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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距今两千多年前，徐福率领三千童男童女及百工、弓箭手等，驾驶浩浩荡荡的船队扬帆东渡，到
海外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新乐园，一举名垂史册，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在中国、日本及韩国史籍中，对这一重大事件多有记载，不过这些记载从文字上看过于简单，还
有许多记载来源于传说。
也正是因为史书记载的不详，徐福及其东渡人员的活动和业绩被淹没在史海迷雾中，无法给后人展示
出完整的历史真相。
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徐福只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为秦始皇求仙人、仙药的方士的形象。
然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中、日、韩三国保存完好的徐福遗存及不断出现的徐福纪念设施
和所流传的经久不衰且生动感人的徐福传说，已经昭示世人，徐福并没有被人们所忘记。
随着学者们对徐福研究的不断深入，笼罩在徐福头上的面纱也逐渐被揭开。
徐福不是一个普通的方士，而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多谋善断的政治家，一位具有大无畏开拓精神的
航海家，一位受到中、日、韩三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和平友好的使者，一位中国人走出海外的先驱者
。
　　徐福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使用武力结束了战国分裂动乱的局面，第一次统一了中国，随后又制定和推行了“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了货币与度量衡等一系列巩固统一的制度、政策和措施，对中国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他对农民过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打击，又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与
反抗。
徐福作为一位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对秦始皇的暴政也极为不满。
他生活在山东沿海地区，自幼受到沿海地区道家、阴阳家思想的熏陶，对航海有一定的认识和向往，
同时又目睹了沿海地区人民因躲避秦的暴政而远走海外的状况。
因此，他抓住时机，利用秦始皇为求长生寻求仙药的心理和沿海一带居民对于海外有仙山、仙境、仙
人、仙药的迷信传说，说服秦始皇委托他率人到海外寻求仙人、仙药。
经过几次出海探险，他发现了海外有可以生存和发展的地方。
在获得去海外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徐福率领数千人的船队义无反顾地走出海外，先后到了朝
鲜半岛南部（今韩国）和日本列岛。
他们与当地人民和平相处，共同开发这些当年还十分荒僻的土壤，并在这些地方安居乐业。
　　徐福一行东渡，是早期中国人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事业，他们把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
带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因如此，徐福才得到了日本和韩国人民永久的爱戴和怀念。
例如日本新宫、佐贺及韩国济州岛等地延续多年的对徐福的纪念和祭祀活动，就是当地人民对这位来
自中国的和平友好使者的最好的追思，是对徐福及其集团在当地所作出贡献的最充分的肯定。
　　今天，徐福研究已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多学科的研究，它包含历史学，考古学，航海学，社会学和
中、日、韩交往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相信随着相关出土资料或文献资料的更多发现，人们会用更新的视角来充分认识徐福及其东渡，对徐
福的研究也势必会更加科学和深入。
一个真实的、完整的徐福一定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因此，我们对于徐福的研究，其意义和影响早已超出了徐福其人其事，而成为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
富。
　　首先，徐福的精神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
这种精神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不惧狂风恶浪，大胆走出海外创业的非凡
勇气；二是在那种特定环境下，采用巧妙手段反对和战胜暴政的高度智慧；三是果断抓住机遇，排除
万难，最终实现自己理想的决心和毅力。
　　其次，徐福文化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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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文化在中、日、韩三国已存在两千多年，它包含徐福遗存、传说、故事、文献、诗歌、纪念活动
诸多方面，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今天深入发掘这一财富，让其发扬光大，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地方经济，促进中外
贸易，扩大文化旅游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对青少年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爱家乡教
育更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再次，徐福作为中、日、韩友好交往先驱的作用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两千年来，徐福及其形象已深深地扎根在中、日、韩三国人民的心中，徐福已成为中、日、韩人民和
平友好交往的化身，徐福其人其事永远都不会被人们所遗忘。
时值2l世纪的今天，研究和宣传徐福，不仅能增进中、日、韩三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且也能为东北
亚地区稳定、和平与发展创造新的契机。
宣传徐福，也是为了使中、日、韩人民之间几千年的交往所形成的友谊世代相传。
　　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自1993年成立以来，在开展徐福研究，促进中、日、韩徐福文化交流
活动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徐福志》的编写，也是协会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徐福精
神，进一步促进中、日、韩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编写《徐福志》是一项前人从未进行过的工作，我们编写人员为能够承担这项工作而深感荣幸。
由于史籍中有关徐福的资料很少，而且又分散于中、日、韩三国史书中，大量流传的是徐福的故事和
传说，这就需要对徐福的各种记载加以系统梳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真实、科学地反映出徐
福这个历史人物的一生。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尤其是一些日、韩文书籍尚未能遍阅，再加上编写人员自身水平所限，本志书在
编写中肯定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广大读者和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多加批评指正，以匡不
逮。
　　朱亚非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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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福，我国著名秦代方士，山东龙口人（一说胶南），是中日韩早期友好交流的先驱者。
《齐鲁诸子名家志？
徐福志》采用志、传、志、图、表、录诸体裁，对徐福的生平活动、思想学说（贡献）、著作与作品
及其后世影响、文化遗迹遗存、故里沿革等作客观的记述和考证，引用资料严谨、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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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三神山传说和八神将地望　　秦始皇多次东巡的目的是寻找方士到蓬莱、方丈、瀛洲三神
山，向仙人求取长生不老药。
据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
”晋代郭璞注：“在勃海中也。
”《史记？
封禅书》、《汉书？
郊祀志》记载，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在勃海中”。
“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
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
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
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
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
世主莫不甘心焉。
”根据《梦溪笔谈？
异事》记载：“登州（古黄县属地）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
见，谓之‘海市’。
”《齐乘》卷一《山川》“沙门岛（海市附）”条记载说：“登州（古黄县属地）北海中九十里。
⋯⋯其相联属则有鼍矶岛、牵牛岛、大竹岛、小竹岛（上述岛屿均属长岛县，即古黄县属地），历历
海中，苍秀如画，海市现灭，常在五岛之上。
”乾隆《黄县志》卷十《艺文上？
海市说》载：“海市称天下奇观，尚矣，蓬莱有之，黄邑亦然，登朝宗门楼，凭眺而寓目焉，往往可
得也。
”清代钱泳《覆园丛话》卷三“海市蜃楼”条言：“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人海求神仙，终无有
验。
后游山东登州，见海市，始恍然日：秦皇、汉武俱为所惑者，乃此耳。
’此言甚确。
”《辞海》“海市蜃楼”条说：“我国山东有蓬莱县常见渤海庙岛群岛（今属长岛县，古黄县属地）
的幻境，即海市蜃楼。
”　　可以看出，所谓的三神山实际上就是秦代齐郡黄县、睡县一带海边经常出现的海市蜃楼的缥缈
景象。
由此也可以证明，徐福应该是黄县、睡县一带的人。
　　《史记？
封禅书》又载：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
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日太公以来作之。
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
其祀绝，莫知起时。
八神：一日天主，祠天齐。
天齐渊水，居临茁南郊山下者。
二日地主，祠泰山梁父。
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日‘畴’；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
三日兵主，祠蚩尤。
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
四日阴主，祠三山。
五日阳主，祠之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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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月主，祠之莱山。
皆在齐北，并勃海。
七日日主，祠成山。
成山斗人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
八日四时主，祠琅邪。
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
”　　可以看出，所谓八神将中有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神集中在以黄县为中心的齐北渤海一带
，这一带是秦始皇东巡必经之地，这四神主也是其必祀之神，特别是祭奠黄县境内芝莱山上的月主祠
时，规模宏大，盛况空前。
所以秦始皇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地方见到了长期在此活动的著名方士徐福。
　　第四节 方仙道发源地和方士活动中心　　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方仙道，从事活动的人称为方士，
即“方术”、“方技”之士，他们吸取了道家与阴阳家思想，专门研究求神仙、炼丹药以及禁咒祈禳
之术，他们宣传人可以得道成仙，长生不死。
据说有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等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
方仙道产生于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时期，起源地点就是在燕、齐一带的海上，也就是今河北、山
东两省的渤海沿岸，黄县正好位于这一区域之内。
　　方仙道学说和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形成了齐地方士寻求仙药的活动。
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说：“仙人是燕国的特产，这风尚及于齐国；仙人的道是修炼
来的；仙人的居地在燕国东边和齐国北边的渤海。
”“鼓吹神仙说的叫做方士。
想是因为他们懂得神奇的方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所以有了这个称号。
《封禅书》说：‘燕齐海上之方士’，可知这班人大都出在这两国。
”战国末期齐国方士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就是以黄县为中心的齐国东部沿海地区，这里也就成为当时方
士的集中之地，徐福就是山东沿海一带方士集团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徐福从小受到这种活动的影响，阴阳五行学说和求仙不老学说自然成为徐福的思想渊源和从事方士活
动的理论基础，徐福也迅速成为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方士之一。
　　综上所述，认为徐福是秦代黄县人的说法符合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齐人徐市”的记载，秦
代齐郡黄县属于汉代之东莱郡，并有徐乡县即由徐福而得名；符合秦始皇三次东巡琅玡的路线走向；
与三神山的传说和秦始皇所祠八神将的地理位置相吻合；也是战国时期方仙道的发源地和方士活动的
中心，所以在今天没有更确凿的资料认定徐福故里的情况下，大致确定徐福的故里就是秦代齐郡黄县
，也就是今山东省龙口市。
　　1991年9月，在山东省龙口市召开的由中日80多位先秦秦汉史、中日关系史专家、学者参加的国际
徐福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徐福故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共识，认为徐福的故里为山
东省龙口市是比较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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