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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元朝末年，日本国内诸侯割据，战

乱不休，一些在战争中失败的日本武

士、浪人等，出没于中国的沿海进行武

装走私和抢劫活动，被称为倭寇。明朝

初年，倭寇主要在朝鲜沿海活动，并逐

步向我国北方沿海延伸，山东成为倭寇

活动的“重灾区”。为此，朱元璋在沿海

建立了一套防卫机构和设施，并不断增

加和完善，如卫所、巡检司，以及所辖的

墩、堡或水城、水寨等等。卫是区域级

最高级别的军事单位，有固定的防卫区

域，有城池、城墙，屯驻重兵，兵民一

体。所是次一级的军事单位，分布在沿

海要害之地，归卫管辖。卫、所是海防

体制中最为重要的军事据点。所之下

还有寨，是相对较小的兵营；还有巡检

司负责巡弋海疆。这样的设置，形成了

较为严密的海防体制。洪武初年，原来

只设登州卫和莱州卫，宁海为备御所，

到了洪武十年，宁海升格为卫，并逐年

加强。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山东沿海

防御体系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成为拱

卫京畿的重要“国门”，登州海防的地位

更加突出。明王朝为了进一步巩固海

防，在登州设置备倭都司，总督山东沿

海诸路兵马，统辖山东全省防倭事宜，

并在沿海设置了“营”，作为都指挥使司

和卫的中间军事指挥机构。当时共设

置了 3 个营，即登州营、文登营和即墨

营，3 个营管辖山东 24 个卫所，营中设

把总、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武职官

员。把总为各营长官，与指挥同知、指

挥佥事共同掌管总营事；又有 20 巡检

司，243 墩和 129 堡。可以说，由于朱元

璋和朱棣等统治者的重视和经营，明朝

北部海防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除了建立海防系统，明成祖朱棣通

过多种途径给日本政府施压控制倭寇，

所以直到嘉靖中叶，倭寇只是零星来

犯，未形成较大威胁。为了荡平倭寇，

明代山东涌现一批著名将领和仁人志

士。如抗倭名将戚继光，在 25 岁时即

被任命为署都指挥佥事，上任之初，戚

继光就开始整顿军纪，训练士兵，加强

战斗力，同时裁撤不称职官员，提拔一

批年轻有为的将领。与此同时，积极处

理民事案件，明察秋毫，秉公执法，得到

了上下的认同。

戚继光在总督山东备倭期间，把主

要的精力放在了军事训练、屯田生产和

防倭设施的修建上；在沿海百姓中组织

起民兵，保家卫国。他还全面考察所辖

沿海卫所，每到一处都仔细检查防倭设

备，及时维修，对官兵爱护有加，因此在

他任职山东期间，山东的海防成为当时

沿海各省份中最为牢固的防线之一。

山东海防的牢固与江浙以东南沿海的

“脆弱”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嘉靖三十

四年（1555 年）戚继光被调任浙江都司

佥书，并担任参将一职，防守宁波、绍

兴、台州三郡。他亲自编写《纪效新书》

指导练兵，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修

建空心敌台，改良军备，组织起一支具

有强大战斗力的抗倭军队——“戚家

军”，为扫除沿海倭寇作出了重大贡献。

除戚继光外，还有一批抗倭将领、

朝中大臣以及山东沿海州府官员，或直

接参与经营海防，或朝奏皇帝重视海防

建设，或提出具体的海防建议和部署，

推动了山东的海防及抗倭活动取得一

系列成就。

（二）

清王朝建立之初，面临的海防压力

巨大，有内有外，如李自成裨将赵应元

领导的青州起义，于七在登州地区领导

的抗清斗争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一系

列抗清活动，在沿海一带给清政府统治

带来了极大威胁。而从康熙末年开始，

海盗逐渐兴起，他们在威海卫、灵山卫

等区域滋扰，威胁着山东区域的海疆安

全。此外，西方殖民者对中国海疆已是

虎视眈眈。可以说，山东海防所面临的

形势十分严峻，唯有建立牢固的海疆体

系，才能维护国家安全。

清王朝建立时沿袭了明代的卫所制

度，其后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先是废

除了卫指挥使，将卫变为行政机构，卫所

的性质趋近于州县，而到了雍正年间，开

始大规模裁撤卫所，卫所的官员由原来

的世袭制改为任命制，纳入兵部统一遴

选任命。为了做好海防建设，清政府还

另谋他法，积极扩建水师，增设战船，在

战略要地建筑炮台，同时着手建立以绿

营和八旗为主的水陆海防体系，实行禁

海和迁界政策，来建立以海岸为依托、近

海防御和海岸防御相结合的海防体系。

嘉庆以后，清代海防松弛，海防官

员多不能尽职尽责，加之思想疲敝，设

施落后，因此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

中国的海上大门洞开，列强从海上横冲

直入，中国进入多灾多难的半殖民地时

代。1894—1895年，清政府耗费巨资组

建的北洋水师，却因政府腐败、内部倾

轧等因素导致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等一批爱国将

领英勇殉国。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

清政府历时 30 余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

产，列强侵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清政

府所建立的海防体系已经形同虚设，濒

临崩溃。甲午战争后，刘公岛落入侵略

者手中，1895—1898 年为日寇所占，此

后至1930年又被英国强制租借，1937—

1945年再次被日军占领，刘公岛成为近

代中国百年屈辱史的见证和缩影。一

处处海防遗址，一件件出水文物，镌刻

着中国抵御外侵的历史，也时刻警醒国

人：弱国没有外交，落后就要挨打。

（转自《学习时报》）

从考古看明清山东海防【史海钩沉

】

姜薇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都写过槐花，

其中不能不提的是唐代大诗人白居

易。白居易是真的喜欢这素雅香甜的

槐花，写下了十几首与槐花有关的诗

歌。

或许，最为人知的是白居易《禁中

晓卧，因怀王起居》中的这句：“夜雨槐

花落，微凉卧北轩。”一个“落”字，满地

洁白，恰如一夜雪飘扬，给人冰清玉洁、

素雅静谧的感觉。但我更喜欢的却是

《夏夜宿直》里的这句：“槐花满院气，松

子落阶声。”诗人独自在空旷的院子里

纳凉，此刻已入夜，凉风习习，空气格外

清新，枝条上的露珠清澈欲滴，满院子

静静地飘着槐花的清香，松子落在台阶

上的声音格外清晰。一动一静，诗人的

寂寥也如影随形。有意思的是，上面提

到的白居易写槐花的诗，都是他在宫廷

内当值时的所见所感所思。

白居易钟情于槐花，将个人的许多

情感寄托在这个意象上，写出了不一样

的槐花。

白居易的早期经历十分坎坷，四处

漂泊。贞元十九年（803）春，白居易在

长安登拔萃科，授校书郎。校书郎的工

作虽然清闲，但在长安举目无亲，不免

感到孤独寂寞。在一个炎热的夏日，诗

人动了思乡之情，于是写下了《思归》，

其中有这样几句：“悠悠乡关路，梦去身

不随。坐惜时节变，蝉鸣槐花枝。”诗人

希望能够用自己微薄的俸禄来奉养亲

人，但“薄俸未及亲，别家已经时”，自己

别家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愧疚没有尽到

奉亲的责任。听到蝉在槐花枝上不停

鸣叫，诗人不由得感叹日月如梭，时光

荏苒，冬去春来，而今春去已是夏，自己

孤身一人在京城，思乡而又无法归乡。

除了表露对故乡的怀念，白居易几

次被贬，无处实现自己的志向，他许多

写槐花的诗歌，也表露出对自身遭遇的

伤怀和对人生的思考。在农历六月上

旬的一日，白居易写下一首《早蝉》：“六

月初七日，江头蝉始鸣。石楠深叶里，

薄暮两三声。一催衰鬓色，再动故园

情。西风殊未起，秋思先秋生。忆昔在

东掖，宫槐花下听。今朝无限思，云树

绕湓城。”蝉声依旧，只是白居易听到蝉

声的地方已不同，如今是在江边的树

下，而往昔是在宫中的槐树下。这蝉声

催出了诗人的思乡之情，夏季才刚刚开

始，西风未起，而秋思已浓；这蝉声也催

出了诗人的落寞之意，由京城到湓城，

心中的郁闷到底不是那么容易排解的。

湓城，故址在今江西九江，因此《早

蝉》一诗写于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时

期。仕途上的挫折，加之母亲的离世，

让他身心俱疲。对于白居易，这是一段

难过的日子，诗人的不幸却往往孕育出

绝世的作品。正是在此时，白居易创作

出《琵琶行》，江州司马的青衫湿了，后

世读者的眼眶也湿了。

新蝉啼鸣，槐花初放，是初夏时节

的典型特点，将蝉声与槐花结合在一

起，白居易用过许多次。“蝉发一声时，

槐花带两枝，只应催我老，兼遣报君

知。白发生头速，青云入手迟。无过一

杯酒，相劝数开眉。”这是白居易的《闻

新蝉赠刘二十八》，槐花刚刚绽放，蝉刚

刚鸣叫，时光催人老，如今白发越来越

多，而事业却未有起色，惆怅是有的，感

伤也是有的，但白居易已经历练到了能

以杯酒释怀的境地。还是要坦然面对

才是，诗中虽有哀愁，却也表达了作者

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诗人因不同的人生境遇、不同的情

绪，赋予槐花不同的情愫。槐花的花语

是脱尘出俗，就像白居易的槐花诗，自

其诞生已过了很长很长时间，如今品

来，依旧清新脱俗，依然能在今天读者

的心中激荡起涟漪，或许再闻槐花香，

亦能体会到白居易的槐花情。

（转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白居易的槐花情

这是停靠在威海湾的“定远纪念舰”。新华社记者 王阳 摄

威海湾甲午沉舰遗址第一期调查项目在水下发现的一块

属于“定远舰”的铁甲（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国家文物局水

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代生

近年来，北洋甲午沉舰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重要进展。2020 年 9 月，定远舰重达 18.7 吨的铁甲在刘公岛

起吊出水；2022年，靖远舰遗址第一期水下考古调查共发掘各类文物201件，通过发现的210毫米克虏伯炮弹

验明了靖远舰的正身，此项工作入选“2022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与此同时，山东省启动“明清海防遗

址考古调查”工作，全面调查和登记了所辖区域海防遗址543处，其中新发现168处。这些珍贵的遗址和文物，

是中华民族捍卫国家主权的历史见证，它们向世人诉说着明清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悠悠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