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JIANG DAILY美丽乡村·蓝色家园
2014年10月2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许雅文 版式：戚建卫 联系电话：0571-8531202320

本报记者 林上军

以山而兼湖之胜，则推西湖；
以山而兼海之胜，当推普陀。

缸爿礁和新罗礁的“奇缘”
从舟山朱家尖蜈蚣峙码头乘船

至普陀山，一般仅需10分钟时间，中
间必须经过一块礁石。

这块礁石，从客船一侧远远望去，
仿佛是一艘出没在翰海间的仙舸。只
见惊涛拍岸，绿草点缀，当日礁上虽没
有群鸥栖息，但从各个方向极目远眺，
视线中都有它的绰约风姿。

“这礁一度被当地渔民称为‘缸
爿礁’，因为经常有海鸥停留。”顺着
热心的向导——普陀山佛教文化
研究会研究员王连胜手指方向看
去，礁石呈长形，东西走向长约百
米，海拔约 10 米。东边有一处约
100 平方米的乱石坪地，西边为高
坡；西南海面上有许多干出礁，分
布在长约 300 米的水域中。涨潮
时，礁石西边大部分会被海水淹没，
因此过往船舶一不留意，就会触礁。

这样的礁石，对拥有1390多个
岛屿的舟山来说，实在太不起眼。

然而，如果你了解到它所深藏
的文化底蕴，知道它是中日韩文化
交流的标志性纪念物、是东亚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是普陀山观
音信仰的历史起点，你就会对它刮
目相看。

就在这块礁石上，刻有三个大
红字——“新罗礁”，与之遥遥相对的
普陀山南天门景区，也竖立着一块

“新罗礁纪念碑”。“这是由于上这块
礁不方便，韩国人在普陀山设立同样
一块碑。”王连胜介绍，那是 2004 年
的事情，韩国郡山大学教授金德洙
等学者专程来到普陀山，表达了要
在这里竖“新罗礁”碑的意向，为此
韩国政府还专门拨款1万美元。

韩国人以前被称为新罗人、高
丽人，唐朝时期，新罗国清海镇大
使张保皋，以官方名义，带领船队，
经常载着金银、药材、珍兽等货，来
中国沿海换取丝绸、瓷器等物，进
明州港（今宁波）时，必经普陀山海
域，由于当时航海技术有限，穿梭
往来的新罗船不时被眼前的这片
礁搁浅甚至触礁沉没，时间一长，
这座礁便被称为“新罗礁”。

后来，因为明朝长时期海禁以
及顺治、康熙时期沿海居民两次迁
徙，大量文献遗失，许多地名湮没。
明代以后，当地居民见该礁上停满
了海鸥，就把它称为“缸爿礁”。

王连胜说，新罗礁在普陀山
明、清两代地方志、《中国古代地名

大辞典》等文献也有记录。但以前
就是找不到它的确切地点。2001
年，作为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研
究员的王连胜，参加在宁波举行的
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之后，对新罗
礁进行重点考证，他先后到上海、
南京、杭州等地寻找文献资料，同
时在普陀一带访问年老渔民，终于
在2002年，通过对一张明朝万历普
陀山地图上所表新罗礁位置的印
证对比，确认渔民俗称的“缸爿
礁”，就是“新罗礁”。

中韩友谊的新“触角”
王连胜的考证文章在网上传

播后，受到了韩国郡山大学会中文
的金德洙教授、韩国海上王张保皋
事业研究会等科研单位的重视。

金德洙教授已于今年3月受聘
于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任教。
他告诉记者，韩国的张保皋研究会
是由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倡议
发起，具体由韩国海洋水产部筹办
成立，研究工作得到当地一些有实
力财团的资助。

随着韩国对海洋开发的重视，近
10 余年来，张保皋研究在韩国得到
前所未有的重视。而普陀山新罗礁
的重新发现，让他们兴奋不已。韩国
人认为，张保皋时期，是“东亚海上丝

绸之路”初步形成并逐步趋向兴旺阶
段，是新罗人主导海上航运和贸易时
期，也是韩国海洋文化发展史上的黄
金时期。张保皋因此被近代韩国人
民誉为韩民族之骄子。

金德洙在看到王连胜文章之
前，到普陀山至少来过两次，但均未
找到新罗礁。与王连胜接上头后，
金德洙又连续来普陀山三次，除了
立碑之外，还带来数家电视台记者、
旅行社负责人、多名历史专家进行
多次学术交流与采访，乃至王连胜
在韩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可以说，这块似乎不起眼的礁
石，不但是古代中韩海上丝路的见
证物，也成为新时期发扬中韩两国
人民传统友谊的新起点。

绕不过的历史“暗礁”
普陀山的不肯去观音的传说，

早已名扬海内外。这个故事，说的
是日本僧人慧锷从五台山请来一
尊观音帯回本囯，其船只在普陀山
海面遇风浪，并梦见一胡僧谓之
曰：“汝若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
送。”慧锷意会这是观音不肯去日
本，于是就把她请上普陀山。但许
多人记忆中的观音不肯去日本的
故事发生时间为公元916年。

据王连胜考证，慧锷所乘之船

触礁在唐咸通四年（863）。而且这
个礁就是新罗礁。他拿出一本康
熙时所编著的《南海普陀山志》复
印本翻至第 59 页，只见上面记录：
新罗礁在西南大洋中石牛港口，即
日本僧慧锷触舟祷佛处也。王连
胜说，为了求证这一说法，他还千
方百计找到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
求法巡礼记》，这是一本唐代日记
体游记，与马可波罗游记并称为世
界三大游记之一。这本日记内，圆
仁和尚清楚写明当时慧锷行程。
这一考证把普陀山观音道场时间
起点又向前推进了半个多世纪，实
际上是唐代中期，慧锷所乘船只在
新罗礁触礁无法前行。

“与普陀山隔海相望的朱家尖
岛现在是一座有 72 平方公里面积
的岛屿，原来朱家尖岛过去是由五
六个小岛组成，经过多年促淤围垦
连成一体。”王连胜说，石牛港北口
就在现朱家尖蜈蚣峙码头旁，因为
潮流及航海技术因素，船只进出一
般都过石牛港，由于潮流急，航道设
施落后，所以这一带经常有船触礁。

想不到，普陀山前这座小舢板
似的礁岩，承载着如此厚重的历史
沉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海
上丝绸之路、沒有新罗礁，就没有
今天的普陀山。

新罗礁：千年的等待
碧海潮生

本报记者 吴晓鹏
县委报道组 陈光曙 俞莉

在象山县泗洲头镇下山
头村，伴随“隆隆”的挖掘机
声，38 艘小型“三无”渔船被
依法拆解，当日一场象山县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无”渔
船拆解行动，在该县的新桥、
泗洲头、茅洋三个镇乡同时
举行。

据当地渔业部门调查登
记，该县共有涉渔“三无”船
舶 1630 艘，船舶功率合计
66715 千瓦，其中船长 12 米
以下的涉渔“三无”船舶 899
艘，12 米及以上的涉渔“三
无”船舶731艘。自今年6月
30 日宁波市修复振兴浙江
渔场“一打三整治”动员会召
开后，该县累计已有 1017 艘
涉渔“三无”船舶主动上交。

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局
长章志鸿告诉记者，涉渔“三
无”船舶的存在，不仅破坏渔
业资源和渔场秩序，渔船的
海上安全问题更是难以保
证。

象山县海洋与渔业部门
针对已调查登记的涉渔“三
无”船舶进行分批整治。在
严打、严管、严控的同时，该
县还将坚持集中打击与长效
治理结合，将“一打三整治”
纳入规范化、常态化管理，进
一步构建渔船管理长效机
制，并积极做好“失海”渔民
生活补助、转产转业等工作，
解决“失海”渔民后顾之忧，
确保渔区稳定健康发展。

象山：
拆解三无渔船

承载厚重历史的新罗礁承载厚重历史的新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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