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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不涸的蟹子洞

清明时节话烟台习俗

“气壮山河”

的刘延庆

隔刘烟生

清明，是让人欲断魂的日子，
是民间祭祖上坟的日子，烟台人俗
称“春祭”，以示对祖先的悼念。清
明的前一天是寒食节，烟台人称为

“冷节”、“禁火节”，民间有断火一
日，不动炊烟的习俗。据说是为纪
念介子推被火焚于绵山。

春秋时期，晋国发生内乱，公
子重耳被迫逃到国外。他的臣子介
子推不畏艰险，追随逃亡。有一次，
重耳缺乏食物，饿昏过去，介子推
割下大腿的肉，煮熟熬汤给他吃
喝。终得活命。后来重耳做了晋国
国君，分赏众臣，他忘了介子推。介
子推不愿夸功争宠，携年迈老母回
到家乡，隐居绵山。后经有人提醒，
重耳亲到绵山寻找。但见山峦重
叠，树木参天。他想，放火烧山，介
子推定会背着母亲出来。于是，命
令放火烧山。但始终没见介子推出
来。大火熄灭后，重耳进山查看。只
见介子推与老母相抱，烧死一起。
在准备安葬时，重耳突然发现介子
推背靠的大树上有一个洞。掏洞一
看，里面有一方撕下的衣襟，上题
血诗一首：“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
主公常清明，柳下做鬼终不见，长
似伴君做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

忆我之时常自
省，臣在九泉心无

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因介子推忌日为清明节

前一天，重耳诏令天下，
这天禁火，带头吃生冷食

物，以示纪念。故称为寒食
节。

第二年清明，重耳及群臣
素服徒步登绵山，祭奠介子推。只
见介子推死时背靠的老柳树又发
新芽，绿枝摇曳。见树思人，他折一
条柳枝编一圈儿套在头上，寄托哀
思。回宫后，他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并以介子推血书勉励自己勤政清
明，治国为民，终成春秋五霸之一。

清明节这天，烟台人家有蒸面
燕、吃鸡蛋的习俗。早晨，家家要吃
煮鸡蛋。每人应吃两个。据说吃了
清明鸡蛋不害眼病，双眼明亮。要
蒸面塑燕子，也称“子推燕”或“报
春燕”。因为燕子是报春的吉祥物，

“燕”与“眼”又是谐音，人们相信吃
了面燕，方能心明眼亮。那面燕用
面团捏出形状，拿剪刀剪出翅膀、
嘴，再用花椒点缀成眼睛，栩栩如
生，振翅欲飞。还有的人家折得发
芽柳枝拴住面塑燕子，然后悬挂在
大街门前。春风轻抚，燕子随柳枝
飘动，恰如在柳林穿行，煞是好看。
面燕寄托了人们对明天美好的期
盼，也凝聚了人们对介子推忠君爱
国，功成身退，清正廉明的高风亮
节的深情缅怀。呵，燕子！轻轻一声
呢喃，就给人们带来春天。

早饭后，家家成年男子携妇女
儿童，扛锹拿镐，提盒担篮，带着供
品，为逝去的先人上坟扫墓。以前，
先人的坟墓都是堆土而成。按传统
习惯，先清除坟墓及周围的杂草，

用锹镐为先人的坟墓填土。因为，
由于经年来雨水冲刷，兔鼠及其他
野兽的打洞破坏，难免沟壑纵横，
甚至有的地方陷塌成坑。这对满怀
孝心的子女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
的，必须整修。

坟墓修整利索后，家人再把带
来的酒食、果品摆在先人坟前，之
后上香。一家之长要将点燃的长香
双手合拢擎在胸前，做一个虔诚的
祭拜动作后恭恭敬敬插在香炉内，
跪在供桌前的垫子上祈祷。然后，
再燃放鞭炮，焚烧纸钱。折一枝新
嫩的柳枝插在坟头，用以避邪。最
后，行叩头礼祭拜，洒酒祭奠，并把
预留的黄表纸压在坟头四周。煦风
轻轻地翻阅纸钱，读出了维系传宗
接代的精神支柱，悟出了维系家族
团结的道德核心。临行，家长折一
支柳枝编一个圈儿，套在孩童头
上，既是一种装饰，还能清目免毒。
坟头的纸钱、纸幡、花圈是后继有
人的标志，具有表示家族兴衰的功
能。

清明节的午饭和晚饭，突出
清淡特点、彰显简单氛围。多数人
家吃春饼，也称“子推饼”。春饼是
用精面粉制作而成。面饼圆而薄，
直径不过四寸。很有韧性，用以包
裹配料 (也称菜馅 )。菜馅一般用
炒熟的猪肚丝、摊鸡蛋丝、炒韭
黄、炒绿豆芽、荠菜及切得细细的
生萝卜丝、胡萝卜丝等。绿豆芽要
掐头去尾，荠菜需当天采摘的。摊
开的面饼包进馅后，卷成筒子状。
咬一口细品：一饼多味，口感独
特。也有的人家吃白米饭，主菜是
大白菜炖豆腐。白白的米饭、白白
的豆腐、配上大白菜，肃穆中透着
素洁，更显示出对先人的悼念和

敬重。
民国时期，社会开化，烟台人

过清明由祭祀向娱乐游玩多元发
展。清明节前后，市区南山梨花绽
放 (现南山公园一带 )，时兴逛梨
花。届时，游人络绎不绝，有的老少
几代，举家同游。更多的是情侣双
双，携手相依。赏花的人，美丽的
景，人间的情，交融一起，显示了烟
台人的特别风情。同时，荡秋千的
游戏也在清明时节开展。市区所城
及周边的上夼村、仓浦村、西南村、
西南关村、大海阳村、中海阳村、小
海阳村、世和村、通伸村、芝罘屯、
芝罘大疃等农村，每逢清明，村头
或打麦场都支架起秋千，孩童及青
年男女到此玩耍。年轻人可手握秋
千长绳，站在横板上用力蹬晃荡
高。天空晴朗，秋千悠荡，荡得最高
的那一位，最吸引异性的眼球。于
是，秋千又成了男女青年交际、交
流的平台和纽带。孩童在大人照管
下也来荡秋千，借助家长的推动力
来回摆动，为的是图个吉利。因民
间有：“小儿清明荡秋千，百病不生
身体健”之说。偶有老人也上去慢
悠轻荡，聊发一回少年狂，赢得一
阵善意的笑声。

新中国成立后，清明节为革命
烈士扫墓日。每到清明前后，烟台
社会各界人士结队祭扫烈士陵墓，
敬献花圈，凭吊忠魂。现今，网络普
及，有的人在网上为去世的亲人设
立了专页。打开电脑，进入网页，遥
寄一缕心香，也可谓绿色扫墓了。

清明，在烟台人心中是维系一
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团结
的精神寄托和道德核心。清明，在
烟台人的心中没有结尾，只有前
言。

隔车培利 车谦瑞 口述
隔车汝福 整理

塔顶是福山境内有名的一座
山峰，海拔630米，在山谷涧有一远
近闻名的蟹子洞。

蟹子洞位于河岸一块石纹奇特
的偌大岩石下边，属天然洞穴，口径
不足一米，深不可测。因草蟹子经常
出入此洞，故称蟹子洞。洞中涌出的
泉水，一年四季不涸，冬暖夏凉，水
质清冽干爽，回味绵甜。前几年，青
岛一家酿酒开发商曾来人到蟹子洞
化验水质时，发现塔顶山有很多名
贵药材，此洞泉水还含有多种补性
良药成分，若常年饮用那儿的泉水
有延年益寿，提神保健的功效。

就此而言，与塔顶那棵千年老
人参的神奇传说是分不开的。它在
当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童年时，
母亲经常绘声绘色地给我们兄弟姐
妹讲这棵老人参有千变万化的故
事：在很早以前，有一老农叫陈老
大，因常年在山峦里拾草卖。有一年
秋天，陈老大割一担枯草，又累又
渴，则在蟹子洞饮个痛快。说也怪
事，自从喝这几口泉水，陈老大脑清

眼亮，挑着这担枯草，一路劲头十
足，一鼓作气挑到门楼街上，将这担
枯草卖给一家药铺。在卸草时，药铺
先生发现枯草丛里夹着一些人参秸
子。他顿时心中暗喜，随后不漏声色
地示意陈老大领他去割草的地方，
要付他双倍报酬。蒙在鼓里的陈老
大一听，不用辛苦就能获得如此高
的厚禄，当即就答应了他。于是，就
领着他来到塔顶山下。可陈老大忽
然眼前恍惚不止，怎么也寻找不到
原来割草的地方。弄得药铺先生有
苦难言，扫兴而归。

在山脚下有一村庄一户常姓
的傻儿子，一年春天，随父亲上山
砍柴。中午，累得他口渴难忍，就下
山来到河边喝水时，忽然发现一个
小水湾里有一胖乎乎的死婴，吓得
他转身跑开了。傻儿回到山上向父
亲讲述这一情景。父亲听了这事有
点蹊跷，决定下山来看个究竟。结
果水湾里啥也没有。仍是清亮亮
的。临走时，他从水湾里捧饮几口，
觉得眼前一亮，精神抖擞，没费劲
就攀上了山顶。事后，他的身体一
天比一天硬朗，百病皆无，据说他
活了100多岁。

1996年秋天，邻村车姓有一傻
哥，人称老彪。一天，他在蟹子洞附
近拾草，忽然看见一对穿着艳丽的
衣衫仙童，并缠着他一起玩游戏，一
直玩到日落西山，这一对仙童忽然
消失了。当时，弄得老彪愣在那里，
大半天还没缓过神来。待他回家将
这事讲给家人听时，家人都说他有
幸看见老人参显灵，那是缘分。

类似这些迷人遮目的状态出
现不胜枚举，可人们推测是那棵千
变万化的老人参闹的。当然这是猜

疑。不过在当地老百姓心中，对塔
顶那棵老人参的神秘传说至今仍
是一个谜。

为此，为打造旅游景点，引人
关注的蟹子洞，现今已被寺院砌成
三个环保大水池，供游人享用。

蟹子洞虽小，但不可忽视他的
潜在内涵。周末对于现代人来说，
往往出于兴趣爱好而开着车到蟹
子洞灌一大塑料桶水拉回家沏茶
做饭，会咂摸出别开生面的一种滋
味和乐趣。

隔张发山

莱州市虎头崖镇后桥村东
金沟头，矗立着一通烈士纪念
碑，正面是由楷书镌刻的“气壮
山河”，阴背详载着西海独立团
二营营长刘延庆的英雄事迹。
清明节前夕，笔者怀着崇敬的
心情来献上一朵小花，肃立碑
前，缅怀先烈光辉的一生。

刘延庆(1910—1942)，虎
头崖镇留村人，兄妹三人，他
排行老大。1938年参加胶东抗
日游击第三支队，转年入党；
1939年1月16日，日寇侵占掖
城后，根据形势需要，原掖县
县委决定在二区率先组建区
中队，宗杰任队长兼指导员，
刘延庆任队副。

1941年1月13日，伪保安
团头子张良臣，率部到东宋、
赵家、西杨村拟修据点，我西
海指挥部决定给他点厉害尝
尝。当夜，二中队悄悄包围了
西杨村孙姓家庙，刘延庆藉着
人梯飞身上屋，揭瓦掏洞，大
喊：“刘延庆的队伍到了，还不
投降！”说着，两枚手榴弹和一
梭子弹泻了下去。随着爆炸巨
响，庙内顽匪鬼哭狼嚎：“刘爷
爷，莫打了，俺投降！”纷纷将
枪扔出来，乖乖做了俘虏。是
役，二中队歼敌10余人，俘敌
26人；缴获长短枪20多支，战
马2匹。那夜张良臣在东宋嫖
娼，听到枪声，仓皇出逃，却被
击伤了大腿，幸有护兵背负，
方才捡回一条性命。

冬天，西海军分区将掖南
二、四、五中队予以改编，成立
了掖(县)昌(邑)边区大队，宗
杰与刘延庆仍为正副搭档。他
们的活动区域增大了，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在开展边区游击
战争、护送东西往来干部和物
资的环节中，边区大队参与了
大小几十次战斗，屡建奇功，
多次受到军分区的嘉奖。

1942年春，掖昌边大队再
编为西海独立团第二营。仲
夏，营长张福胜于胶莱河战役
牺牲，刘延庆被提升为营长。
深冬，日军对西海进行拉网大
扫荡，妄图摧毁我胶东根据
地。为粉碎敌人“铁壁合围”的
阴谋，刘延庆奉命东进，配合
主力部队实施反扫荡。12月22

日，他带领的一个排，在招远
青龙夼身陷重围，激战一天，
打退敌人无数进攻，终于弹尽
粮绝，慷慨殉国，年仅32岁。

塔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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