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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数得着的北马大集

老骥

黄县(现在的龙口市)三村
大：北马、中村、洼(里)。北马分
为东、西、南、北四个大村，另有
中心商业街，称为中心村。解放
后，有了供销社，中心村取消
了。解放前后，每个村三百多
户，每村有自己的行政机构，隶
属于北马镇。

北马大集自古在胶东是数
一数二。解放前后栖霞、招远、
北掖这些周遭百拉里地的地
方，赶着大车的、赶着毛驴的、
推着小车的、背着包裹的，也有
骑自行车的，起早拉晚、披星戴
月地在农历每月二、八来赶北
马集，也有提前几天来安营扎
寨的，因为交通方便，销售量
大。

北马水陆交通方便，通向
南北。向西一条大道走15里就
是龙口，龙口每天有跑大连的
客货船，一宿即到，这是一条连
接胶东半岛和东北三省的便捷
通道。北马大集是这条通道货
物的集散地，它把胶东半岛的
土特产品输送到东北，又把东
北的工业产品销散到胶东乃至
内地。

青黄公路横贯北马大街而

过。烟潍公路经龙口路过北马
北八里的中村村南，车水马龙，
川流不息。北马向南、东南，先
是丘陵后是山脉，再就是招远
和栖霞，山区的五谷杂粮、四季
水果等山货，十分丰富。

北马向北、向东、向西，是
小麦苞米蔬菜的主产区，东北
净吃胶东大白菜、大萝卜。“戴
富的小黄县”是外地人的评价。
这是一片肥沃的平原，向地下
打个两三米，就是地下水。差不
多每块地里都有水井，挽辘轳
汲水浇地家家都能做到，真是
旱涝保丰收的风水宝地。家乡
的人们勤劳聪明，精耕细作。每
年农历四五月份，青黄路、烟潍
路两旁，先是绿油油的麦海，在
春风吹拂下，泛着绿色的麦浪；
端午时节就变成了金晃晃的麦
浪，飘散着诱人的麦香，一片丰
收的景象。秋天，大片的大白菜
绿油油，嘎嘎的辘轳声此起彼
伏。蓬黄掖是东北三省人力、物
力供应的后勤部。民间有“黄县
嘴子，掖县鬼子，蓬莱腿子”的
俗语，来描绘胶东人在闯关东
路上通力合作，共同打拼的情
景。

北马集大，是说人多、货齐
全、地盘大，下午三四点才散

集。中心街路南中央是北马镇
政府。北马镇是黄县的大镇，政
治、经济、交通、教育都远近有
名。中心街除政府机构外，就是
店铺。有名的饭馆、杠子头火烧
铺、水煎包铺、果子铺 (卖点
心)、面鱼铺、照相馆、缝纫店、
杂货铺、理发店等，扯东到西，
大街两旁全是买卖，有本地人
开的，有西莱子(称外地人)开
的，由工商联领导。我听说，他
们到春节出资放礼花、组织些
娱乐活动等。

赶集的日子各类货物有固
定的交易场所，如布市在中心
街、向西是鱼市、向东是菜市、
破烂市在南村……你买什么到
地儿一找就有，几年不变。俗话
说，只有你用不到的，没有商家
想不到的。特别是腊月集，偌大
的北马街人山人海，摩肩接踵。
叫卖声、砍价声，人声鼎沸，街
街飘着小吃的油香。南市上的
爆竹乱响。有卖的、有买的、有
大贩子搞批发的、有小贩子倒
卖的、有逛闲集的、有偷的、有
要饭的……

遇上向东北贩白菜萝卜
的，在集上看好货，讲好价钱，
定好取货的时间、地点和条件，
大车就开进了村。有些小贩，把

车放在街头空地儿，等货买好
了发到车上拉走。由此就滋生
了二道贩子和经纪人，可见北
马大集的经营方式是多样的。

过了腊八一放假，我们逢
集约上耍伴遛集耍，看卖窗花
的，卖柳条编的筺呀篓呀，编的
嘠哒(冬天当棉鞋)，做的绣花
鞋，描的纸盒，五颜六色的花
布，过年祭奠的用品，给死人烧
的物件……五花八门。听着讲
价你来我往的对话，真是众相
丛生，有趣极了，令人流连忘
返。虽然没有一分钱，逛得那个
劲儿，上午逛了下午逛，回家想
想，交流一下，下集再逛。现在
回想起来，北马集让我开始认
识大千世界。

在柴火市蹲着南山老大
哥和招远老大哥，守着驴架上
的松材棒子卖，后面拴着小毛
驴，一身破棉袄，捧着冻硬了
的干粮啃。他们多是凌晨两三
点钟赶着毛驴，黑灯瞎火地走
着二三十里崎岖的山路来赶
集的，卖点钱置点年货好过
年。民间有狗儿山吃招远拉黄
县之说，那时的南山和招远穷
啊！这是不会再有的历史了，
现在的招远老大哥已经是黄
金大亨了。

于七抗清

矫寿功

老家村南有座松林密布的大
山，人称于七山。传说当年反清头
领于七逃亡时在此山落过脚，由
此而得名。

顺治五年，不满清政府统治
的于家老七，为庇护一方黎民百
姓的生命安危，便组织当地民众
奋起抗清，结果因赤手空拳、缺乏
武器，加之组织指挥不当，使抗清
人员伤亡惨重。于七被清兵围追
至牙山顶峰时，见后山悬崖陡壁，
无路可逃，便以前山脱靴，后山跳
崖之计骗走了清兵。

于七没有跳崖自尽，那么在
清兵众目睽睽之下，他能逃到哪
里去呢？原来于七脱靴后爬上了
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清兵追至
山顶时，看到于七不见了，只留下
一双靴子，便断定他跳崖身亡，就
纷纷下山搜尸去了。这时于七趁
机逃至距牙山南40里的于清山(后
改为于七山)，在那里休息了一天，
夜间又奔青岛方向而去。于七来
到崂山，看到大街小巷贴有不少
捕捉于七的公告，上面还画着他
的头象。青天白日于七轻易不敢
露面，多数夜间到大街上寻点吃
的。尽管如此，于七仍没逃出清兵
的眼睛。在追赶中，清兵四处堵
截，于七东跑西折很难脱身，便一
头扎进一座老庙里。

当时庙中老丈正在锅旁炼
油，于七“扑嗵”两膝跪在老丈面
前，双手抱拳哀求道：“身后清兵
追杀，请老丈帮忙解救。”老丈先
是两手并在胸前，双眼微闭，口中
喃喃说道：“阿弥陀佛。”然后，扶
于七平身说：“你先闭上眼睛闻闻
这锅里是啥油，老僧再救你不
迟。”

于七死到临头，只有听从老
丈的摆布了，当他闭眼躬身刚要
闻锅里油时，老丈一把将于七的
头摁在滚烫的油锅里，瞬间于七
满脸血泡，面目全非。接着老丈把
他推进里屋，让他盖被躺在炕上。
清兵冲进老庙后，前前后后，里里
外外，搜了几遍不见于七的影子。
清兵惊讶地说：“不对呀，我眼睁
睁看他跑进了老庙，咋连根人毛
找不到，难道能插翅飞了不成？”

清兵走后，于七谢过老丈便
想离身。没想老丈说道：“且慢，想
走老僧不挽留，你现在这样子外
面清兵认不出来，是脱身的最佳
良机。请稍等片刻，老僧这里有治
疗烫伤的秘方良药，保你连敷5天
恢复原样。老僧再给你备些干粮
连同药品一起拿走，逃到大山里
避一避吧，阿弥陀佛。”于七非常
感激，再次跪拜老丈后，带上干粮
避难而去。

据说八月十五吃月饼就是于
七那次抗清兴起的。为了让广大
黎民在同一时间行动，特制作了
一份内含红绿丝的月饼，红指男
人，绿指女人。因八月十五月亮最
圆，故月饼为圆型，意在男女老少
齐动员，团结一心，共同抗清。那
次抗清家家户户都能收到月饼，
人人都知八月十五杀打子(打子指
清兵，也称长毛子)。当年于七抗清
虽说是场败局，但他的英雄气概
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张发山

莱州的地名文化源远流
长，如同活化石，印记着历史的
沧桑，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特色。
文献资料记载，历史上多位皇
帝都曾驾幸过莱州，其中有秦
皇、汉武、唐宗、宋祖，且留下许
多动人的传说。在驾幸莱州的
皇帝中，轶闻最多的要数赵匡

胤即宋太祖了，据不完全
统计，仅与之有关的地
名、村名就有10多个。现
简略述之。

虎头崖镇大宋。宋朝
时，宋姓由曲阜迁此立
村。此地有座“广严禅
寺”，赵匡胤曾在寺内居
住过，故得村名大宋。大
宋以东为东宋村，以西为
小宋村。

优游山。广严禅寺附
近有座海拔 1 1 6米的小
山，原名酉山。赵匡胤登
山北望，见海天相连，碧
波荡漾；南视大地，一马
平川，禾苗油绿。遂赞道：

“优哉！游哉！”后易名优
游山。

永安办东海神庙。相传赵匡
胤落难寄宿海水祠，并对海神许
下宏愿，待他得了第，一定重塑
金身。果然，他称帝后，即派大将
郑子明在海水祠的原址上，建造
了气势恢弘的东海神庙。

打狗孙妈妈。东海神庙西
廊外有座孙母祠，内塑一位拄
着拐杖的老妇，身旁蹲条白狗，

当地人称之为“打狗孙妈妈”。
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不忘穷
困潦倒时，海庙孙家的孙妈妈
曾为其打狗并有一饭之恩，故
建此祠供奉。嗣后，又衍生出

“饱了蜜不甜”的故事。
扬务沟。在东海神庙以南，

有条演武沟。后来，赵匡胤作战
失利，又被追击至此，天忽降大
雾，因此得以脱险。沟名后为扬
雾沟，村名延之，现称扬务沟。

十哥庙。郑子明率人修好
了东海神庙，回朝复命。当走到
当年的扬雾沟时，触景生情，联
想到柴荣、高怀亮等十名生死
弟兄血洒沙场，遂代表赵匡胤
在沟南粉子山麓建了一座十哥
庙，以示纪念。1966年十哥庙改
名工农村。

文昌办饮马池。饮马池水
库一带，原有一处泉眼，名后池
子，清澈见底，红鲤成群；当年
赵匡胤曾在此饮马歇息，并在
泉边石崖上留有蹄印。村名即
叫饮马池。

郭家店镇马台石。此村村
西路边有一块长条石，据传赵
匡胤路经此地，曾踏此石上马，

村随之得名。
南北村的掩龙窝。距马台

石不远的南村、北村之间，有一
山洞，传说赵匡胤曾在此洞避
过难，所以此洞称为掩龙窝。

夏邱镇卸甲庵。原为尼姑
庵，相传赵匡胤率军作战至此，
曾在庵旁卸甲休息，后人立村，
名卸甲庵。

路响村。赵匡胤卸甲休息
之后，转天继续赶路，所经之
处，火石头遍地，马蹄踩去火花
飞溅，叹道：“此路真响”。之后，
村子改名“路响”。

留驾村。此地原有一座玉
泉寺。据传，赵匡胤曾在寺中住
过宿，并在寺旁用鞭杆搅井一
眼，取水饮马。因此村名“留
驾”……

赵匡胤果真到过莱州吗？
正史无明确记载，而《宋史·太
祖本纪一》也仅此一句：“汉初，
漫游无所遇，舍襄阳僧寺。有老
僧善术数，顾曰：‘吾厚赆汝，北
往则有遇矣。’”。或许，其“北
往”时，真在莱州留下了众多的
蛛丝马迹，从而激起我们破解
千古之谜的兴趣。

赵匡胤与莱州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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