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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文/片 侯传鹏

泰山魏曹植的《飞龙篇》诗碑现存于岱
庙汉柏院东碑墙上，与东汉张衡的《四思
篇》同刻于一块碑上。碑高60厘米，宽110厘
米。诗文13行，满行11字，字径4 . 5厘米，隶
书。此碑原在岱庙环咏亭，为明万历年间重
修环咏亭时所刻，书写人不详。国民党山东
省政府驻泰安时，改岱庙为中山市场，在环
咏亭、道院建旅馆澡塘，环咏亭被毁后，历
代名碑大都散失，此碑幸存，1958年置此至
今。

曹植的《飞龙篇》是写登泰山遇道人的
诗篇。《飞龙篇》全诗为“晨游泰山，云雾窈
窕。忽逢二童，颜色鲜好。乘彼白鹿，手翳芝
草。我知真人，长跪问道。西登玉堂，金楼复
道。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
脑。寿同金石，永世难老。”翻译出来为：“早
上游览泰山，云雾缭绕。忽然遇到两个仙
童，脸色童颜焕发很有精神。乘坐着白鹿，
手握灵芝草。我知道这就是修真之人，就长
久地跪下来向他们请教。真人就走向西面
玉石砌造的亭台，在黄金修建的楼上向我
说道。给我仙药，是神仙皇帝所制造的。他
还教我怎样个吃法，说是能还精补脑。寿命
向金石一样长久，永远不会衰老。”

自东汉张道陵创道教后，其信徒很多，
黄巾军起义，就是以道教相号召的。泰山周
围，为黄巾军活动地区，道教传播亦广。道
家讲究炼丹服食，可以长生不老，曹植遭兄
曹丕的妒忌，抑郁寡乐，其亦有惑于此，作
为精神寄托，诗中多涉神仙怪诞之说。

曹植(公元192年—232年)，字子建，曹
操和卞氏所生的第三个儿子。史载，他聪颖
不群，l0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诵读了几十
万字的诗论及辞赋，还写得一手好文章。一
次，著名文人邯郸淳从荆州来投奔曹操，曹
操让他去见曹植。曹植十分兴奋，沐浴之
后，披发袒胸地舞了几个回合，又背诵小说
千言不止，接着他整顿衣冠，与邯郸淳纵横
古今，侃侃而谈，谈罢宴饮，席上又是一番
风流。邯郸淳出来就对人说，曹植真是一个
神人！所以当时人们便盛传曹植是“绣虎”，
意思是说他文采斑斓，独领风骚，雄如虎
王。

作为建安诗坛的代表，曹植的诗中有
十余首写到了泰山，其中的代表作是《飞龙
篇》、《驱车篇》、《仙人篇》等。这些作品中充
满了游仙诗的奇幻和缥缈。诗中的泰山宛
然仙境，群山环抱、晨雾缭绕之中，白鹿、芝
草、道童、真人，配以玉台、金楼、仙丹等，塑
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方外奇妙世界。

当然，曹植也只是借此表达希冀长生
不老、得道成仙的愿望，展现他摆脱尘世束
缚，获得生命自由的渴求。想想他当时的处
境，“绣虎被囚”，有的应该只是苦闷罢了。

下为飞龙碑

□张荣起

我是栖霞人，每日清晨到文化广
场活动，取道涌泉路穿越北关村(曾
改称解放村)时，总会看到受政府刻
意保护的两当文物。一是位于古槐东
街东端与泉井街交会处的一口古
井——— 涌泉井，一是古槐东街西端与
北关街交会处的一棵四人环抱不过
来的古树——— 唐槐。天天路过，次次
目睹，反而司空见惯，觉不出有什么
值得可注目之处。可是昨日在古树下
遇到一个默默祈祷的耄耋老人，听他
讲述了古槐及与古槐相距约100米的
涌泉井的一些事情，感到十分新奇，
想不到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事物，在故
事里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回家查阅栖
霞史志资料，发现也有不少与古槐和
涌泉有关的记载。

据《栖霞城乡建设志》、《栖霞古
树名录》及《胶东屋脊栖霞》等典籍记
载：“古槐高5 . 5米，围5米，树冠覆盖
面积270平方米。此树植于唐代，距今
约有 1300 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唐
槐’。”传说唐二主征东路过此处时树
就有了。唐兵进入东莱之地，元帅尉
迟敬德在黄县(今龙口市)月主寺卜
了一卦，卦辞云“出征欲获胜，高山去
安营，四十八丈崮，有水方屯兵”。尉
迟敬德在此卦辞的点拨下，将大军分
别屯扎在岗山、崮山和艾山。当总部
在艾山驻扎以后，发现山上水源缺
乏，他在当地百姓的指点下，亲自来
到艾山东麓的阳疃镇(今栖霞城区，
时属蓬莱县)，发现了东西相距不足
300 米有两株树冠如盖的槐树，他来
到东边古庙旁边(西面那株今在涌泉
路西段)这株勒马观看，见此处绿草
茸茸，溪流淙淙，他立时被这如画的
景致所陶醉了，至今还有“敬德槐下
勒战马，一览阳疃好风光”的佳传。还
有人说，为何称此树为唐槐，是因为
尉迟元帅曾在槐树上拴过战马。尉迟
敬德沿溪流溯源东望，在一箭之地
处，有一座小山丘，人称涌泉山。来到
山下，有一股泉水，从石缝中汩汩外
流，形成清洌的溪流。这股泉水的出
处，就是我每天必经的涌泉井，据《栖
霞县志》记载：“涌泉位于栖霞城东水
母宫下。”《山东省水文资料》也有“栖
霞涌泉位于城东涌泉山之南，一寒一
温，分流并注，一名‘鸳鸯河’”之记
载。当年尉迟敬德就是因为这股源源
不断的泉水，才敢把大本营安在艾山
之麓。至今艾山东坡还有传说中的将
军岭、点将台等遗迹。

涌泉之水，甘洌可口，泡茶茶香，

酿酒酒醇，方圆百里，咸闻其名。耄耋
老人给我讲述了一段引人入胜的故
事。传说很古很古的时候，涌泉山之
东，面临着滔滔大海，涌泉山是坐落
海边的连陆半岛，岛上住着一对以打
鱼为业的小两口，男名叫大涌，女名
叫小泉。小两口日出打鱼，日落收网，
过着幸福甜蜜的生活。可是天有不测
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天，东海龙王
的三太子出海巡逻，适逢小泉在补
网，他被小泉楚楚动人的美貌所吸
引，非把她娶为小妾不可，小泉死活
不从，三太子恼羞成怒，命令虾兵蟹
将们将小泉捆绑到龙王东宫，关押在
礁石洞里。小泉失去了行动自由，更
加思念大涌，整天以泪洗面，泪水与
海水融在一起，从石缝里涌出地面，
形成了涌泉咸水；大勇因思念小泉，
又无处买酒祭奠，只好打些淡水浇祭
小泉的亡灵。三太子闻知，一面咄咄
逼从，一面怂恿父亲不行云，不布雨，
造成罕见的大旱，地皮干裂，禾苗枯
萎，人们急得叫苦连天。这时大涌更
是焦急万分，打不到淡水祭奠妻子，
只好下井淘水，天长日久，双手出血，
手指烂掉，但他仍不罢手，淘个不止。
这时感动了南海观音，她驾起莲花
座，手执净水瓶，来到东海边用杨柳
枝蘸起点点净水，洒向空中，顿时大
雨滂沱而下。片刻，万物复苏，甘泉又
汩汩流入地面，复活了涌泉的甜水。
咸水甜水交融奔流，形成了“鸳鸯
河”。

人们为了纪念死去的小泉，就在
泉眼的上头，修建了一座水母宫。一
年四季，现货不断。泉水也被当成神
泉保护、利用起来。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军霸占栖霞
城达5年之久(1939年12月6日至1944

年12月24日)。狗日们不仅涂炭城里
的人民，还把魔爪伸向唐槐和涌泉，
据说日本人欲将古槐砍倒供伙夫当
柴烧，但所砍之处，流出红色的树液，
日本人惊疑老树有灵气，不敢造次，
才罢了手。至今树干上留有一圈突起
的疙瘩，即为树被砍后重新愈合出现
的痕迹。日本人还把人们奉为神水的
涌泉砌成池子，饮马、沐浴狼狗。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才视古树为
绿色文物，进行登记造册，精心保护。
周围居民更把此树当做生命一样珍
视呵护。树干周围常有焚香纸或树枝
上系红布带祈福、许愿者。上个世纪
70年代，树东北边有一大枝，被大风
吹断，此枝原伸到民户屋顶之上，吹
折时，树枝顺屋顶向东折落，房屋分
毫无损，此后，更增加了人们对古槐
的敬畏爱戴之情。时下，虽然树干多
处中空填物，标记树龄的铁牌也已折
损不清，但枝叶依然茂密葱茏，生机
盎然。

涌泉也是一样，新中国建立之
初，政府就拨专款修砌了井壁，盖起
平房，平房外面还加一层院墙，留有
宽敞的大门，可直通井口。五冬六夏，
水位离井口不足 2 米，而且井水冬暖
夏凉，甘洌无比，为了充分保护和利
用这股宝泉，泉井所在的街巷被命名
为泉井街，泉井街南端的东西马路，
命名为涌泉路。上个世纪 50 年代，在
涌泉路上建起了栖霞酒厂，曾经誉满
半岛的“涌泉白酒”、“涌泉春白酒”和

“得利白酒”，色泽透明，芳香醇正，就
是用这股水源酿造的。如今虽然酒厂
迁到城外，但涌泉井仍为周边住户的
生活提供方便。

唐槐与涌泉分列于古槐东街两
端的北关街和泉井街，诠释着栖霞古
城尤其这几条街道的历史，犹如两位
百岁老人向人们娓娓述说着 1300 年
的沧桑之变。

■行走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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