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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牟平平““四四名名山山””

春春山山纯纯水水淳淳朴朴风风

依依山山傍傍水水乡乡土土情情

姜茂林

伴随着海阳五月的到来，掐指
算来，我来到海阳已一月有余，一
个月的基层工作，让我不但感受到
海阳的山和水，更让我感到了那股
淳朴风。

招虎山是海阳的招牌山，但在
我看来，下乡之路上不知名的小山
丘，更能品出一番特有的味道。

春末，成片的樱桃花、苹果花、
梨花遍满海阳的山丘，将这里装扮
成铺在空中的花毯。散养的鸡鸭在
路边悠闲地徜徉，车辆偶然驰过，
鸡鸭便惊吓得飞了起来。

行走在盘山路间，近距离观察
海阳的山，每一抹山色都显得与众
不同。早晨，微白的阳光穿过山间，
照亮了人们行走的道路；傍晚，晚
霞给山丘披上一层金色，满足了人
们一天的收获感；夜晚，夜色朦胧
了整个山峦，给疲惫的人们增添了
睡意。

海阳的山既没有什么怪石嶙
峋的视觉冲击，也没有什么“横看
成岭侧成峰”的千姿百态，但正是
它的普通却带给我耐人寻味的感
觉。累了，就靠着山休息，忙了，就
踩着泥土干活。每天行走在山路
上，厚重的感觉让人踏实。下雨之
后，松软的泥土不但放松了人们的
双脚，更让人们憧憬着秋天收获的
喜悦。这雨流到了溪水中，流淌了
整个海阳。

东村河的水流淌了整个海阳，
灌溉了无数的田地，被称为海阳的
母亲河。每天下乡从她的身旁走
过，都会有一种家的感觉。

道路四周的青山高低起伏，山
上树木葱茏，山脚下是潺潺流动的
小溪。春天的溪水清澈碧透，溪边
就是一丘丘稻田。学校坐落在青山
下、稻田旁，一条渌溪从学校门前
流过。暖春时节，那里万木竞春，千
卉斗艳，百草绽绿，群鸟争鸣。

五月的海阳像一幅泼墨山水
画，而点睛之笔就是流动的溪水。
孩子们在溪水边摸着鱼虾，发出了
铜铃般清脆的笑声；妇女们在溪水
边洗着衣服，拉家常的声音和溪流
水声曼妙地交织在一起；男人们抬
着粗重的抽水机，喘气声和号子声
一起一伏。

海阳的水，总是在小微见大
爱，因为每一滴水都饱含着人们对
故土的热爱，对来客的热情。涓涓
细流汇成东村河，流到了大海，就
像海阳人们淳朴的感情，在一点一
中，感动你我。

海阳民风就像海阳的山和水
一样，没有气势磅礴，也没有波浪
滔天，于无声中感动你的心间，于
小事中见证人间大爱。

海阳的淳朴，一直在山影和水
影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
虽然没有过多的欲望和要求，但生
活却充盈丰实。同他们在一起，我
躁动的心回归平静，劳累的身体不
再那么疲惫。那种淳朴，从表象看，
是在水面上浮动着、山头盘旋着，
岂知，它通过长年的孕育和涵养，
已经在海阳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是
生活的另一种高度，如果你想去深
入体会，其实很简单：只要常满足，
多奉献，不去过多在意，就够了。

高承柱

古县牟平素有“东卢西
桂，南蛟北崔”四名山之说：
城东卢山，城西桂山，城南蛟
山，城北崔山。牟平境内山峰
众多，若以山高而论，仅海拔
300米以上的就有百座(据《牟
平区志》)，昆嵛山高923米，居
群山之首。而这四山之中，仅
卢山高422米，而余下的均不
足200米，却何以冠“名山”之
称呢？想来必有原委。据笔者
考析，当有如下两个原因。

其一，题目中的“牟平”，
非指牟平全境，而系牟平古
城——— 立足牟平古城，以此
为中心，视野所及，拱围四周
且 距 离 最 近 的 只 有 这 四 座
山：东十里卢山，西三十里桂
山，南五里蛟山 (又名交山 )，
北八里崔姑山(古称麻姑山)。
其二，这四座“名山”非以高
度排序称“名”，而是登城环
望，近城四山均有讲究：或以
形胜可观，或以人文斐然。

先说卢山。此山系昆嵛山
余脉，形似笔架，原名笔架山，
又称卢其山。卢山三峰并立，中
峰最高，雄伟奇峻，风光秀美，
与古城牟平东西相望。山体西
侧青石连绵成片，雪后银装素
裹，“城中望之，飞青舞碧，如披
画图”，誉为“卢峰霁雪”，牟平
十景之一。明清以来，这里多建
寺庙，香火繁盛，以卢山院、山
神庙(今遗址尚存)为最。另有

“望仙台”、“孟良口”、“福仙
口”、官道、升仙台、虫神娘娘
庙、九栋庙、官人阁等人文胜
景。

次 说 桂 山 。据 民 国 版
( 1 9 3 6年 )《牟平县志》载：“县
西三十里。中有洞穴，山脚有
洞，东西通透，水深莫测，人
每燃柴洞口，以探其深浅，而
烟辄从山后洞出焉，相传曾

开 铜 矿 于 此 。
道光已 未 秋 ，
又陷一 洞 ，中
多 石 钟 乳 ，人
争采之。”多年
来 ，这 里还流
传着不少与桂
山相关的民间
故事，如“狼洞
探险”、“金桂、
银桂的故事”、

“ 魏 忠贤桂山
采 金 ”等 。另
外 ，桂山还与
牟平十景之一
的“白塔残阳”
有关：早年间
牟平城南二里
处 ( 今 快 活 岭
公 园 南 ) 有 两
座元代 石 塔 ，
传说是两女僧
葬塔。两塔间距丈许，近看东
西走向，远望则南北、东南、
西北均成一线，故时称“转阳
塔”。每当春末夏初时分，落
日在城西三十里的桂山低凹
处，残留半边，尚未沉没，此
时双塔周围已暮色四合，但
塔峰和中间空隙，仍可见来
自桂山的夕阳余辉。

再说蛟山(又名交山)。在
城南五里，高格庄村西。明杨
循吉撰《宁海州志》(未刊本 )

曰：“双峰并立，如兄弟然。”
而民国版 ( 1 9 3 6年 )《牟平县
志》则曰：“山起伏腾趠，如蛟
龙状，因名。”其实这是民国

《牟平县志》不加辨析，照本
引用清同治《宁海州志》语而
以讹传讹。实地察看，山势平
缓，并不险峻，实无蛟龙腾跃
之状，倒是明杨循吉《宁海州
志》所言为真。如此说来，蛟
山有名，非山高且险，当与清
道光年间于此成立的民间文
学社团——— 蛟山诗社有关，

以文而名。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在邑人赵田在的倡议下，宫卜
万、孔继堂等一批文人学子和
之，成立蛟山诗社，一时应者如
云，“齐唱蛟山上，共推一世
豪。”堪称清末牟平文坛一大盛
事。诗社之所以选址蛟山，一则
距城较近，方便聚会；二则绿水
青山，视野开阔，放眼北望，城
垣、崔姑山、莒岛、大海尽收眼
底。因景生情，彼此唱和，或言
及周边四山，题目所称当此而
出，也是顺理成章了。蛟山诗社
存续。期间，牟平地方史志学者
宫卜万以几十年心血辑成的

《牟平遗香集》在众社友的参与
下，“检阅校正押韵此书，凡历
寒暑，并积极募刊刷印”，为后
世留下一部珍贵的牟平地方历
史文献，蛟山诗社功不可没，蛟
山亦有幸见证了这一切。另据
村中老人说，清代牟平巨商“常
大兴”常世淦，死后安葬于此。

最后说崔姑山。位于“县

北 八 里 ”，今 养 马 岛 立 交 桥
东，高66米，在城北一带算是

“一山独秀”了，现多有采土
石于此，山貌受损。据考，“原
名麻姑山。上世纪五十年代
曾于山东坡出土一断碣，上
书‘西至麻姑山’字样，为信
仰道教女仙麻姑遗迹之证。
后全真改祀，村民为保全，改
麻 为 崔 。”其 时 当 为元末明
初。另有一说，很久以前有一
崔姓女子看破红尘，仰慕全
真清静散人孙不二(养马岛孙
家疃人)，在此建庵出家，人称
崔姑庵，山也就叫崔姑山了。她
潜心修炼，乐善好施，自种瓜果
蔬菜，食之有余，多送四周百
姓，还懂医道，擅长儿科，百姓
的孩子头疼脑热，小灾小病，她
自采草药煎汤，药到病除，百姓
自然对她也多有关照。一次有
歹人欲对崔姑做恶，百姓得知，
群起驱之。崔姑去世后，人们
自愿为其修墓，安葬于山前。
庵墓现已无存。

卢嘉善

蓬莱市大辛店镇政府驻
地，大槐树十字路口南200米的
路西，有一个用石柱和铁链圈
起来的小景，不起眼，那就是当
地赫赫有名的文物古迹——— 四
眼井。

据说远古时有只金凤飞
来，看到这里地势平坦，水源充
沛，芳草茂荣，还有一棵蓬如华
盖的梧桐树，紫莹莹的花正弥
漫清香，不胜感慨：“此乃福地，
可筑巢生息！”不巧这话被当地
一位土鸡魔听到，顿生恼怒：

“我所得意的地方，若被你所
占，禽鸟界还有我的地位吗？”
于是就趁其不备，用法术将她
击毙。可怜一世名禽，瞬间坠入
尘埃，香销玉殒之时骨骼化作
小山脊。后来的人们，发现了这
块风水宝地，就沿坡势构建居
所：中心大街是腰骨被扭捏成
三道弯，两侧的房屋皆按翅骨
排列，在花翎眼的位置打下单
眼、双眼、四眼井。如今那些古
井早已坍塌，仅留下这个四眼
残井，陪着几条同方向弓形拐
弯的巷弄，在呻吟着古老传说。
这大概也是当地凤凰山路命名
的起源吧？

那年井下考古，工作人员
曾挖掘出隋唐时期钱币和瓷器
残片，也就有了另一个传奇：当
年大唐秦王征东时在此驻营，
嫌取水不便，便扩挖筒壁，并用
两块青石凿了四个圆孔覆在井
口，打水时在竿子前头绑上水

罐，到了水面将竿子一捅，罐子
就会钻进水中，灌满了提上来，
井上四孔四人同时操作互不影
响，循环往复很快就满足了士
兵的需求，足见古人智慧非凡。
记得当年我与同伴来此打水，
一人一个井眼，用水绳将水桶
顺下去，一齐晃摆时，水面上的
桶们常常会碰得“咣当”响，我
们嘻嘻哈哈好不快活！

此井无论水多深多凉，无
论是故意还是无意，凡是落进
去的人，无一身亡，人们俗称

“善井”。一年冬天，街坊六七十
岁的姑姑来探亲，因犯了夜游
症掉到里面，直到天亮有人打
水才被发现。救上后送到医院
检查，除了受到惊吓，身上是皮
毛未损。据她后来讲，落水后似
有东西托脚，自己未耗一点体
力，也没感觉太大的寒冷，真是
神奇！

因为该井凿于坡前，泉水
很旺，深达五六米，无论多么旱
的天，总是清而甘冽，供养着大
半个村的村民。后来水质受到
污染逐渐变漤，又苦又涩不好
喝，人们只好用来洗碗浇花灌
园，最终遭到遗弃！那年街道改
造，可能嫌她无用、碍事，不谙
文物价值的施工方，铲车一顿
欢歌将其夷为平地，后来在文
保部门干预下，才在旧址重现
了原型，只是因道路位置变更，
她从路东转到了路西。

如今家家户户用的是自
来水、喝的是纯净水，民井的
作用就彻底消失了，但她当

年的醇美水质还被人们所怀
念，井上井下的欢乐也常被
人所乐道。也许有一天，大家
的环保意识加强了，恢复了

原生态，这眼古井再度焕发
青春，那么她所带来的纯洁
井水与传统文化，一定能重
新和永远滋润大地。

【文物古迹】

【胶东大地】

【名山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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