的财神金身请自唐高祖所赐财神金身的可能
性极大。

“赶早起来抢路头，

金银财宝进家来”

“财神初五下天台，富人穷人都发财。赶
早起来抢路头，金银财宝进家来”。杨鲁昌先
生顺口吟道，他说，这是临淄地区人们迎财神
唱的“跳财神”小曲，各地在正月初五有迎财
神的风俗。

相传，财神爷一年到头坐于财神殿中为人
们赐福赏财，享受人间香火。只有正月初五这
一天要走下龙虎玄坛，来到民间视察民情。据
说这种视察是微服私访，而且是随意，不定去
往哪一家，所以大家都在此日赶早鸣放鞭炮，
焚香献牲，抑或在前头迎接他，这就有了抢路
头的民俗，以至于有人在初四就开始迎财神，
叫抢路头。

全国许多地区还有正月初五早上商店开市
的习俗，一大早就金锣爆竹迎接财神，以图大
吉大利，财源广进。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
中引了一首蔡云的《竹枝词》，描绘的就是苏
州人初五迎财神的情形：“五日财源五日求，
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
抱路头。”

三月十五是财神的诞辰，根据道教习俗，
三月十五财神赵公明诞辰，各财神庙要举办大
型庆典活动，人们这一天纷纷前来进香求愿。
“文革”期间，庆典活动终止，“文革”后又
慢慢开始恢复。

七月二十二日是财神赵公明受封之日，所
以民间以财神节的形式加以庆祝。财神节期间
人们要摆上供品，燃放鞭炮，庆祝财神成道。
有的地方还要举办大型庙会活动。杨鲁昌说：
“民间有人将这一天叫做财神赵公明生日，其
实也对也不对。这就像观音菩萨有诞辰、成道
日、出家日三个生日一样，赵公明有诞辰和成
道日两个生日。”

杨鲁昌认为，山东琅琊地区的财神信仰发
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琅琊财神说”与
“大羿射日传说”同时出现，此为自然崇拜时
期，“财神崇拜”很可能源于先民对太阳的自
然崇拜。此为第一阶段。

赵公明于峨眉山得道后成为玉帝麾下的玄
坛元帅，被封为“天将”；商周时期又被姜太
公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主管
一切金银财宝；至晋代，干宝、陶潜的著作及
一些道教典籍记载其为厉鬼瘟神，此为第二阶
段，可以称之为多版本赵公明传说的共存期。

元明清时期为第三阶段，是琅琊财神赵
公明版本的形成期，赵公明已作为正财神被
世人普遍供奉；新中国成立后，国人拜神意
识普遍消退，财神崇拜进入短暂休眠状态，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财神信仰又
被唤醒，店铺商家普遍供奉财神赵公明的神
像或牌位。

如今财神已成为抽象的神灵，而不再是纯
粹的自然神，它富含多重寓意，已成为社会文
化的一个符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神崇拜
更体现了历朝历代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
求，如今它也是民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杨鲁昌先生这样认为。

■ 典籍故实

脱胎于神话传说的“财神”赵公明，是确有其人还是先民美好想象，对此众说纷纭……

“财神崇拜”：由来已久的美好期盼

□ 彭均胜

电影《林海雪原》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
山》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尤其主
人公——— 智勇双全、孤身入匪窝、力擒“座山
雕”的英雄杨子荣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然而，对他所在的那支无往不胜的英雄“东北
剿匪部队”却知之甚少，尤其这支部队的出
处，即来自刘公岛的“伪海军起义”更是鲜为
人知。在今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重要时
间节点，让我们将目光聚焦这支英雄的部队，
还原其历史发展脉络，以此让更多的人了解这
段尘封的历史，深情缅怀为共和国的缔造而英
勇牺牲的无数先烈们……

杀敌暴动

1940年3月30日，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战火烧遍大半个中国之时，汪精卫的伪国民政
府在刘公岛设立了伪海军华北要港司令部，其
下设一个百余人兵力的中队，还统辖6个派遣队
及1个海军练兵营。刘公岛的伪海军大多数是青
岛、烟台、天津、北平一带失学、失业人员以
及被骗入伍的青年学生。编入伪海军后，大都
固守在岛上，整年过着不得温饱、挨打受骂的
“囚徒”生活。

1944年7月，早已有革命思想萌芽的伪海军
华北要港司令部练兵营班长连城，同卫兵队少
尉队长兼新兵教官郑道济密议，与其坐以待
毙，不如举起义旗，寻求一条新生之道。连城
又找到思想觉悟高、立场靠得住的毕昆山。就
这样，郑道济、连城和毕昆山很快组成武装暴
动的领导核心，3人多次秘密开会研究发动起义
的具体事宜，定下起义大计，便分头秘密活
动。经过4个多月的秘密发动，组织起10余人的
起义骨干队伍，并利用各种机会向士兵进行反
日教育。

1944年11月5日，日军尉官3人、士兵10余人

出岛，伪基地部队司令李玉琨、副长王景和、
要港司令部军需课课长周尔康等大部分日伪军
官也相继出了岛。郑道济、连城、毕昆山认为
岛内大部分日伪军官都已出岛，反动的日伪军
大都在休假，没有战斗准备，起义时机已经成
熟。下午2时许，郑道济、连城、毕昆山集合起
练兵营兵士，宣布举行起义，由郑道济任起义
总指挥。

毕昆山率领7名勇士为第一突击队，攻击日
本海军辅导部，击毙3名日军，收缴两挺轻机
枪，并利用已控制的电话机，按时向市内日军
司令部报告岛上情况一切“正常”，以麻痹岛
外日军。连城和战友崔大伟率领几名勇士为第
二突击队，智取伪海军基地司令部，打开禁闭
室，救出7名因密谋反正而被关押的士兵，打死
企图逃跑的伪值班军官丁尔为，将缴获的枪支
弹药搬回练兵营。郑道济率柯柏华等10余名勇
士为第三突击队，由练兵营出西大门迅速奔向

西炮台派遣队，收缴了枪支。回练兵营后又组
织起义人员去日本辅导部，寻找子弹和炮弹，
去黄岛（在刘公岛西侧紧连的一个小岛）搜索
残敌，到要港司令部销毁档案，由连城指挥消
灭了交通船上的鬼子和汉奸，由毕昆山负责控
制了同春号运输舰……至下午4时左右，岛上日
伪军被基本肃清。

下午5时30分，出岛的日伪军返回。起义官
兵将计就计，十几名起义骨干腰里藏着手枪，
装作迎接的姿态在码头上准备歼敌。当预伏在
码头附近的连城40余人打响第一枪时，勇士们
立即在码头上展开了白刃战。起义人员共击毙
日伪官兵40余人，其中有伪海军基地司令李玉
琨、副长王景和、中校军需课长周尔康。

奔赴光明

刘公岛伪海军起义，是当时华北伪海军起

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有战果为证：起义队伍
400多人，家属100多人，缴获舰艇4艘、钢炮3
门、炮弹200余发、机枪5挺、手枪100余支、步
枪400余支、小米500余包、面粉1000多袋、枪弹
被服和其他物资无数。

1944年11月5日夜12时，全体起义人员编为8
个队，携其家属，共600余人分乘4艘舰艇神不
知、鬼不觉地驶离了刘公岛。次日拂晓，他们
在双岛港的西海岸顺利登陆后，在羊亭中队的
帮助下，郑道济与文西独立营取得了联系，起
义队伍经一夜急行军来到牟平县双林前村，在
党的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起义的组织者郑
道济等人，毅然参加了八路军。

11月22日，东海军分区刘勇司令员代表胶
东军区许世友、林诰等首长，宣读了海军支队
成立和任命中队以上干部的命令。命名起义部
队为山东胶东军区海军支队，是我军建军史上
第一次以海军命名的部队，任命郑道济为海军

支队上校支队长，连城、毕昆山、李仁德、丛
树生分别为一二三四中队上尉中队长。1945年
春，有着强烈革命思想的杨子荣毅然抛下妻儿
加入了“海军支队”，从此，英雄的杨子荣与
这支英雄的部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45年8月份，经过半年整训，海军支队全
体指战员配合胶东军区主力部队，攻打了即墨
城，这是海军支队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战斗。9月
中旬，海军支队返回莱西县水沟头，补充了由
地方部队升级的500名新兵。支队由原来的五个
中队，扩编为两个大队，一个警卫中队，人数
已逾千名，田松接任副支队长，李伟任副政
委。

10月24日，许世友司令员在龙口接见了田
松、李伟，指示海军支队明天下午就乘船过海
到东北去参加保卫东北的战斗和工作。

10月25日下午5时许，部队从龙口码头登
船，驶向渤海的远方，告别了哺育过他们的胶
东父老，走上东北剿匪的战斗历程。

保卫东北

经过两昼夜的海上航行，海军支队大部分
都于10月27日晨抵达辽宁省庄河县。遵照辽南
军区司令兼政委肖华同志的指示，部队改变番
号为东北人民自卫军辽南三纵队二支队，支队
长郑道济另有任用，田松任副支队长、李伟任
副政委。

为夺取武器弹药装备部队，协助地方建立
政权，支队党委当即决定首战乌拉街。盘踞在
乌拉街的治安队，拒不接受我军投降，敌人占
领了渡口，抢走了渡船，妄想凭险顽抗，阻挡
我军北上。担当主攻任务的二大队，经过两天
的紧张准备，从远处找到两支民船，做好渡江
准备。11月28日凌晨，战斗打响了。二大队指战
员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一举攻
占了滩头阵地，直插街心，展开了巷战，全歼守敌
300余人。至黎明，我大部队已全都过江。

之后，支队又相继参加了会战朝阳、解放
榆树、五常的战斗。

全国解放前夕，华东野战军总部调毕昆山
等原刘公岛起义人员，成立了海军教导队。

解放后，中央军委命令，调原刘公岛、龙
须岛起义人员170余人参加了人民海军的战斗行
列。全国第一批潜艇部队有4艘潜艇，其中，3
名艇长、1名艇政委是刘公岛起义的，第一批出
国参加艇长班学习的8名学员中，有4名是刘公
岛起义的；第一批4艘驱逐舰的舰长，有3名是
刘公岛起义的。他们为人民海军的建设，为保
卫祖国海疆贡献了力量。

■ 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智勇双全、孤身入匪窝、力擒“座山雕”的英雄杨子荣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对他所在的那支无往不胜的英雄部部队却知之甚少。

从刘公岛走出的抗日突击队

日照天台山上的财神石

杨子荣照片 郑道济照片 参加刘公岛起义的部分伪海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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