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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21 年，春秋
战国争霸之战，以秦国统
一天下落下帷幕。秦始
皇为彰显皇权，于公元前
219 年开始向东巡视，陆
上封禅泰山，后乘船海上
至琅琊，从琅琊港上岸登
上琅琊台，这是秦始皇第
一次巡视琅琊台。

春秋时期齐郡管辖之
下的琅琊港，早已是一座
位居中国五大港口要塞之
首、车舟往来频繁、海上风
光优美的港口城市，亦是
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中心之一。作为一国国
君 ，秦 始 皇 巡 视 至 琅 琊
台，深为此地滨海要塞风
光所折服。秦始皇第一
次见到大海，浩瀚苍茫惊
涛拍岸景观，让秦始皇感
到无比震撼，更坚定了统
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于是
在此地驻留三月之久。

对于秦始皇第一次
巡视琅琊，司马迁在《史
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
说：秦始皇“即帝位三年，
东巡郡县，过黄（黄县）、
腄（福山），穷成山，登芝
罘”后，“南登琅琊，大乐
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

万 户 琅 琊 台 下 ，复 十 二
岁。”《史记》寥寥数语，记
载了秦始皇巡游琅琊之
盛况。居住在行宫中的
秦始皇，亲自指挥对琅琊
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
兴建工程。为此下令从
各地调三万户“黔首”工
匠，参与建设琅琊台。

抽调的三万户人员，
大约有 15 万人。这些人
员从各地汇聚集中至此
需要安顿，各种建筑材料
准备，砖瓦烧制也绝非易
事。琅琊台呈现出一派
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

据《水经注·潍水》记
载，秦始皇下令新筑的高
台“台基三层，层高三丈，
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
经过这次兴建，琅琊台真
正成为一处集祭祀天地
之神、天文台观测、风景
游览和皇帝行宫等于一
体的皇家园林之地而闻
名于世，琅玡台竣工后，
秦始皇在台上“立石刻，
颂秦德，明得意”，留下了
千古石碑记载此事。

汉武帝在位时，为宣
扬国威，打通海道，巩固
边防以及祭神求仙，自元

封元年（前 110）始，曾三
次巡游琅琊港登琅琊台。

秦皇汉武登临琅琊
台，八神四时主习俗之盛，
逐步形成了名噪一时的琅
琊文化。可惜的是公元前
70年夏四月，琅琊地大地
震，琅琊文化发展从此大
受影响，被此后崛起的板
桥镇海港文化所替代。

史籍中的古琅琊城
虽然早已消失，但依然留
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遗
存。琅琊台上发掘出土
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青铜
鼎、铜环、铜剑、箭镞、铜
镜、量器，以及刻有“千秋
万岁”字样的秦代瓦当，
秦砖汉瓦残片随处可见。

今天琅琊台还存有珍
贵的秦代筑台夯土层剖面
展示，沿御路登台，依然可
见整齐排列的厚数十米呈
叠压状秦代方砖。近期在
琅琊台的考古发掘中，还
发现了大量的陶制排水管
道。这些珍贵的历史遗
存，还原了当年盛极一时
的琅琊文化景象，成为我
们今天网红打卡的旅游胜
地。（作者系青岛市文物局
原局长、作家、文史专家）

“青岛文史探秘”18

秦皇汉武琅琊台 魏书训

近日，由中国水墨画院、
山东画院、山东省中国画学会
作为学术支持单位，青岛市美
术家协会、青岛画院主办的

“境由心造——王伟国画小品
展”在青岛画院美术馆开幕。

王伟长期担任青岛市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等
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正高二级教授，青岛市专
业技术拔尖人才。连续三届
入展全国美展，在第十届全国
美展中取得银奖，并多次获得
中 国 人 物 画 单 项 金 奖 好 成
绩。本次共展出王伟近作国

画人物小品 200 余幅，是他退
休之后近几年对中国人物画
创作的最新研究与阐释。这
些作品以耳熟能详却又触动
人心的方式展示其个人创作
最新追求。

青岛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青岛画院院长张风塘认为，王
伟的国画小品取材独到，别开
生面，构思巧妙，别有洞天。

“他善于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
和细节，比如儿时的记忆、童年
顽皮都纳入创作视野。如《跳
绳》、《踢毽子》等小品，让人过
目不忘。” 本报记者

方寸之间有乾坤
——王伟国画小品展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