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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天子沈万三
沈万三真名沈富，字仲荣。金陵

城原有十三城门，南门叫做聚宝门，
据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筑的。朱元璋
定鼎南京之初，国库空虚，就让沈万
三资筑东南诸城，结果沈万三好大喜
功，皇帝的西北城还没筑好，沈万三
的东南城就提前竣工了，搞得朱元璋
很不开心。朱元璋在庆功会上举着酒
杯对他说：“古有白衣天子一说，号称
素封，你就是个白衣天子。”这话表面
上是夸奖，实际上已经隐隐透出了杀
机，大明江山岂能容许两个天子并存
于世？

据更早一点的 《留青日札》 记
载，沈万三筑完城墙还不过瘾，又主
动提出为朱元璋犒赏三军，朱元璋
说：“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
沈万三说：“愿每军犒金一两。”朱元
璋说：“此虽汝好意，然朕不须汝
也。”无论沈万三如何百般巴结，朱元
璋总是对这些富豪列强心存芥蒂，几
次想杀了沈万三。

那么，沈万三的钱多到什么地步
呢？民间传说沈万三的家当大得不得
了，前门在上海滩，后门在无锡惠泉
山，昆山只是他家的大门槛。自明中
叶以来，江南百姓就把沈万三当成平
民财神，到了正月初五，许多人家都
会张贴“沈万三聚宝盆”年画。山东
年画上往往额书一诗：“河南（黄河南
边）沈万三，打鱼在江边，打着龙王
宝，赚的银钱如泰山。”

沈万三的聚宝盆
那么，沈万三的钱是怎么来的？《云

焦馆纪谈》记录了两种说法。一说沈万
三苏州人，打鱼为生，有一天在船边洗

碗，不小心把碗掉入水中，捞了半天，只
捞到一批圆溜溜的石丸子，有识货人告
诉他：“此乌鸦石也，一枚可得钱数万。”
沈万三因此暴富。另说沈万三夏夜纳
凉，仰卧渔船，忽然看见天上北斗翻身，
沈万三赶紧把其中一杓给兜住了，第二
天，一位老者带着七个面相奇异的人，
挑着七个货担来到沈家，叫沈万三帮助
他们看管货担。沈万三揭开货担一看，
全是上好马蹄金。

另有掘藏得宝说。元末有个陆通
判，在苏州买了一套空宅，因为宅子闹
鬼，所以售价很低。刚住进去的那天夜
里，忽然出现两个女子，在他面前说说
笑笑，陆通判大声喝问，女子回答“妾乃
大青小青也。”说罢就走，陆通判飞剑急
刺，好像击中了一个人的手臂。第二天
察看，庭前两棵冬青树上好像有剑伤，
于是陆通判让人把冬青砍了，发现下面
有块大石板，石板下有几个大缸，满是
金银。陆通判只有一个女儿，后来嫁给
一个姓沈的，生了个儿子，就是沈万三。

流传最广的是聚宝盆说。传说沈
万三本来是个穷打鱼的，某年中秋，和
老婆一起坐在船头饮酒赏月。天上月
华游戏人间，想从沈妻杯中偷口酒喝，
没想反被糊涂的沈妻连酒带月华喝进
肚子里了。十个月后，沈妻生下一个血
球，剖开，是一白玉走兽。识货的人告
诉他们，这是月华之物，可钓水中宝物，
沈万三大喜，结果只钓到一只乌泥盆。
沈妻准备拿来盛米，刚抓一把白米下
去，马上自动生成整钵白米，夫妻俩这
才知道钓到了聚宝盆。沈万三因此富
甲天下。

财神爷声名卓著
关于朱元璋和沈万三的关系，民间

有很多传说。传说沈万三和朱元璋同
年同月同日同时生，鸡叫头遍时朱元璋

出生，成了天下最贵的人；鸡叫二遍时
沈万三出生，成了天下最富的人；鸡叫
三遍时乞丐道人出生，成了天下最穷
的人。据清代《白下琐言》，过去南京
定淮门外有座小庙，中塑明太祖，左塑
沈万三，右塑乞丐道人，俗称三人同
时不同命。

城墙完工后，据说朱元璋为了表
彰沈万三的贡献，曾赐给沈万三御
制铜钱一枚。沈万三一出门就碰上
乞丐道人，恰好身上没带银两，只好
将此钱施舍出去。此事被朱元璋
察知，怒其轻己，下令抄没其家，将
沈万三充军云南。

另说沈万三本想做点公益事
业，在苏州街铺了一层茅山石，结
果朱元璋以茅、谋同音为由，诬其
谋反，“遂收杀之，血流出尽白。
以兵围其家，尽抄谪之，家财入
官”。

种种传说，招招指向朱元璋
的胸襟窄小、与民争利、心狠手
辣。但据顾诚先生考证，历史
上的沈万三根本不是明代人，
而是元代末期苏州一个大地
主，从来就没有和朱元璋打过
交道。而且，在他的有生之
年，既未出仕，无政绩可言，
又算不上文人雅士，不足以
跻身儒林，所以只是个默默
无闻的“多田翁”。明朝以
后，沈家一分为四，财富越
积越多，在朱元璋推行的粮
长制度下，沈家子孙日渐出
头露面，甚至入朝为官，加
上同文人的交往日益密
切，名气越来越大，沈万三
也就成了沈家财富的代
名词，逐渐神化为箭垛式
的财神爷。

（据《北京青年报》）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端午”本名“端五”，端
是初的意思，为什么要纪念端午？1、据《曹娥碑》
载，纪念孝女曹娥：春秋时人们敬重有孝道的人，
曹娥小时丧母，她与父亲孤苦为生，一年五月初三
父亲掉入水中，她入水救父，后在初五这天，才见她
抱着父亲尸体浮于水面，不幸的是她已死去。人们念
其孝道，逢每年五月初五对她纪念。2、纪念春秋吴
国功臣伍员：伍员本是楚国人，因其父兄被楚平王害
死，还要追杀他，他历经千难万险逃到吴国，辅助吴
公子当上国君，成了吴王阖闾，他被任命为国相。他
还请大军事家孙武帮助吴国富国强兵，并一起带兵打
败楚国，将楚平王“鞭尸”。又帮阖闾之子夫差打败越
国，帮他报了父仇，并俘虏了越王勾践，他劝夫差杀了
勾践以绝后患，但夫差不听，反而将其放回越国，勾践
回国后发奋图强。当夫差想当霸主，去攻打齐国时，伍
员力劝不听，反而逼他在五月初五跳河而死，伍员死后
变成汹湧的“涛神”，从此人们在初五这天追悼伍员。
3、纪念勾践：因为勾践有忍辱负重、发奋图强、报国雪
耻的精神，并在五月打败夫差而纪念他。4、纪念爱国诗
人屈原：屈原的功绩世人皆知，他在被逐放江南时，得知
秦国大将白起攻下楚国郢都后，于五月初五跳汨罗江而
死。人们为了救他而划船寻找，又担心鱼虾吃他的尸体，
便向江中投粽子、包子等，从此这个习俗就延续了下来。

达城过端午节的习俗主要有：
1、赛龙舟：原先是划船打捞屈原，后发展成赛龙舟以纪

念他。巴山地方在水稻插完后，边赛龙舟边唱“秧苗戏”来纪
念屈原。

2、吃粽子：据《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
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简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
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
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患，可以楝叶塞其上，以五色丝缚
之，此二物蛟龙惮也。’回依其言，世人制粽，并带五色丝及楝
叶，皆汨罗之遗风也。”——这就是用楝叶、五色丝缠粽子的原
因。当然楝叶很苦，能驱虫毒；五色丝为青赤白黑黄五种“正色”，
代表东南西北中和“五行”，有驱邪除患之作用，所以龙不敢吃。
后来粽子用糯米和箬叶来包，米白叶青象征要像屈原那样清清
白白做人；粽子要包成直角与菱角型，表示人们要像屈原那样刚
直不阿。

3、挂菖蒲：端午家家门上皆挂菖蒲，原因有二：其一、菖蒲其
形如剑，有避邪驱妖的作用；其二、屈原生平爱剑，有诗曰：“带长
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菖蒲如剑，故人们以此纪念。

4、插艾蒿：俗话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因艾蒿可驱蚊蝇，晾
干可以洗澡、祛疮毒。另一原因，相传黄巢起义，与官军作战，殃及
百姓。有一次他见一妇女十分善良，救济灾民，黄问她家住何处？
对曰：就在前庄。黄对她说，你家门上挂出艾蒿，我军就不会骚扰
你家了。后妇女回村，叫各家都挂上艾蒿，在五月初黄巢军至，家家
平安。于是每年端午皆挂艾蒿驱灾避祸。

5、撒雄黄酒、熏黄烟：雄黄、黄烟都可以除毒杀虫，将雄黄兑在
酒里，然后在端午这天写个“王”字于额上，便可避邪。但雄黄含砷
有毒，其酒不可喝。

6、抢彩：端午竞完龙舟、抢罢鸭子后，就得竞赛抢彩。传说古时
是抢“水怪”，谁先抢到，谁家全年便无灾。但是抢到者，只得悄悄埋
藏，再将龙船悄悄划回家，一定要悄悄的，以防水怪跟着而来。

过去过端午节，巴蜀从五月初三至初五；江南吴越地方从五月初
一直到十五，不但有各种纪念活动，还要回娘家、走人户、拜亲戚、访朋
友等。 �吕大志�

★1707年5月31日，匈牙利民族英
雄拉科齐�费伦茨当选国家元首。

★1906年5月31日，我国著名的革
命家、军事家罗瑞卿大将诞辰。

★1924年5月31日，我国和苏联签
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
苏协定》。

★1931年5月31日，我国第一辆国
产汽车——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问世。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
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

★1942年5月31日，德国法西斯盖
太保头子、杀人恶魔海德里希，被人击中
要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1942年5月31日，为阻止德国纳
粹的猛烈突击，苏军在哈尔科夫前线发动
反击战。在激战中，苏军共击毙或俘获德
军9万人，苏军伤亡7.5万人。

★1969年5月31日，辛亥武昌起义
打响第一枪的熊秉坤逝世。

★1982年5月31日，我国地质工作
者杨联康，徒步考察完黄河全程后到达黄
河入海口。

（据新华社）

今日历史

（5月31日）

“平民财神”沈万三传奇
朱元璋与他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

万三是著名的“平民财神”，从明
代中叶起就上了年画，财神爷的故事数不
胜数，而且故事里多半有朱元璋当对立
面。但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教授顾诚
先生考证，历史上的沈万三根本不是明代
人，而是元代末期苏州一个大地主，从来
就没有和朱元璋打过交道，更没有给朱元
璋修过城墙。

端午节的由来
及其习俗

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