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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它们是两大国家级海港
——— 莱州港与登州港的辉煌时代

□纪习尚

莱州港的辉煌

莱国，是山东东部的古老方国，商代时
就已经活跃在半岛一带。西周时，姜子牙被
封为齐地国君，他风尘仆仆地刚到都城营
丘，就领教了莱国土著的下马威：“莱侯来
伐，与之争营丘。”唐朝初年，莱州依然是大
州，整个山东半岛都是它的辖区，包括今天
青岛的平度、即墨、莱西，以及烟台、威海的
全部。

莱州的治所在掖县（今莱州市），西邻
莱州湾，北望渤海。东西方向，它在山东北
部海岸线的中点，勾连起山东半岛和大陆
腹地；南北方向，它位于半岛咽喉（胶州湾
－莱州湾连线）附近，南通吴越、北通幽燕，
是“南海北海之通津”。

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唐代时，莱州已经
是东部海防的重镇，朝廷每年祭祀山岳河
海等重要地理标志物，“东海”的祭典就是
在莱州举行的；莱州港也成了北方重要的
港口，在外交、军事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先说外交。唐代时，渤海还称不上内
海。渤海的北部，先后有契丹、奚、渤海等民
族政权，紧邻渤海的黄海北部，则有高句
丽、新罗、百济等国家，日本出使到唐朝的
遣唐使，有的也会沿朝鲜半岛西岸北上，进
入渤海。大唐帝国与这些政权的海上交往，
很多是通过莱州港实现的。

当时，莱州港经常接待来自上述国家
的使节。唐人编写的《魏郑公谏录》，收辑了
名臣魏征的政论文章，其中《对高丽等三蕃
僧求学》一篇，记录了唐朝初年高丽等三个
国家的僧人来华求学的事。这些僧人乘坐的
船舶，远道而来，在莱州港靠岸，莱州地方官
员接待了他们。同时派人日夜赶往首都，询
问是否应将僧人送往长安。唐太宗看完报
告，怀疑他们不是为求学而来，真实的身份
是“觇国家虚实”的间谍，因此主张将这些外
国僧人留在莱州，寻机遣回。魏征却有不同
看法，他认为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气度，不要
害怕别国前来学习，理由是，“陛下所为若
善，此等固当取则；若不善，虽拒蛮夷，亦无
益也。”意思是，我们国家如果治理得好，他
们自然会学习借鉴；如果治理失当，即使瞒
过了外国人，对我们也并没有好处啊！以从
善如流著称的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意见，
允许三国的僧人由莱州启程，赴长安求学。

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还记载了元义
方出使遇险的故事。元义方等人奉命出使
新罗，完成任务后，从鸡林州都督府（唐朝
在新罗领土上设立的羁縻官府）启程回国。
途中在一个海岛暂靠，岛上有泉水流动，非
常清澈，一行人都拿出壶罐，取满泉水。正
要运回船上，忽然看到一条小蛇从泉水中
游出来，水手和士兵们大为惊慌：“不好了，
龙王发怒了！”争抢着跑回船上，拔锚起航。
结果，船刚往前开行了数里，原本晴好的天
气突然大变：“风雨雷电皆至，三日三夜不
绝。”元义方等人苦不堪言，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前进。等到雨过天晴，突然发现陆地就
在眼前了，靠近问询，才知道莱州到了，他
们侥幸返回了祖国。

莱州港为什么会成为对外交往的大
港？唐代，从朝鲜半岛和日本到中国的海上
航线有北路和南路之分。其中，北路是沿朝
鲜半岛西海岸和辽东半岛东海岸，一路蜿
蜒航行，横穿渤海海峡后，到达以莱州及其
附近港口。限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北路虽然
会绕路，但相比直穿变幻莫测大洋的南线，
要可靠和安全许多。

公元七世纪时，有不少遣唐使的船队
就是走的这一路线。日本文献《日本书纪》
中，记录了645年第三次遣唐使赴中国的经
过：这年五月，遣唐使一行分乘两艘船：“流
连数月，取新罗道，泊于莱州。”之后，他们
在莱州地方的协助下，到大唐京城朝见天
子。历史学家岑仲勉的《隋唐史》也记载，永
徽四年（653年），“（日本）学生来唐，翌年，多
得图书而归。于时从北路取道新罗经莱州，
一船载百二十人。”每年五月起，黄海盛行偏
南季风，正好可以鼓满日本船舶北上的风
帆，但有的航程仍然要花费数月之久，可见
即便是相对靠谱的北路，也是相当艰难的。

再说军事，唐朝初年，莱州附近的海域
不平静。唐太宗曾经三征高丽，海上路线，
都是以离高丽最近的莱州为出发点。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统帅十万
大军，御驾亲征高丽。大军分为陆海两路，
陆路步骑六万直趋辽东，海路劲卒四万人，
在莱州港附近集结，分乘五百艘战船，浩浩
荡荡地“自莱州汎海趋平壤”。

两年后的贞观二十一年，莱州港再度
迎来了出征的唐军：“三月，诏左武卫大将
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
军李海岸副之，自莱州渡海。”

次年，唐军三万又一次从莱州出发：
“二十二年，万彻又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

甲士三万自莱州泛海伐高丽，入鸭绿水百余
里，至泊灼城，高丽震惧，多弃城而遁。”

除了发运士兵，莱州还是战时的海上
后勤供应基地，行军打仗的辎重、粮秣等赖
它供应。比如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命令莱
州刺史李道裕：“储粮、械于三山浦、乌胡
岛。”三山浦位于辽东半岛大连湾口；乌湖
岛，即今天长岛县的南、北隍城岛，是通往
高丽、日本的海上战略要地。储备在这些地
方的战需物资，都是由莱州船运过去的。

登州港的崛起

登州是从莱州析分出的。唐代，随着山
东半岛人口的增长，以及承担的外交军事
事务日益繁重，朝廷认为有必要将地域广
大的莱州一分为二。武则天如意元年（692
年），将莱州东部的牟平、黄县、文登三县划
出，设立登州。神龙三年（707年），又“改黄
县为蓬莱县，移州治于蓬莱”，州治、港口同
处一地，就是为了方便处理外交和军事大
事。此后，登州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天宝
年间，登州有人口11万，而此时莱州只有
7 . 5万人，小老弟已经超过了老大哥。

莱州和登州都北临渤海，拥有良港。莱
州的优势是距离中原稍近，距洛阳1852里，
而登州稍远，距洛阳2071里。不过，从唐代

中期开始，登州的两个优势逐渐显现出来：
一是山东半岛与海上国家的贸易、外交等日
益频繁，登州离渤海、新罗、日本，以及南方
各港口的距离更近，海上路程更短；二是登
州位于黄海和渤海的咽喉处，渡海到辽东半
岛南端，海程最短，而且一路有星罗棋布的
长岛群岛陪伴，旅途安全又不单调。

唐朝中期开始，登州港的曝光度逐渐
超过了莱州港，成为中国北方首屈一指的
海港。与南方的广州、明州（今宁波）、扬州、
杭州、福州、泉州等港口一起，都是唐王朝
的国家级港口。

中唐贞元年间（785年—805年）的宰相
贾耽，总结了从中国延边沿海州县出发，前
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七条交通要道。其中
第二条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从登
州起锚，向东北方向航行，经大谢岛、龟歆
岛、末岛，抵达长岛群岛北端的乌湖岛，路
程三百里；接着北渡乌湖海，也就是今天的
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旅
顺口老铁山附近），路程二百里；然后沿着
辽东半岛西岸，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
石人汪、橐驼湾，到达鸭绿江口附近的乌骨
江（爱河，在丹东市九连城汇入鸭绿江），路
程八百里。从这里，可以到达新罗的长口
镇、唐恩浦口、新罗王城，进而到日本；还可
以溯流而上，抵达渤海国境，是一条妥妥的
国际航线。

因有了这条航线的存在，登州与新罗、
渤海、日本等国之间，官方和民间船舶往来
不断。到唐朝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于开成
四年（839年）和会昌五年（845年），两次来
到登州。在他的眼中，登州是一座紧邻大海
的海港城市：“大唐东北地极也，枕乎北海，
临海立州，州城去海一二许里。”因为外事
活动频繁、外国人众多，登州还专门设置了
接待机构，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
记载：“城南街东有新罗馆、渤海馆。”文登
县由于新罗人聚集，还设有“勾当新罗所”，
专门处理与新罗人有关的事务。

新罗人在登州游学、做生意的人特别
多。圆仁在登州时，为了行事方便，专门聘
请了新罗语翻译。一路上，他遇到了很多新
罗人，比如开成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他沿海
路到达乳山时，见到：“新罗人三十余，骑马
乘驴来。”继续前行，到达文登赤山时，在法
华院（也叫新罗寺院）逗留了不短时间，这
所寺院，就是由新罗人张宝高初建的。

渤海国，是唐代中晚期活跃于中国东
北、朝鲜半岛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个政
权，它与登州隔海相望，来往登州的船舶也
很多。圆仁在开成四年八月记载：“闻相公
已下九只船在青山浦，更有渤海交关船同
泊彼浦。”这里的“渤海交关船”，即是停泊
在登州，等待通关的渤海国贸易船舶。

登州港在军事上的作用，我们引用杜
甫的《昔游》诗即可说明：“幽燕盛用武，供
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肉食
三十万，猎射起黄埃。”诗中追忆唐代在北
方用兵，供给困难的往事。三四十万将士的
粮秣和御寒衣物，都从江南一带海运而来，
在蓬莱（即登州）卸货后，再转运到前方。有
了这条海上运输线和登州港枢纽，才取得
了战争的胜利。

可见，在唐代，山东半岛北部的莱州和
登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先后成为北方最
重要的国家级海港。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
于莱州、登州沿岸子港众多，而且年代久远，
史料难免有模糊之处。文中的“莱州港”“登
州港”，并不一定专指莱州治所掖县的港口
和登州治所蓬莱的港口。可能是莱州、登州
辖区内的某一个港口，比如新罗等地的商
人的船舶，就曾在登州的不同港口停靠。

山东，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拥有我国最大的半岛——— 山东半岛，以及3300多公
里的海岸线，自古就不缺少优良的海港。秦始皇巡游天下时，从现在的江苏沿海北上，
抵达琅琊（在今青岛），接着“自琅琊北至荣成山，至芝罘，遂并海西”，整整绕山东半岛
走了一圈，其中泊靠的港口至少有琅琊、荣成、芝罘等。之后的岁月中，山东沿海的众
多港口，有的始终是默默无闻的小渔港，有的则成了舰船云集的大码头。唐代，有两个
港口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级的大海港，为国家的外交、军事、贸易出了大力，它们就是
莱州港、登州港。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回顾它们的光辉历史。

现今的莱州港。

摄于1903年的莱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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