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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95年 11月 28日，慈溪市徐福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为徐福塑像揭幕

1997年 11月 23日，日本东京歌剧协会与

中国歌剧舞剧院共同演出《蓬莱之国———徐福传

说》。图为演出剧照

1997年 5月 7-9日，日本徐福会宫下长春

一行 5人来慈，并举行了中日徐福研讨会

1995 年 8 月 7-9 日，在岱山县举办了

慈溪市纪念徐福东渡书画展

1995 年 11 月 28 日，慈溪市徐福研究会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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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5月，时任慈溪市副市长尹敏芳会见日本客人

1997年 11月 24日，时任慈溪市市长王勇

向日本友人赠送书法作品

1997年 11月，时任市领导王勇、黄建钧、

尹敏芳等与中日歌舞团代表合影

中外学者考察达蓬山 中外学者参观达蓬山摩崖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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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位于达蓬山上的徐福成功东渡标志碑，设立于 2007年 6月

2008年 3月 29日，慈溪市徐福研究会第三次

会员大会召开

2009年 9月 25-27日，徐福文化国际论坛

在达蓬山举行，中日韩等代表 170余人参加会议

2010年 10月，日本佐贺县赠送的阿辰观音

像

2012年 3月，慈溪市人民政府和慈溪市徐福

研究会寄赠给日本佐贺县的徐福像。该像立于日本

佐贺县诸富町（徐福登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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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中共慈溪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华红（左）

为慈溪市徐福研究会名誉会长

2013年 4月 9日，岱山县徐福研究会来达蓬山考察交流，杜立岗、宋祝明、方印华陪同

2013年 7月 19日，慈溪市徐福研究会第四次

会员大会召开

聘请慈溪日报社社长、总编王迪（左）为慈

溪市徐福研究会顾问

2014年 10月 22日，日本佐贺县、神奈川县

徐福会在达蓬山徐福像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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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0月 21日，慈溪市徐福研究会

会长冯凯与日本佐贺县徐福会理事长泽野隆交

换徐福纪念品

2014 年 10 月 21 日，慈溪市徐福研究会

会长冯凯与日本神奈川徐福研究会会长田

岛孝子交换徐福纪念品

传承基地的授课安排表龙山镇徐福小学是徐福东渡传说的传承

基地

2014年 8月 28日，在达蓬山雅戈尔大酒店

举行“徐福文化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

龙山镇徐福文化艺术节期间举行的中小

学生讲徐福故事比赛

5



慈溪市徐福研究会自 1995年成立至今，已有 20个年头。20年的探

索和积累，使我们对徐福东渡这一历史事件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

响有了更为深入与清晰的认识。2008年 1月，徐福东渡传说被列入了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 9月，我市举办了有近 200名国际国

内徐福文化研究人员参加的徐福文化国际论坛，之后又相继出版了《达

蓬山·徐福研究文集》《达蓬山·徐福传说故事集》等两本专辑和一册徐

福东渡连环画，这些工作不但充分展示了我市徐福文化研究的成果，也

为促进国内外徐福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而今，协会又进一步系统搜

集并整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徐福研究的历史信息，综合了

各地专家学者对徐福东渡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判断和看法，汇集而成

《达蓬山·徐福东渡论丛》，这对于徐福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必将是一个

有力的推进。

有关徐福这一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经过了 20年的梳理沉

淀和百家争鸣，大家的看法也渐趋一致。那就是把徐福看成是一位向往

序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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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的勇者、精通方技的智者、传播文明的使者。

从现有资料分析，徐福对于大海的向往，比当时任何一个在秦始皇

身边的人都显得更加强烈和热切。他曾数度出海，屡败屡试，用坚韧不

拔的精神和毅力，终获成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由近海试航向远航过渡

的第一人。这种勇于探索、百折不回的精神，直至今天仍应发扬光大。然

而，徐福的探索并非一味瞎闹蛮干，他所凭依的是自己在天文、地理、航

海、医术、农耕、冶炼等方面各种知识的积累。也正是有了这许多常人不

易掌握的知识作积淀，他才能运筹帷幄，巧妙周旋，临危不惧，处变不

惊，在中国的航海史、移民史、文化传播史上留下灿然耀眼的一页。所有

这一切，都是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的必然结果。这种孜孜以求的学习

态度，也是值得我们传颂和弘扬的。当徐福团队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

方后，把其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如造船、冶炼、纺织、农桑、医药等毫无保

留地贡献于当地，使文明之春风遍传一方，开创了移民海外播撒文化的

先例，堪称文明传播的使者。如果我们要总结徐福文化的实质内涵，这

三点应该是不可否认的。

本辑论丛整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有国内外对徐福研究的综合描

述，有一定数量的论文，也有学术交流的真实记录。特别是慈溪市龙山

镇徐福小学的一批学生，出于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对徐福与达蓬山的

真实感受，撰写了很多文章，这让我们看到了徐福东渡传说作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后继力量。常言道童心无邪，童言

无忌，他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领悟，是从小培养自己爱国情怀

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以优秀的历史文化作涵养，在为将来立志高远作

必要的储备。我殷切希望青少年能从徐福的故事中吸取营养，为长大后

勇攀高峰奠定坚实基础。

诚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的海洋意识也经历了一个由轻视到

重视的过程。当中原地区盛行“农桑至上”的观念时，沿海地区就已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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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农商并重”的思想；当近海航行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时，从达蓬

山出发的船队已经为远航作好了充分准备。这种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

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类型，或许就是有志于徐福研究的学者需要突破的

新目标。从海洋史的角度看，徐福东渡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首先，徐福

东渡催生了我国早期的海洋文化，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对海洋的恐惧而

产生了探索海洋的欲望。其次，自汉代以来，受徐福东渡的影响，历代王

朝对于海洋战略也越来越重视，从唐宋时期的海上贸易到明代郑和的

七下西洋，都体现了古人对经营海洋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当前我国提

出海洋强国战略后，研究并厘清我国古代航海的历史，并使之服务于现

代化建设事业更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这既是我

们研究徐福东渡的重要内容，也是拓宽研究视野、寻求研究新视角的重

要途径。总而言之，两千多年前的徐福东渡虽然只是一个独立事件，但

却与中国后来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就是我国的海洋

史，也是所有从事徐福研究专家学者的一个重大的课题。我们殷切期待

着新成果的问世。

是为序。

华 红

2014年 12月 15日

渊序作者系中共慈溪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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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东渡的传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背景，最早的记述见于

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多个章节之中。从《史记》所载的内容看，徐福东渡

是秦代一次规模宏大的移民活动。徐福率大批工匠及三千童男童女渡

海去而未归，留下了众多的遗迹及与之相关的各类传说，直至今天仍广

为流传。这些传说类型丰富，内容曲折，情节生动，人物鲜活，流布广泛，

在日本、韩国等地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堪称我国民间文学史上一朵奇葩。

现将徐福东渡传说的起源、演变和发展分节叙述于下。

一、徐福其人其事

徐福是秦代著名方士，琅琊人（确切出生地至今尚无定论），字君

房。在清代编纂的《徐偃王志》中，又名徐议，字彦福。其祖先为嬴姓，后

因先祖伯益辅佐大禹有功，封于徐地（今江苏洪泽、泗县、盱眙一带），遂

以徐姓。至偃王徐诞，已有三十余代。公元前 512年，徐为吴所灭，徐国不

复存在。从此以后，徐姓子孙分走各地。据徐氏谱系记载，徐福出生于齐

徐福东渡传说的起源、演变和发展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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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十年（公元前 255年），娶妻卞氏。据说徐福从小就拜鬼谷子为师，学

习辟谷、气功、修仙、养性持身和捭阖之术，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徐福

还精通武术，待到他出山之日，正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经人推荐，徐

福被秦始皇招为奏事。

几年以后，徐福见秦始皇虽有宏图大志，但苛政迭出，横征暴敛，不

顾百姓生死，便有离开之意。他对秦始皇说，东海上有三座神山，分别是

蓬莱、方丈、瀛洲，那里有仙草，人服后可长生不死。秦始皇信以为真，先

后派安期生、卢生、韩终等方士前去寻找仙草，结果都无功而返。有的还

受到重责，甚至被杀。满朝大臣明知这求仙草之事十分荒唐，但没有一

个人敢站出来反对。最后，徐福自告奋勇，说自己愿意为陛下长生不死

而渡海寻求不死之草。徐福也曾先后两次出海。第一次在秦始皇二十八

年（公元前 219年），那一年徐福 36岁。第二次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

前 210年），徐福 45岁。在慈溪、象山等地流传的，应该是徐福第二次东渡。

关于徐福最后渡海而去的归宿，一般认为是在日本的九州岛佐贺一

带。因为在佐贺、福冈、长崎、鹿儿岛等地，有徐福当年登陆的大量遗迹

和传说。据已故日本徐福会会长饭野孝宥在《弥生的日轮》一书中称，徐

福东渡到日本，是在第七代孝灵天皇登基之后。徐福带到日本的，除了

百作工匠外，还有水稻、桑麻等农作物种子和医药、耕作、冶炼、纺织等

技术，是日本从绳纹时代跳跃至弥生时代的一个重要因素。直至今天，

日本的九州岛一带，仍然将徐福尊为农耕之神、医药之神、蚕桑之神，并

建有很多神社加以奉祀。卫挺生（河南人，后移居香港）等人甚至认为，

徐福就是日本的神武天皇，是统一日本并真正建立日本国的创始人。对

这一观点有赞成也有反对，至今尚无定论。但也有人认为，《史记》中所

记的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其实就是到了浙东今宁绍平原一

带，并在这里隐居不归。秦始皇闻讯后，才南下至会稽，到 县住三十

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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