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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依盟

疫情下，走到今天，每个为梦想拼尽全力的
学子都是英雄。宛如四百多年前，明朝万历年
间，一位名叫赵秉忠的青州书生，自信满满地走
进考场，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答卷……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在古
代，科举考试是普通读书人入仕的唯一途径。隋
大业三年（607年），开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
诞生。唐代，朝廷对科举愈加重视。为增进士子
的成就之感，将考中者名单镌刻于京城西安大
雁塔。“雁塔题名”即成为中选之美称。此后，历
朝历代均于皇宫门外，以黄榜公布入选名单，因

而又有“金榜题名”之说，另有“蟾宫折桂”“青云
得路”均为获选之誉。

武则天时期，开创殿试。由皇帝于皇宫之内
亲自主持最后一次考选，故殿试又称“廷试”“御
试”。自此之后，殿试便贯穿科举历史的全程。明
代，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内容以
四书五经为主，文体采用八股文。清光绪三十一
年（1905年），科举制废除，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
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殿试，又称策对，作为科举制度最高级别的
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生现场答卷，考试时
间为一天。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殿试的内
容是要求考生站在帝王的立场上回答，如何执
政治理国家和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执政。

赵秉忠（公元1574年—1626年），字季卿，青
州郑母人，15岁补府学生，24岁中举人，在县试、
府试、院试中脱颖而出。时年25岁参加殿试，
2000多字的文章洋洋洒洒一气呵成。

赵秉忠在答卷中紧扣题目，在开篇写道：
“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理之实政，而
后可以约束人群，错综万几，有以致雍熙之治；
必有倡率之实心，而后可以淬励百工，振刷庶
务，有以臻郅隆之理。”进而又提出了“实政”说
和“实心”说的治国理念。

“何谓实政？立纪纲，饬法度。”“何谓实心？
振怠惰，励精明。”也就是说，帝王执政国家政

权，要把国家治理得和谐兴旺，首先要立法，各
种规章制度必须齐全，其次要从皇帝开始以身
作则，为臣民树立榜样，再辅以法纪，整顿吏治，
安抚百姓，天下才能太平安乐。

赵秉忠还给皇帝指明了用“实心以任人，而
人不敢苟且以应我，实心以图政，而政不致惰窳
而不举。”赵秉忠这一番披肝沥胆的策对，皇帝
大悦，朱笔钦定“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

1983年，赵秉忠的第十三代孙赵焕彬将这
份状元卷（左图）捐献给了青州博物馆。历经400
多年的风雨沧桑，状元卷依然保存完好，它的发
现填补了我国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是全国唯
一一份明代状元卷，堪称海内外孤本，为研究我
国古代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的资料。

我们在青州博物馆可以看到，明状元赵秉
忠殿试卷通高47 . 6厘米，每折宽14 . 1厘米，天头
8 . 6厘米，地脚3 . 3厘米，中间行文高35 . 7厘米。三
层宣纸装裱，封面、封底系全绫装裱。

这份殿试卷分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
作者及其上三代的简历，按规定为毛笔仿宋体
书写，共四折。首折上方钤有篆书“礼部之印”四
字方印，这一部分是被弥封的，封条上盖有“弥
封关防”的长印。后一部分是正文，正文为十五
折册页，全文共2460字，用工整小楷写成，试卷
首页右上角顶天头有朱书“第一甲第一名”六个
大字。正文之后是大学士及礼部尚书、兵部尚

书、户部尚书等9位阅卷官的官职和姓名。最后
卷尾印有“印卷官礼部仪制清吏司署郎中事主
事臣朱敬循”大字一行。

赵秉忠为什么能考中状元？这与良好的熏
陶和教育是分不开的。其父赵禧“读书通大义”，
志书中记载赵禧“尝遇遗金于路，守不去，待寻
者至，还之”。在赵禧担任山西文水县丞期间，当
地发生灾荒，饥民甚多，赵禧便“佐令长赈贷，又
私治粥，遇惫者辄扶掖哺之，全活甚众。”正因为
赵禧爱民如子，当他离任之时，“百姓万人遮道
泣”。在挽留不住的情况下，“则肖像以祀之”。万
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发生大饥荒，粮价暴
涨，到了“斗粟千钱”的地步，但赵禧不为金钱所
动，“又为粥以食饿者，生平厚德多类此”。

赵秉忠考中状元后，随即被授予翰林院修
撰一职。由于政绩显著，到万历三十一年（公元
1603年），便担任了会试同考官，高阳的孙承宗
出其门下。到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又出任
江南的主考官，所录取的考生如张玮、姚希孟、
周顺昌等人都非常耿直、忠节，成为一代名臣。

这份状元卷是如何流传到民间的？有这样
一种猜测：赵秉忠功绩卓著，引起了魏忠贤等一
伙宦官的嫉恨，对赵秉忠大加陷害，赵秉忠在罢
官回乡前，担心这份状元卷有可能被奸臣当作
把柄，冒险将其携出宫廷藏入家中，所以我们今
天才有幸欣赏到这份仅有的国宝。

你有一份“状元卷”，请查收！

□ 本报记者 周学泽

6月22日，山东省政府网站消息，经国务
院批复同意，撤销蓬莱市、长岛县，设立烟台
市蓬莱区，以原蓬莱市、长岛县的行政区域为
蓬莱区的行政区域。

蓬莱建制久远。秦时，今长岛及蓬莱境域
同属黄县（今龙口市）管辖，唐朝神龙三年即
公元707年时，蓬莱升为县，长岛改属蓬莱县
管辖。因此，长岛今天重新并入蓬莱，其实是

“从蓬莱来，回蓬莱去”。
从行政序列上看，蓬莱从县到市到区，不

过仍是所谓的“区县级”，但蓬莱的知名度在
海内外颇高，是众所周知的“人间仙境”。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中国古
代留传下来的神话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系统：
一个是昆仑神话系统，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
这两大神话系统各自发展，到了战国中后期，
又融合形成一个新的统一的神话世界。

神话传说常常被视为一个民族想象力和
创造力的重要象征。一般认为，罗马神话和希
腊神话以其瑰丽的想象力，对西方艺术和科
学繁荣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我国古代神
话传说本也很丰富，但因受儒家“不语怪力乱
神”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在主流文化中并不显
见，大多在民间流传了下来，但民间神话同样
需要珍视。

2008年6月7日，蓬莱的八仙传说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探究蓬莱何以成为“人间仙境”，保护好蓬
莱的神话传说遗产，意义重大。

古代帝王追求长生之地

蓬莱一名源自海中的蓬莱山。我国最早
的地理志《山海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上有
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鸟兽尽白，望之如
云，在渤海中也。

古代交通不发达，但从司马迁的《史记》
看，传说中的黄帝和尧舜禹时代，人们走得已
经很远，黄帝“东至于海”，舜“殛鲧于羽山”，
羽山就在今天的蓬莱区东南。

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长期集中在关中，
周都镐京、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以至于隋唐，
名称不同，但都是在今天的西安。就像今天内
陆生活的人对大海充满好奇一样，古人也会
对大海充满渴望和想象。从关中到大海最近
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山东青烟威一带，从关中
不用拐弯，直线向东，就能最快到达大海。

公元207年秋天，曹操征乌桓得胜回师时
经过渤海边的碣石山，诗兴大发，写下“东临
碣石，以观沧海”，但帝王中像曹操这种有“观
景”情趣的人不多。

古代帝王到山东，主要去两个地方，实现
两个目的：一是到泰山，通过人天对话，表明
君权天授，宣示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一个到海
边蓬莱，祈求自己长生不老。前者，是为了统
治天下的需要；后者是希望自己长生，获得长
久的统治生命，永远享受高高在上的世俗生
活。

蓬莱一名在司马迁《史记》中第一次出
现，是在《秦始皇本纪》中，与祈求长生有关。
秦始皇东巡，到泰山之后，就奔海边来了，“齐
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

方丈、瀛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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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求仙
人”。徐市通常称为徐福，这就是有名的徐福
东渡故事。

蓬莱之名在《史记》中再次现身，是在《孝
武本纪》中。有一个叫李少君的人，自称会长
生不老方术而被汉武帝召见，他对武帝说：

“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
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
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
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莱
安期生之属”。

海上寻神仙活动持续数百年，其中秦皇
汉武为最。秦始皇五次出巡，三次到过蓬莱。
汉武帝八次东巡，七次到过蓬莱，其中第五次
出巡时筑城并命名蓬莱。但根据《史记·封禅
书》记载，其实秦皇汉武之前寻访三神山活动
就已经开始了：“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
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
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
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这说明，早在
战国时代，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已经派了
许多人到海里去寻求仙山了。

现在一般认为，帝王热衷到蓬莱举行海
上求仙活动，其实与海市蜃楼有关。海市蜃楼
这个词，最早就是源于蓬莱。海市蜃楼作为大
气光学现象，虽然发生于多地，但以蓬莱最为
集中。人们看到海市蜃楼，人在海岛上空活
动，无法作出科学解释，便导致了许多荒诞不
经的臆想，产生了神山仙岛的幻想与传说，这
就是蓬莱成为神话发源地的原因。

蓬莱成为民间“成仙地”

观察《史记》中记载的到蓬莱祈求长生的
活动，其突出特征是：帝王主导，民间响应。因
为帝王有求长生的愿望，民间人士就投其所
好。但总起来说，民间行为比较被动。

唐代之后，八仙传说的出现，则意味着民
间信奉成仙的普遍化。这次的传说地点，再次
选择了蓬莱。

今之所谓八仙，见于唐、宋、元人记载，元
杂剧中亦有他们的形象，但姓名尚不固定，至
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传》里，始确定为
铁拐李、钟离权、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
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八人。

这八个人，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有广泛的
代表性，八仙分别代表“男女老少”和“富贵贫

贱”八个字。
“铁拐李”代表“贱”，传说他是唐玄宗和

代宗之间人，学道于终南山，一次元神出壳，
没曾想肉身为虎所食，只得投身于一个跛乞
丐；钟离权代表“贫”，传说是东汉时期人，是
一个闲散汉子；张果老代表“老”，据说唐武则
天时隐居中条山，自称年龄有数百岁；吕洞宾
代表“男”，传说是唐代九江人，原为唐宗室，
科举不第后纵游天下，潇洒、风趣，为民除暴
安良还好酒好色；何仙姑代表“女”，据说生于
唐武则天时期，从小聪敏过人；蓝采和代表

“少”，原来是一名游方的道士，有人在童年和
老年时看到他，他容貌依旧；韩湘子代表

“富”，有说法称他是唐韩愈的侄孙，擅吹洞
箫；曹国舅代表“贵”，传说他是宋仁宗曹皇后
的长弟。

八仙在真实生活中都有对应人物，而且
有年龄、性别、阶层代表性，说明得道成仙思
想在民间的普及程度。八仙有了，“八仙过海”
产生于蓬莱，则与另外一个故事有关。

长山岛，北宋叫沙门岛，是朝廷囚禁犯人
的地方，朝廷每年只发给全岛300人的口粮。
随着岛上犯人的增多，口粮明显不够。于是看
守决定当犯人超过300人时，将多余的犯人捆
住手脚扔进海里。一次，当50多名犯人得知自
己将要被扔进海里后，连夜往蓬莱山方向游
去。从沙门岛到蓬莱山有30多里地，多数人体
力不支命丧大海，最终只有体力好的八人成
功。当渔民发现他们的来历后，惊为神人。这
件事据说是“八仙过海”最初的蓝本。

“八仙过海”传说的出现，意味着蓬莱作
为人间仙境，完成了从“人羡神仙”到“人成神
仙”的转变——— 过去，蓬莱山生活的是“人之
外的神仙”；现在，蓬莱山上有了“人变的神
仙”在那生活，这对于天下苍生是一个富有诱
惑力的召唤。

背后是道家和道教思想

从追求“长生不老”到人能“得道成仙”，
背后是道家和道教思想。

道家和道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的概念。道家是由老子、庄子开创的哲学思想
流派，在春秋末年创立，而道教则形成于东汉
末年。道家仅仅是一种思想文化流派，而道教
是一个宗教团体，两者在文化形态上具有完
全不同的性质。道教后来把道家思想作为自
己的哲学基础，同时也将道家人物神化并入

自己的神仙谱系。
道家主张“养生”，认为通过特定的修炼

可以做到长生久视。《黄帝内经》里“余闻上古
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
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
此其道生”。

道教追求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神仙府，
与天同寿道人家”，《西游记》中对五庄观主人
镇元子大仙的描述与评价，点明了道教的长
生信念。

因为道教形成于东汉时期，所以秦始皇、
汉武帝等帝王在蓬莱祈求长生，主要受道家
思想的影响，其中西汉初期主要流行以道家
思想为主的黄老思想。

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丁原明在《从原始
道家到黄老之学的逻辑发展》中说：“当原始
道家把人作为自然万物之一分子来看待时，
就意味着无需要以仁义礼法等社会价值体系
来确立其归属和地位；当它们把无欲无为作
为人性之自然来规定时，更意味着仁义礼法
等社会价值体系已彻底失去其存在的合理
性，应当完全摒弃掉。”“与原始道家相比较，
黄老之学对儒法诸家所设计的政治和伦理系
统则予以认同和接纳。它虽然在人性之自然
以及人与道相统一等问题上，尚与原始道家
有某些一致之处，但是它从自然人性论却引
出了对仁义礼法的肯定。”

丁原明的这段话很重要，说明道家思想
在秦汉之交由自然性向社会性转变的一面，
能够解释秦始皇和汉武帝为什么会用政治性
礼仪祈求长生。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道家思想活跃。由
于秦朝对思想文化的摧残，除了医药、种树、
神仙方术、阴阳五行和法家学说之外，其他思
想学说受到排挤，神仙说因为与道家人与自
然的关系相统一，使道家思想保持了强大的
生命力，道家思想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此时的
道家思想已经不是传统道家单纯讲究自然，
而是努力向社会领域延伸，以崇尚君主、注重
统治为主要内容，形成了实用的政治哲学，秦
始皇和汉武帝以九五至尊而祈求长生，受这
种思想影响。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正
统思想，但董仲舒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早期儒
家礼乐制度的合理性缺少自然法则的支持，
董仲舒吸收道家解释自然与历史的宇宙法则
来建立儒学形而上的支持系统，他借用道家
对五行的安排来阐发儒家义理，因为土居中
央，而金木水火分司四季正是君臣关系的体
现。董仲舒还对道家天人感应思想加以综合
整理，使之系统化，形成了新的天人感应思
想。董仲舒从神化天，以天道论人道，推出君
主需“法天之行”，顺天行道。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公元前
134年提出的，汉武帝在57岁（公元前99年）、60
岁（公元前96年），甚至在他去世前两年的67
岁（公元前89年）时，还亲自从山东出海寻仙，
这就说明政治上信奉儒家思想后，汉武帝并
没有完全抛弃道家思想，有儒道合一的特点。

老庄说的“长生”，主要是指生命的长存；
到了后来，道教则把这一概念改造为“得道成
仙，长生不死”。“八仙过海”传说是道教思想
的产物，“八仙”广泛的代表性，说明道教思想
在古代中国影响深厚，而且在社会发展中确
实产生过重要作用。巧的是，蓬莱因为自然地
理等原因，成为道家思想和道教发展的重要
承载地，这也是历史的因缘际会。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神话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系统：一个是昆仑

神话系统，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这两大神话系统各自发展，到了战国中后期，又融合形成一个

新的统一的神话世界———

蓬莱，何以成东方神话策源地？
据人民网，近日，由中国文联组织编写的《2019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在京举行云发布仪式。报告分为
总论、分报告和大事记三部分。

《2019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在原有十二个艺术门
类分报告的基础上，增加了网络文艺分报告。报告认
为，2019年是中国网络文艺从高速发展到高质发展、
从野蛮生长到规范成长的转型年。报告称，延续近年
来的发展态势，网络文学、网络剧、网络综艺、网络电
影、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等典型形态的创
作进一步蓬勃发展，题材类型丰富多样，涌现出一批
优秀作品。同时，现实题材创作的整体性崛起也引发
广泛社会关注。

由中国文联组织编写的年度中国艺术发展报
告，至今已经连续出版八年，报告以翔实的数据、典
型的事例、科学的分析、准确的研判，全景记录年度
中国艺术的整体概况，全面反映发展的最新成果，系
统分析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

第二批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公布
据人民网，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分县名单。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国家统筹、
区划完整的原则，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
县名单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为主体，统
筹考虑红军长征、西路军、东北抗日联军的革命史实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新疆人民的革命活动，坚持
以革命史实为基础、以党史权威文献和中共党史研
究最新成果为参考、以革命文物为依据，确定片区共
计22个。

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包括长征、西路
军、东北抗日联军、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冀
鲁豫、山东、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
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西藏、新疆片区，涉
及31个省228个市988个县。两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涉及31个省268个市1433个县，全覆盖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部门后续根据
革命史实和革命文物类文物保护单位变动情况，适
时充实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李子柒被模仿

引关注
据广州日报，近日，有网友曝光某国博主“抄袭”

李子柒的视频创意，引发网友讨论和关注。抛开是否
抄袭和侵权不谈，许多人模仿借鉴恰恰从另一面说
明，李子柒视频中展现的创意和中国传统田园文化
有着广泛受众，中式的田园慢生活能被广泛认可。有
网友担心，海外这些模仿视频会取代李子柒，这大可
不必。因为，海外网友被李子柒圈粉，更多的是被她
视频中呈现的田园牧歌生活、中华传统文化所打动。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海外的模仿视频也只
是模仿了形式。从这个层面来说，李子柒视频展现的
不仅是一种恬静的中式田园生活，更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深度与张力，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价值传递。所
以，对于各类模仿与借鉴，我们更应该本着开放与自
信的心态去看待。只有开放与包容才能推动中华文
化不断发展，也唯有开放与自信才能创造出更多的
李子柒，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化故事。

当然，这并不是说李子柒的团队就可以觉得万
事大吉，对疑似侵权现象就可以置之不理。李子柒

“被模仿”提醒我们：应该更加注重版权保护，比如申
请商标保护、打造文化IP，甚至形成固定的商业模式
等，增强“走出去”的力量，向更多人展示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海外影响力。

电影《1921》在上海开机

据光明日报客户端，今年7月1日，正值中国共产
党成立99周年，由黄建新执导的电影《1921》，于上海
中共一大会址举办开机活动。该片作为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之作，主要讲述了首批共产党人
在风雨如磐中担起了救亡图存重任，让中国革命前
途焕然一新的故事。

《1921》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发源地上海的诞生
过程为故事核心，将全景还原当时上海的城市面貌、
风土人情及文化思想，营造出契合时代的背景环境，
让观众产生更高的代入感。该电影还将立足国际视
角，将国际各股复杂势力融进建党故事中，拓宽影片
格局，为那段历史补充丰满真实的细节，也让观众能
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共一大所孕育的革命力量和希
望，传递出第一批党员的家国情怀与理想信念，再次
激发观众的爱国情怀。同时，影片加入了谍战类型片
元素，采用多线平行叙事的方式展现多方势力给中
国共产党的建立造成的阻力与助力，呈现中国共产
党与中外反共势力的斗智斗勇，使影片充满故事性，
提升影片的可看性。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2019中国艺术发展报告》

首次发布网络文艺分报告

“八仙过海”传说的出现，意味着蓬莱作为人间仙境，完成了从“人羡神仙”到“人成神仙”的
转变。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