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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缘于往岁对古代“潮著”较为关注 ，并有着一定程度的研究 ，我应

嘱 ，认真而欣喜地阅读了枟浙江海潮 ·海塘艺文枠 。阅毕合卷 ，几度思

索 ，给我的总体印象是 ：潮起潮落两千年 ，传世经典一卷现 。此“两千

年” ，是指有文字开始记载潮汐及海塘的历史跨度（公元前西汉著名

辞赋家枚乘枟七发枠是其代表） ；而“一卷现” ，则是说本文集收录和整

理了历朝历代潮汐文化和海塘建筑文化中经典而又有代表性的作

品 ，似乎是将源出历代又散存各处的五光十色之珠玉聚合精选 ，以金

丝银线编缀在一起 ，更显现出它们光彩夺目的整体之美 。

浙江水文化研究教育中心成立几年来 ，研究课题频立 、研究成果

迭出 ，问世之编集及出版之专著已有近十种 。其题材 ，有古代 、现代

和当代的 ；其门类 ，有历史 、科学和文学等 ；其形式 ，有文 、图和两者兼

备的 ；其论及范围 ，有像浙江水文化 、浙江八大水系综述的 ，有像浙江

源头山水文化 、河道及古堰坝等单项的 ⋯ ⋯ ２０１２年 ，枟钱塘江潮诗词

集枠出版 ，现在枟浙江海潮 ·海塘艺文枠又得以问世 。这种孜孜矻矻对

“水文化 ·潮文化”的深度耕耘 ，值得加以肯定和弘扬 。

枟浙江海潮 ·海塘艺文枠的蒐集 、整理和编注成书 ，编撰者是经意

而有历史眼光 、学术识见的 ，本书具有系统性 、文献性 、兼容性和丰富

性 。整部集子收录了一百余篇关于潮汐文化和海塘文化的作品 ，编

排体例参照了古代枟昭明文选枠那种诗文总集的样式 ，分为“赋 、论 、

文 、碑 、序 、跋 、表 、状 、书 、议 、记 、说 、略 、杂著 、考 、辨”等文体（诗 ，因已

有枟钱塘江潮诗词集枠出版而未选收其内） ，文章性质类型清晰 。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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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 ，犹如一幅海潮 ·海塘文化的“历史长卷图” 。书中原作之作者 ，

都是中华古代文 、史 、哲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璀璨群星 ，像西汉辞赋

家枚乘 、东汉哲学家王充 、北魏辞赋家王粲 、晋代大画家顾恺之 、唐代

大诗人白居易 、宋代文学家苏轼 、潮汐学家燕肃 、文史家罗公升 、书法

家蔡襄 、明代海塘工程研究专家黄光升 、清代文学家毛奇龄 、清代地

方名臣陈诜 ⋯ ⋯各原作者的历史地位和作品品位之高 ，显示了千百

年来人们对潮汐 、海塘工程的强烈关注 ，亦显示了人心的凝聚 。若以

“众星拱月”作比 ，这个“月”便是钱塘江的海潮和浙江海塘 。集子中

各类文体的内容 ，除“赋”类等属于文学性 ，重在描叙钱塘江涌潮之奇

丽壮观景象外 ，大多数文体的作品是属于历史和科技等学术类的 。

例如 ，研究潮汐产生之天文地理原因 ，探讨“潮候”等潮汐规律 ；记述

海塘的始建及历代对它之维修 ，叙述海塘工程的组织 、人力 、物力和

财力的投入及工程技术的发展完善 ；反映海塘对于沿岸地区百姓生

命财产和生产活动等的保障作用 ，记载相关的宗教 、民情 、风俗等及

其变迁 ⋯ ⋯因此 ，这本集子好似一部“海潮 、海塘历史大观” 。而且 ，

编撰者还精心选录了若干古海塘 、古代“潮著”中的木刻插图 ，将其有

序地穿插在集子中 ，让读者有一种历史 、地理和景观 、工程的直观又

优美的印象 。

这本集子中 ，我觉得还需要说明的有二 。一是这些作品及其研

究 ，基本上是指钱塘江潮和浙江海塘 ，但是像汉魏间有的辞赋家和学
者描写和论述的是指长江口的“曲江观涛” 、“广陵观潮” ，由于研究过

程中有历史相似相关和相连的诸多因素 ，本集子也收录在内 ，以利于

比较和参考 ，这是可以理解的 。二是本集子中的诸多作品 ，原先散存

于浩瀚的典籍中 ，历史上有不少前人曾作过深入的研究 ，也作过一些
点校和注释工作（有些还产生过学术上的争议） ，这些方面 ，都成了本

集子的“奠基石” ，本集子作了历史的传承 。然而 ，在继承中编纂者做

了系统的基础研究 ，有了完善和发展 ；所有收入的文章 ，词义和典故

注释详尽 、考证周到 。这些 ，都有助于今天的读者对“潮著” 、“海塘文

化”古籍的理解 。

枟浙江海潮 · 海塘艺文枠收录的所有原作 ，都是属于传统文化的
范畴 ，是这个范畴内的一项专题 。它的出版 ，是在一个专题上对中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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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尊重和继承的典型表现 。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中 ，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之题 ，

已有连贯而深刻的阐述 。文化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 ，重要特征之一

便是它的连续性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基础 ，

先进文化建设中应该重视 、立足和运用这个基础 。今天我们重视潮

汐文化和海塘建设 ，枟浙江海潮 ·海塘艺文枠及去年出版的枟钱塘江潮

诗词集枠 ，便是一种历史渊源和精神基础 。可以相信 ，这本书在综合

部门 、水利部门 、史志部门 、历史档案部门以至旅游部门等 ，在一切有

兴趣了解和研究钱塘江涌潮及浙江海塘的广大人群中 ，都将会有厚

重的人文 、历史和科学价值 。

阅读枟浙江海潮 · 海塘艺文枠 ，读者可感受到中华民族潮汐文化

和海塘文化在历史上的先进性 。涌潮也并非只是钱塘江河口最壮

观 ，在北美芬地湾 、南美亚马逊河口也有壮观涌潮 ，然而这些地区在

古代远离文明中心 ，潮汐对当地社会发展影响不大 ，潮汐文化没有得

到发展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 ，这里潮汐不大 ，潮汐现象并不明显 ，潮

汐文化也没有发展起来 ，而中国古代的河流三角洲和广大沿海地区 ，

尤其是晋唐以后的钱塘江畔 ，很早就是发达的农业经济区 ，人口集

中 ，文化发达 ，潮汐文化有较大比重 ，且历史悠久 ，所以在我国古代 ，

潮汐学及相连的海塘建筑得以充分发展起来 ，在当时的世界范围独

树一帜 。

钱塘江古海塘气势宏伟 ，砌筑考究 ，蔚为壮观 。为我国古代海塘

工程技术的巅峰之作 ，其砌筑技术在世界海塘史上都是一项杰出的

创造 。它与长城 、大运河被称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三大建筑工程 。

今天 ，浙江沿海一条条防潮大堤 ，巍然屹立 ，犹如滨海长城 ，护卫着沿
海富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历史是不能分割的 ，今天所有的

海塘建筑 ，都是在古代海塘工程技术的基础上 ，不断发展起来的 。古

人的筑塘技术 ，至今仍为人们所借鉴 。浙江海塘文化成为中华文化

中的瑰宝 ，成为中华水文化中的奇葩 ，成为历代浙江水利人自强不息

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是发展新时期水文化的深厚基

础 ，也是实现水利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支撑 。也因此 ，现在对历史上
的潮文化和海塘文化之研究和继承 ，这一代人既有一种民族自豪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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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民族责任 。

有感于枟浙江海潮 · 海塘艺文枠的编撰问世 ，我拉杂地奉上以上

认识 。再另说几句 ，认为像本书一样 ，一切立课题 、作研究和出著作 ，

都须深入开掘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 ，注入活力 ，寻觅新视角 ，推出新

视野 ，开拓新境界 ，创造新形式 。宋代大儒朱熹有首枟七绝 ·观书有
感枠说得精妙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
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收获和成绩均须有“源头活水” ，而寻觅 、推出 、

开拓 、创造 ，都是“源头活水”之顺畅渠道 。

愿和本书编撰友人共勉 ，向本书读者们请教 。

朱明尧
２０１３ ．３

（作者为浙江水文化研究教育中心顾问 、“钱塘江潮诗词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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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游海赋

【魏】 　王 　粲

乘菌桂 ①之芳舟 ，浮大江而遥逝 ②
。翼惊风 ③ 而长驱 ，集会稽 ④ 而一

睨 ⑤
，登阴隅 ⑥以东望 ，览沧海之体势 。

吐星出日 ，天与水际 ，其深不测 ，其广无臬 ⑦
。寻之冥地 ，不见涯

泄 ⑧
；章亥 ⑨所不极 ⑩

，卢敖 皕瑏瑡 所不届 皕瑏瑢
。怀珍藏宝 ，神隐怪匿 。或无气而

能行 、或含血而不食 、或有叶而无根 、或能飞而无翼 。鸟则爰居 皕瑏瑣 孔鹄 皕瑏瑤
，

翡翠鹔鹴 皕瑏瑥
，缤纷往来 、沉浮翱翔 。鱼则横尾曲头 ，方目偃 皕瑏瑦 额 ，大者若山

陵 ，小者重钧石 。 乃有贲 皕瑏瑧 蛟 皕瑏瑨 大贝 皕瑏瑩
，明月夜光 ，蠵鼊 皕瑐瑠 玳瑁 ，金质

黑章 皕瑐瑡
。

若夫长洲别岛 ，旗布星峙 ，高或万寻 ，近或千里 。桂林 皕瑐瑢 丛乎其上 ，

珊瑚周乎其趾 。群犀伐角 ，巨象解齿 ，黄金碧玉 ，名不可纪 。洪洪洋洋 ，

诚不可度也 。

处嵎夷 皕瑐瑣 之正位兮 ，同色号于穹苍 ；包纳污之弘量 ，正宗庙之纪纲 。

总众流而臣下 ，为百谷之君王 。

【作者简介】

王粲（１７７ — ２１７） ，字仲宣 ，山阳高平人 ，三国时曹魏名臣 ，著名文学家 ，由于其文才出众 ，

被称为“七子之冠冕” 。其祖为汉朝三公 ，汉魏国始建宗庙 ，王粲与和洽 、卫觊 、杜袭同拜侍

中 。其时旧制礼仪废弛 ，朝内正要兴造制度 ，故使王粲与卫觊等典其事 。王粲强记默识 ，善

算术行文 ；著诗 、赋 、论 、议垂六十篇 ，有枟王侍中集枠 。王粲以诗赋见长 ，枟初征枠 、枟登楼赋枠 、

枟槐赋枠 、枟七哀诗枠等是其作品的精华 ，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的代表作 。同时王粲还撰

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载“英雄”传记的史书枟汉末英雄记枠 。明代人辑录其作品 ，编就

枟王侍中文集枠流传后世 。著名的文学典籍枟昭明文选枠中也有王粲的作品 。

【注释】

① 菌桂 ：香木名 。 枟文选 ·屈原 · 离骚枠 ：“杂申椒与菌桂兮 。”李周翰注 ：“椒 、菌桂皆香

木 。”晋左思枟蜀都赋枠 ：“卭竹缘岭 ，菌桂临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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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遥逝 ：谓远去 ，由大江而入海 。此“大江”应指长江 。

③ 翼惊风 ：以风为羽 、为翼 。

④ 会稽 ：上古名郡 ，也是晋唐宋时期的大都会 ，今浙江绍兴 。会稽因绍兴会稽山得名 ，

相传夏禹时即有会稽山之名 ，会稽即会计之意 。 枟史记枠记载了汉时流行的说法 ：“或言禹会

诸侯江南 ，计功而崩 ，因葬焉 ，命曰会稽 。会稽者 ，会计也” 。会稽山是中华九大名山之首 ，具

有非凡的历史地位 。

⑤ 睨 ：nì ，斜着眼睛看 。

⑥ 阴隅 ：yīn yú ，西北方 。汉应玚枟灵河赋枠 ：“凌增城之阴隅兮 ，赖后土之潜流 。”晋成公

绥枟天地赋枠 ：“昆仑镇于阴隅 ，赤县据于辰巳 。”

⑦ 臬 ：niè ，本意箭靶 。此处乃边际 、终极之意 。

⑧ 涯泄 ：边际 。

⑨ 章亥 ：大章和竖亥 ，古代传说中善走的人 。 枟文选 · 张协 · 七命枠 ：“蹑章亥之所未

迹 。”李善注引枟淮南子枠 ：“禹乃使大章步 ，自东极至于西极 ，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步 ；使

竖亥步 ，自北极至于南极 ，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

⑩ 极 ：尽 ，及 ，达到 。

皕瑏瑡 卢敖 ：即卢生 ，秦代博士 ，生卒年不详 ，本齐国（一说燕国）方士 。曾为秦始皇寻求古

仙人羡门 、高誓及芝奇长生仙药 ，秦始皇赏赐甚厚 ，进为博士 。后见秦始皇刚愎拒谏 ，专横失

道 ，遂避难隐遁 ，居于故山（今诸城市区东南十三公里处） 。 秦始皇大怒 ，下令搜捕而未得 。

故山后改名卢山 ，山前有卢山洞 ，内置卢敖像 。

皕瑏瑢 届 ：到达 。

皕瑏瑣 爰居 ：海鸟名 。 枟左传 · 文公二年枠 ：“作虚器 ，纵逆祀 ，祀爰居 。”杜预注 ：“海鸟曰爰

居 。”枟尔雅 ·释鸟枠 ：“爰居 ，杂县 。”邢昺疏 ：“爰居 ，海鸟也 ，大如马驹 ，一名杂县 。汉元帝时 ，

琅邪有之 。”

皕瑏瑤 鹄 ：水鸟 ，形状像鹅 ，体较鹅大 ，鸣声洪亮 ，善飞 ，吃植物 、昆虫等 ，即今谓“天鹅”者 。

皕瑏瑥 鹔鹴 ：sù shuāng ，古代传说中的西方神鸟 ，雁的一种 。

皕瑏瑦 偃 ：倒伏 。

皕瑏瑧 贲 ：bēn ，通“奔” 。

皕瑏瑨 蛟 ：古代传说中能发水的龙 。

皕瑏瑩 大贝 ：贝之一种 ，上古以为宝器 。 枟书 · 顾命枠 ：“大贝 、鼖鼓在西房 。”汉班固枟白虎通

·封禅枠 ：“德至渊泉则黄龙见 ，醴泉涌 ，河出龙图 ，洛出龟书 ，江出大贝 ，海出明珠 。”

皕瑐瑠 蠵鼊 ：xī bì ，即蠵龟 。龟鳖目海龟科蠵龟属的一种 。又称红海龟 、赤海龟 。分布于大

西洋 、太平洋和印度洋内温水海域 。

皕瑐瑡 金质黑章 ：金色底子黑色花纹 。质 ，质地 、底子 。章 ，花纹 。

皕瑐瑢 桂林 ：香木之林 。

皕瑐瑣 嵎夷 ：古代指山东东部滨海地区 。 枟书 · 尧典枠 ：“分命羲仲 ，宅嵎夷 ，曰旸谷 。” 枟孔

传枠 ：“东表之地称嵎夷 。”陆德明释文 ：“马曰 ：嵎 ，海嵎也 ；夷 ，莱夷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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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涛赋

【晋】 　顾恺之

临浙江以北眷 ①
，壮沧海之洪流 。水无涯而合岸 ，山孤映而若浮 。

既藏珍而纳景 ，且激波而扬涛 。其中则有珊瑚明月 ，石帆 ② 瑶瑛 ③
，雕鳞

采介 ，特种奇名 。推峦填壑 ，倾 ④ 堆渐 ⑤ 隅 ⑥
。岑 ⑦ 有积螺 ，岭有悬鱼 。模

兹涛之为体 ，亦崇广而宏峻 ，形无常而参 ⑧ 神 ，期必来以知信 。势刚陵以

周 ⑨威 ，质柔弱以协顺 。

【作者简介】

顾恺之（３４８ — ４０９） ，字长康 ，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 。顾恺之博学有才气 ，工诗赋 、书

法 ，尤善绘画 。精于人像 、佛像 、禽兽 、山水等 ，时人称之为三绝 ：画绝 、文绝和痴绝 。

【注释】

① 眷 ：眯眼看 。把眼睛开合度从全开降低一半 ，这是人类集中目力观察事物时的习惯

性眼部动作 ，表示“全神贯注”的意思 。

② 石帆 ：珊瑚虫的一种 。呈树枝形 ，骨骼为角质 ，着生于海底岩礁间 。骨骼中之红色节

片可为装饰品 。晋左思枟吴都赋枠 ：“石帆水松 ，东风扶留 。”明李时珍枟本草纲目 · 草八 · 石

帆枠﹝集解﹞引大明曰 ：“石帆紫色 ，梗大者如筋 ，见风渐硬 ，色如漆 ，人以饰作珊瑚装 。”

③ 瑶瑛 ：玉的精华 。晋张协枟七命枠 ：“错以瑶英 ，镂以金华 。”元吴全节枟获玉印枠诗 ：“瑶

瑛篆刻镇华阳 ，犹带宣和雨露香 。”

④ 倾 ：倒塌 。

⑤ 渐 ：疏导 。

⑥ 隅 ：山水弯曲边角处 。

⑦ 岑 ：小而高的山 。

⑧ 参 ：旧指下级进见上级 。此处或意为相似 ，接近 。

⑨ 周 ：遍及 ，普遍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