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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说到金山，人们往往会想到“裴头
陀”拾金的传说；说到“金山寺”，人们大概都
会想到金山的江天禅寺，并且还可能会想到
历史上金山的泽心寺、龙游寺之类。但是，
这些“金山寺”只是历史上金山所建寺庙的
泛称。那么，作为金山所建寺庙专名的“金
山寺”又是始建于何时呢？对此，人们未见
有具体说法。今天看来，个人以为，它当是
始建于唐代金山得名之后。请看以下事实。

“金山”的得名时间

其一，历史文献表明，古代的金山本来
是称“伏牛山”“氐父山”，直到唐德宗贞元二
十一年（806年）才被赐名“金山”。

唐太宗时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卷八
引南朝山谦之《南徐州记》称：“蒜山北江中有
伏牛山。”清代杨棨《京口山水记》称此伏牛山
是指金山。唐代李吉甫撰成于元和八年（813
年）的《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润州”称：“氐
父山，在县西北十里。晋破苻坚，获氐贼，置此
山上，因以为名。今土俗亦谓之金山。”“今土
俗”句当取材于贞元二十一年之前的记载，《光
绪丹徒县志》“金山”所录南唐僧人《头陀岩记》
称：“贞元二十一年，节帅李锜奏闻，赐名金
山。”这些记载表明，“金山”在唐初以至盛唐时
还称为“伏牛山”和“氐父山”；金山正式被称为

“金山”，是在金山被赐名“金山”以后，至于赐
名“金山”的原委，今天看来仍有待探索。

从唐人诗歌看，初唐和盛唐，甚至到中
唐前期，都不见有“金山”诗；在“氐父山”被
赐名“金山”以后，唐人诗中才见有“金山”
诗。例如，中唐窦庠有《登金山》诗，窦庠是
元和三年（808年）开始为浙西观察副使，此
诗当是作于元和三年或稍后。又如，李绅在
大和七年（833年）前后曾在润州，他作有《忆
万岁楼望金山》，当在这段时期以内。这两
首诗表明金山在被赐名“金山”以后，金山的
名称才逐渐流行于世。

金山得名“金山”的时间，综观前人记载，
有三种说法。一是李吉甫说“今土俗亦名金
山”。二是《头陀岩记》所载“贞元二十一年”
说。三是斐头陀“拾金”说。三种说法中，从
唐人诗歌看，当以“贞元二十一年”说为可
信。至于李吉甫说“今土俗”云云，似乎在元
和八年《元和郡县图志》成书时才有“土俗”称

“金山”，表面看来似与《头陀岩记》所说相矛
盾。其实，今天看来，李吉甫之所以在当时说

“今土俗”而避开李锜，当是由于李锜在元和二
年（807年）谋反被杀。李吉甫因而说“今土俗
亦名金山”。所以，这种说法并不表明元和八
年时只有“土俗”称“金山”。此外，论者举《旧
唐书》“韩滉传”载建中四年（783年）韩滉“以兵
三千临金山”，证明“金山”在建中四年已得名

“金山”。其实，该传所说只是后人追叙其事，
也不能证明建中四年已称“金山”。至于裴头
陀拾金说（详下）明显错误，更不足为据（详
下）。总而言之，《头陀岩记》说贞元二十一年

“赐名金山”说，应该是可以信从的说法。

“金山寺”的得名时间

从唐人诗歌看，氐父山在被赐名“金山”
以后，建于金山的寺庙才被称为“金山寺”，
并知名于世。这个“金山寺”应该是唐代建
于金山的有关寺庙的专称。之所以如此说，
是因为，在唐人诗中，在金山得名之前，并未
看到有“金山寺”的名称。在金山得名之后，
在《全唐诗》所录的唐人诗中，才看到张祜有

《金山寺》，许浑和马戴有《送僧归金山寺》，
刘沧、杜荀鹤、孙鲂、韩垂等有《金山寺》诗。
而且这些诗中没有一首显示金山寺是建造
于金山得名之前。至于李翱《金山寺》称“万
古波心寺”，“万古”是指长江而言，并非指金
山寺。孙鲂《金山寺》称“千载江心寺”，也只
是夸张说法，并非实指。由此可见，金山之
有寺庙，当是在金山得名之后。至于《至顺
镇江志》卷九“龙游寺”（即金山寺）说“梁《高
僧传》：‘天监四年，武帝临泽心寺，设水陆
会。”但从梁武帝所撰“东巡记”看，他虽曾在
称帝以后到过京口，但未见有“临泽心寺”的
记载。而且，《梁书》“武帝纪”及慧皎《高僧
传》都不见这一记载。可见《至顺镇江志》所
说缺乏根据，并不可信。总之，“金山寺”的
建造，当是始于唐代在金山得名之后。退一
步讲，金山之寺称“金山寺”，也只会是在金

山得名之后。
说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金山的

得名，《光绪丹徒县志》卷四十五所录“九域
志”说：“裴头陀……唐河东裴相国休之子
也。……头陀于江际得金数镒。李锜镇润
州，以表闻。”今人多从此说，认为金山是因
裴头陀得金而获名。但是，据《新唐书》“裴
休传”，裴休“卒，年七十四”，去世时为荆南
节度使；又据《唐刺史考》“荆州”，裴休是咸
通三年（862年）到五年为荆州节度使。据
此，裴休当是生于贞元四年（788年）前后，到
贞元二十一年金山得名时，裴休本人也只有
十七岁左右。他即使当时已生下裴头陀，裴
头陀也只是婴幼儿，怎么会在大江边拾金并
出家为僧呢？由此可见，说金山得名于裴头
陀“拾金”，仍值得探讨。今天虽然保留这一
传说，但如果信以为真，却不妥当。

金山和金山寺得名以后，从唐人诗文
看，这一名称在唐五代时期并未有所变化。
因此，当时它们是“金山”和“金山寺”的专
名，而不是泛指。但是历史进入北宋以后，

“宋祥符五年（1012年）改山名曰龙游。天禧
五年（1021年），复名山曰‘金’，而以龙游名
寺”（《至顺镇江志》卷九）。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人们再称“金山”和“金山寺”，那么它们
就不能算是专名，而应是泛指“金山”和“龙
游”及“金山寺”和“龙游寺”了。但这样一

来，使得人们对“金山”和“金山寺”名称的解
读，会有所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白蛇”传说的起源

以上是说对金山和金山寺得名的一些
看法。下面说说与金山有关的白蛇传说的
一些看法。白蛇传说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
说，它与金山和金山高僧有重要联系，这
一点众所周知。但是对于这一传说与金山
的联系，人们大概都只会想到法海，而不
会想到灵坦。其实，从相关记载看，个人
以为，这一传说当是起源于灵坦传说，法
海只不过是后来成为传说中的“主角”之
一而已。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早在北宋
赞宁所撰《大宋高僧传》卷十《唐扬州华
林寺灵坦传》之中，我们就看到了白蛇传
说的记载：“释灵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
则天太后侄孙。……（大历以后）又止润州
江中金山，今泽心也。其山北面有一龙穴，
常吐毒气如云。近者多病，或毙。坦居之，
毒云灭迹。又于江阴定山结庵。俄闻有赞
叹之声。视之，则白龟二。坦为受（授）戒。
又见二大白蛇，身长数丈，亦为受（授）
戒。……却往吴兴。……，元和五年，相国
李公鄘之理广陵也，……一见坦，郑重加
礼，召居华林寺。”从这一记载中，我们看
到了与白蛇传说有关的两个情况，一是

“龙穴”，当即与白蛇传说有关的金山白龙
洞。二是“二大白蛇”。白蛇事虽发生于江
阴定山，但此事紧接灵坦居金山之后，因
而也与金山发生了联系。从这种情况看，
白蛇传说发生的地点和主人公“法海”以
及白蛇和青蛇的“影子”，已出现于“灵坦
传”之中。据此，今天，可以认为，白蛇
传说的起源，当是与灵坦有关，时间在唐
代中期。

说到这里，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这就
是：金山既然在南北朝时期已有“氐父山”之
名，为什么当时以至盛唐以前是默默无闻，
直到中唐时期才崭露头角呢？这个问题，论
者似乎未见论及。今天看来，金山之所以会
在中唐开始逐渐知名于世，当与唐代开元年
间润州刺史齐濣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
当时属于润州的瓜洲开凿伊娄河所产生的
积极影响有关。之所以如此说，是由于伊娄
河开凿以后，从而使得扬州与润州间本来由
扬子津抵达京口的主航道发生变化，使得本
来远离扬子津至京口的主航道的金山，置身
于从瓜洲到京口的主航道之间。特别是安
史之乱以后，地处关中的唐王朝更加依赖东
南地区，京口到瓜洲的交通更加频繁。在这
种情况下，地处润州与扬州之间长江主航道
之中的金山，自然也会越来越知名于世，产
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和更高的知名度，从而由
一个本来囚禁战俘的江中小岛，发展成为江
中“浮玉”；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寺庙，发展成
为声名远播的“金山寺”。

京杭大运河自南逶迤而来，脉脉一线引入长江，再一路向
北入京。千百年来，镇江据此十字黄金水道，成为重要的水陆
要津，涵养着江南古城独有的羁旅意象。所谓“无为在歧路，儿
女共沾巾”，江海衔拥之地，东西南北之交，聚散离合之际，进退
去留之事，都将为途经镇江的文人士子平添无限的心潮起伏意
难平。明朝文史大家王世贞，就是其中一位。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
人，明朝中后期文学复古运动的旗手、文坛盟主。他一生亲
历严嵩得势与失势，父亲死于严党之手，南来北往经受无数
变故曲折，对于京杭大运河和镇江这个“十字路口”，有着更
多难以言说的体验。

年近天命之时，王世贞曾言：“吾家太仓去神都，为水道三
千七百里，自吾过舞象而还往者十二，而水居其八。”其中，“舞
象”是成童之年，这个说法指其17岁首次北行之事。而“水居其
八”仅指循水路经镇赴京而言，如加上经镇赴其他城市，则驻留
这个“十字路口”次数更多。屈指盘算，值得一书者至少六次。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冬天。时年 21岁的王世贞，冬季
出发赴京，参加第二年春天会试。船到镇江后，王世贞作诗
留念：“金陵望中山抹烟，铁瓮城头浪拍天。居人尽说风波
恶，江口何时不放船。”自江南运河行来，一路风平浪静、野
阔天空，到镇江突见水面宽广、波涛翻涌，心头自是起伏不
定。实际上，这是王世贞二番应考。两年多前他落第归乡，
一度肆意诗酒，貌似自暴自弃的模样。父亲王忬免不了一番
语重心长，王世贞才“俯首故业”继续备考，为此行打下基
础。好在三四个月后，王世贞即以第八十二名的成绩高中进
士，且在京城文名立显。

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时年王世贞 42岁，距离会试高
中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这二十年来，对王氏家族而言，堪称惊
涛骇浪、物是人非。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王世贞和李攀龙一
起广泛交游、力倡文学复古，成为“后七子”中坚，崭露文盟领袖
头角。他京内京外奔忙，治刑统兵有方，留下政声响亮。而在
著名谏臣杨继盛挑战严嵩时，他拒绝严党拉拢，杨继盛遇难后，
王世贞之父王忬也遭严党弹劾落狱、最终问斩于市。王忬遇难
后，王世贞自认“罪人”，痛心隐居太仓六年。直到嘉靖皇帝去
世，隆庆元年正月，王世贞途经镇江，目的便是进京向新帝申
冤。他留镇数日并写下《重登金山作》两首，其中不乏低沉之
言，如“凭陵不尽千秋语，辽落长悲六代才”，但严冬之际他也有
爽朗向阳之语，如“春山春望郁葱哉，矫首扶桑黛色开”。而“振
衣还上妙高台”一句，分明想将六年郁结一扫而开，对赴京之行
颇有期待。王世贞此行诗中，还有“屈指旧游君莫哂，十年吾岂
愧渔樵”之语，似指重游镇江已是前尘往事。确实，过去二十年
间，他数经此地巡办公务、回乡省亲乃至扶柩南归，只不过往事
不堪回首，不必赘言。

隆庆四年（1570年）六月。这年李攀龙逝世，45岁的王世贞
从此“独掌文盟二十年”。父亲王忬已于三年前平反，王世贞走
出家难阴影，获缺赴任山西按察使之际，他照例经水路离家，六
月二十四日抵镇，再游金山焦山。游焦山时，王世贞起了个大
早，五鼓时分观新月。“焦山月出垂五更，呼樽起酌逸兴生”，有
酒有月、雅兴十足。“偶从缺云见铁瓮，几欲腾空凌玉京”，这是
凌晨席上望见城内的风景。“人间好景不易再，况乃别思催纵
横”，千里赴任自然舟车劳顿，可惜这朝廷谕旨说走就得走。游
金山后就地小聚，朋友自城内取送好酒，等候之际写诗作乐，道
是“倚阑兴剧盻京口，忽有扁舟来百壶。”佐证当时金山犹为“江
中浮玉”，与岸相离。二十七日，王世贞离镇北行，别时诗云“岂
必耽微禄，浮生本未期”。

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时年王世贞48岁，母亲去世，丁
忧期满，他受命再度走南闯北，三月复用为湖广按察副使，要求
七月到任武昌。王世贞六月初七登船启程，十七日抵镇，而武
昌接应船只已提前一天到达。抵镇当天，大家在金山摆了酒牲
祭江，一并宴别。欲问王世贞心情如何，其日记写着“登绝顶，
怅望久之”。十八日船离镇江，溯长江西行，这在王世贞旅史里
或属首次。王世贞写道：“楚歌一声发，吴侬双泪涟；武昌应尚
远，船是武昌船。”他一向多写律诗，这次却写了一首五绝，短短
四句之中，有着说不尽的心累。

万历二年（1574年）二月。王世贞出仕武昌后，当年底又还
家。休整月余，即于次年北上赴任太仆寺卿。再次经过镇江，
虽然距离上次不足一年，但却办了一件文史留名的大事。经行
运河北上多年，王世贞早已感慨万千。这次他邀老友画家钱穀
上船，意图以太仓至北京的水路为题材，绘制一套纪行实境山
水画册。这是个宏大构想，落实并不容易。最初钱穀欣然随
行，一路绘就太仓至镇江、扬州计三十二个场景。可67岁的钱
穀确已体力难支，于是“十字路口”以后的行程由弟子张复跟
进，又得图五十幅，统归钱穀润色。这就是如今收藏在台北故
宫博物院的《水程图》。而对镇江而言，王世贞此行亦颇具意
义。因《水程图》中，有吕城、丹阳、辛丰、丹徒、夹岗、京口、扬子
江、金山焦山等多个场景。以图幅数量计，今属镇江者占全图
十分之一，且均由出手老辣的钱穀一手绘制，实可谓万历年间
镇江山水形胜之直观佐证，极为难得。

万历十八年（1590年）三月。自上次经镇赴京，王世贞又曾
赴郧阳、南京短暂转任，期间屡被弹劾，愈加厌倦思退。他年事
已高，身边亲人文友或亡或凋，他备感寥落、归心似箭。万历十
七年，他竟又等来升任南京刑部尚书的谕旨，遂连续三次“以病
乞休”，幸得同乡王锡爵斡旋，于次年三月获批。得讯可以归
乡，65岁的王世贞满心欢喜，“恨不能即时奋飞，次晨即发”。返
家时必然过镇，丹徒名士陈从训闻讯相迎、送至丹阳。分手时
王世贞欣然赠诗：“老夫抖擞金陵尘，劳生远送情更真。报汝弇
中自天地，明年共赏糟丘春。”陈从训是万历年间江南著名的书
画收藏家，写得一手好字，与董其昌、于慎行等亦有交集。王世
贞赞他“京口三山产三杰，中有陈生擅三绝”，又约他来年太仓
弇山园再会，可惜这已无法实现。

自镇返家后，王世贞身体每况愈下，十一月安然病逝。从
前他曾感慨经运河北行一路，“得失忧喜之事，错或接淅卜夜，
所经繇都会繁盛，若云烟之过眼而已”。到如今，他总算走完一
生的十字路口，再也不用纠结与回头。

王世贞的
六次镇江之行

□ 刘俏到

“金山”和“金山寺”的得名时间
及“白蛇”传说的起源

□ 乔长富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根据中央军委轮番
作战的方针，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有 27个
军赴朝参战。在这支雄壮的队伍里，有 4位
志愿军军长（代军长）曾经在镇江留下过战
斗的足迹。从茅山到朝鲜，变的是地点与对
手，不变的是英勇与忠诚。

第二十七军军长：彭德清
彭德清 1910年出生于福建同安。1926

年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南红
军游击队政委，坚持闽南三年游击战争。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随闽南红军游
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 6月随部挺进
苏南，在句容、江宁、溧水一带开展敌后游击
战争，参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
地。1939 年 10 月参加新四军政治部巡视
团，到苏南丹阳、扬中等地巡视新四军第一、
第二支队和挺进纵队。当时苏南干部比较
缺乏，经陈毅要求，巡视结束后，彭德清留在
第一支队工作，被派往在丹北、扬中及江都
一带活动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历任第四团政
治处主任，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1950年 11月彭德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二十七军军长，率部入朝参战，参加第二、
第五次战役。在第二次战役中，第二十七军
在长津湖地区歼灭美军第七师第三十一团

级战斗队，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唯
一一次成建制歼灭美军团级以上部队的模
范战例。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
级国旗勋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二十三军军长：钟国楚
钟 国 楚 1912 年 出 生 于 江 西 兴 国 。

1930年 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任红军闽赣省军区独立第八团
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坚持闽赣边区三年
游击战争。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随闽西红军游
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9年任新四军第二
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与开辟以茅山为
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 3月新四军江
南指挥部在茅山地区成立新四团，钟国楚任
副团长。5月率新四团第三营参加句容赤山
战斗，此战毙伤日军 130余人，俘 2人，缴获
日军九二式步兵炮 1门。这也是江南新四
军首次缴获日军大炮。陈毅、粟裕率江南新
四军主力北渡后，钟国楚留在茅山地区坚持
斗争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历任新四军第六师
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政委，第十六旅代政委
兼政治部主任，第十六旅旅长、副旅长，苏浙
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1952年 9月钟国楚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二十三军军长，率部入朝参战，参加东海
岸防御作战、驿谷山南北两岸防御作战、
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1953年夏季反
击战役。其中丁字山防御作战成为志愿军
阵地防御的模范战例。荣获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
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二十一军军长：吴咏湘
吴咏湘 191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军湘鄂赣军区独立营营长，坚持湘鄂赣
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湘鄂赣红军
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
一团第二营营长。1938年 6月随部挺进苏
南，在句容、江宁、溧水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
争，参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后随第一团调回皖南。1943年 4月再次回
到苏南工作，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第四
十六团团长，参加茅山地区反“扫荡”、反“清
乡”斗争。

1953年 3月吴咏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二十一军军长，率部入朝参战，参加 1953
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东海岸防御作战和金
城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

级国旗勋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二十军代军长：廖政国
廖政国 1915年出生于河南罗山。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四方面军副团长、代团长、兵站站长，参
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延安调新四
军工作，1938 年 10 月随部挺进苏南，在句
容、镇江、丹阳等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
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句容
白兔战斗是第六团在茅山地区的较大战斗，
新四军与日军激战长达六个多小时，廖政国
指挥部队向日军发起多次猛烈反击，打开一
条血路，使战局化险为夷。在高庙战斗中，
他率领第二营在句容至丹阳的公路线上伏
击日军运输队，缴获大量物资。1939年 10
月，管文蔚、叶飞领导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在
扬中合编成立，廖政国任第一团参谋长。

1950年 11月廖政国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二十军副军长，率部入朝参战，参加第二、
第五次战役。1951年 5月任第二十军代军
长，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指挥著名的华川
阻击战，保障了东线部队的顺利北撤。荣获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
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文徵明《金山图》

在镇江战斗过的四位志愿军军长
□ 孟宪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