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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古籍中的奇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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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与海
洋有关的典籍中存
在一些奇幻世界，
在海上的异度空间
里，一切都有可能
发生。这些典籍中
的大多数声名不
彰，隐藏在历史的
褶皱里，不为人所
知。

《山海经》：竖

起的眼睛像擎天之

柱

《山海经》的成
书年代历来有争
议，或认为是伯益
所作，或认为是战
国时代的巫书，一
般认为成书并非一
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分为《山
经》和《海经》，山
和海的极端地理
条件下，狂悖而又
怪异的神明遍地
奔走，释放出灼人
眼目 的 异 彩 ，读
《山海经》，尤其是
图像本，无疑是视
觉的震荡。我更偏
爱《海经》部分，南
海中的大蟹，大者
有千里，竖起的眼
睛像擎天之柱，人
面鱼身的鲮鱼在
海中乘着波浪上
下，又有海外的神
异国度，那里面的
百姓各有奇怪的
貌相， 朱国人长
着鸟嘴，身后有翅
膀，他们在海滩中
灼食鱼类。又有长
臂人，伸出数丈长
的手臂，直接从海
里捞鱼。还有穿胸国，国
人胸前都有一个透膛的
大洞，可以把迎面而来的
海风阻力化解掉。《山海
经》中对海外民族的想
象，左右着国人的地理
观，直到清末及民国的图
像系统，比如《点石斋画
报》中的海怪，《大千图
说》中对外星人形象，都未
离《山海经》的体系。

《诸藩志》

《诸藩志》是南宋的赵
汝适在泉州市舶使任上的
著作。赵汝适是宋太宗八
世孙，博闻强记，颇有才
干，他走访来泉州贸易的
外商，询问海外风物，每有
所得便记下，后来成书。该

书记载了东至日本、西至
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
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风
土物产及自中国沿海至
海外各国的航线里程及
所达航期，但也提供了一
些来自道听途说的海外
经验，充溢着怪异的细
节，令人细思恐极。比如
其中提到的“中理国”就
是一个妖异的世界，国人
皆是妖怪，变成水族劫掠
往来船只：“中理国人多
妖术，能变身作禽兽或水
族形，惊眩愚俗，番舶转
贩，或有怨隙，作法阻
之”。中理国明代又称麻
利国，即今东非的索马
里，可见这里自古即是海
盗泛滥之地。又有“茶弼
沙国”，是传说中的日落

之地，晚上太阳在这儿附
近的海中坠落，“其声极
震，洪于雷霆”，国王便命
人每天在日落之时，于城
头吹螺号击鼓，冲淡太阳
坠落之声，如若不然，国
中的孕妇和婴孩听到太
阳坠落的巨大声响将会
被震死。

《萍州可谈》：取海底

泥沙来辨别航路

《萍州可谈》的作者
朱 生活在北宋末年，他
的父亲曾在广州为官，有
过在海边生活的一段时
光。关于宋代海外贸易及
市舶管理情况，船舶到港
后，有一系列的程序要走
上一遭，比如所谓的“编
栏”，即派兵监视到港船
舶，所谓的“抽解”，即征
税，所谓的“呈样”，即给
港口官员送礼，所谓的
“禁榷博买”，即政府收
购专卖货物及确定商人
自由出卖者。书中还写到
“舟人捕鱼，用大钩如
臂，缚一鸡鹅为饵，俟大
鱼吞之。”书中记载了宋
代指南针的使用：“舟师
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
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朱 所记除了指南针，还
有绳钩取海底泥沙来辨
别航路，所谓“或以十丈
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
知所至”，一种神奇的导
航方法。

《海游记》：一番海话

荒唐听

清代章回小说《海游
记》是罕见的古代海洋文
学样本，作者不详，共六
卷三十回。主人公在海外
异邦游历，针砭了当时的
社会现实，是一部寓言式
的海洋小说，篇幅较长，
文字虽不甚佳，却也有可
取之处。书中对海盗生活
多有描述，语多诙谐，比如
“且自江洋为浪子，让他龟
兔做乡绅”，再比如“不愁
下海风波险，只恐还乡盗
贼多”。作者对小说的认识
也到位，比如开篇第一回
的诗:“说部从来总不真，
平空结撰费精神。入情入
理般般像，闲是闲非事事
新。哪有张三和李四，也无
后果与前因。一番海话荒
唐听，又把荒唐转告人。”
还有一句，说的是“要知海
内奇闻事，须读人间未见
书”。

《三宝太监西洋记》：

海洋版的《西游记》

《三宝太监西洋记》是
明代罗懋登所作的一部神
魔小说，鲁迅曾将其列为
《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之
后的第三部神魔小说。据
说作者罗懋登是明朝万历
年间的落第书生，据小说
里使用的方言来看，应为
南京人，或是流寓南京。他
发此奇想，将郑和七次下
西洋的历史事件敷衍成小
说，是为了激励时人抗击
倭寇，也希望执政者能以
史为鉴，重振国威。这部书
共一百回，皇皇大观，将历
史事件演义为海上降妖伏
魔的艰辛之旅，相当于一
部海洋版的《西游记》。作
者虚构了一个人物，佛界
的长老金碧峰，此人法力
高强，在郑和船上帮助郑
和斩妖除魔，也有观点认
为《三宝太监西洋记》是模
仿《西游记》的套路，郑和
对应的是唐僧，金碧峰长
老对应的是孙悟空，此外
还有道士张真人，海中有
无数艰难险阻，海怪兴风
作浪，海外诸国也有法力
高强之人，还有航海中遇
到的种种困难，都被一一
化解，类似于“九九八十
难”。

《记海错》：巨虾的虾须

可以做拐杖

清代学者郝懿行是胶
东栖霞人，他的《记海错》
是一部记山东半岛地区海
产的著作，所谓海错，取的
是《尚书·禹贡》中的“海物
惟错”，即言其错杂难辨，
海错可以解释为各种海
产。郝是考据学者，当他记
起故乡风物时，难免要考

据一番，比如胶东的老板
鱼，原以为是近年来的俗
称，在《记海错》中却发现
是“老般鱼”。据郝懿行考
证，“般”即是“盘”的音转，
因为老般鱼的身形似圆
盘。郝懿行的故乡近海，自
云“习于海久”，所记下的
老般鱼，亦是磨灭已久的
海角风物了，今人已经不
知其中的关窍，只留下口
头的读音，以讹传讹。考据
之外，《记海错》中还记到
了海上的怪异事件，有一
处是关于巨型的虾：“船行
海中，或见列桅如林，横碧
若山，舟子渔人动色攒眉，
相戒勿前，碧乃虾背，桅即
虾须矣”，有这样的大虾，
虾须像桅杆，虾背像横在
海中的青山，此外，还有一
种巨虾的虾须可以做拐
杖。

《靖海氛记》：一部海盗

之书

《靖海氛记》刊刻于道
光十年，袁永纶撰，现藏于
大英图书馆。叶灵凤在写
《香港海盗张保仔》的时
候，曾以未见此书为憾。该
书作者袁永纶，字瀛仙，顺
德人，其所著《靖海氛记》
是一部海盗之书，虽然站
在官方角度书写，但史料
价值仍是无可替代的。清
代嘉庆年间，南海海盗进
入全盛时期，涌现出郑寡
妇、张保仔、郭婆带、乌石
二等大盗，他们骁勇善战，
不论是清军水师，还是西
方殖民者，都在这些海盗
手里吃了败仗。后来海盗
联盟内部出现裂隙，郭婆
带因与张保仔不和，转而
投向了官府，接受了两广
总督百龄的招安，由此海
盗联盟实力大损，张保仔、

郑寡妇等人不久也接受
了招安。海盗们打出了海
权，可惜清政府仍是农耕
思维，不能用这些海盗来
固守海疆，并认为海盗即
是背弃土地的叛逆。后来
西方殖民者从海上蜂拥
而至，如入无人之境。书
中还提到了海盗所信奉
的三婆神，据说是妈祖的
三妹，专门保护海盗，张
保仔专门建了一条船供
奉三婆神。

《清宫海错图》：工笔彩

绘的海洋动物图谱

《清宫海错图》是一个
神奇的存在，其作者聂璜
用尽一生心血，完成这样
一部工笔彩绘的海洋动物
图谱，是什么力量敦促他
以一己之力完成这部巨
著？聂璜的生平已不可考，
仅有的信息，也来自他在
《海错图》上的题跋。他活
跃于明朝末年到康熙年
间，据其自序，他曾在台瓯
一带居住，后来游历各地，
在海滨探访鱼虾蟹贝，后
来客居福建，经过六年的
系统整理，终于汇成一编，
描绘海洋动物二百余种，
除了真实存在的物种之
外，又有传说中的神异物
种，比如人鱼、海和尚、龙
等。聂璜对海洋动物的分
类，已经接近于现代生物
学分类法，他对海洋动物
的描绘，更像是标本写生，
颇有些科学理性的意识，
还有些鱼类画到了结构
图。聂璜学识渊博，《海错
图》的每一种动物绘像旁
边的空白处，都有聂璜的
小楷题记，其内容可看做
是精彩的博物学文字，这
真是一部奇异之书。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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