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麻姑姑山山的的传传说说

王锡文

东汉时候，有个姓麻的官
吏，一天夜里做了个梦，梦见自
己从江上钓上来一朵含苞欲放
的荷花。早晨醒来，怀胎十月的
妻子便产下一女，女孩相貌不
凡，伶俐可爱。降生第三天便呀
呀学语，一个多月后就跟父母
学诗吟文。更神奇的是，到七八
岁的时候，一把米从她手里撒
到地上，便奇迹般地变成无数
绚多彩的珍珠。

这一年，帝王修筑城墙，派
她父亲当监管官。麻大官人拿
役工不当人，非打即骂，每天从
日头泛白干到日薄西山，再从
日落干到雄鸡报晓方能歇口
气。接连几天干下来，劳工们累
得筋疲力尽，叫苦不堪。累倒的
人是一大片。监工的不但不心
疼，反而使命抽打那些爬不起
来的劳工。

这非人的折磨，麻姑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不久她便想出
个法子，三更半夜，她便学公鸡
打鸣，一声接一声，把所有公鸡
的生物钟给打乱了，争先恐后
纷纷啼叫，劳工们一听到公鸡
打鸣就收工歇息。然而，时日不
长，便被工头识破了，并报告给
麻大官人。麻大官人瞬间火气
冲脑顶，也不管闺女不闺女的，

盛怒之下麻姑便坐了牢。
闺女本是妈的贴身棉袄，

你想，冷不丁地棉袄被抽走了，
当妈的能干吗？于是，麻母便哭
哭啼啼找麻爹要闺女。麻大官
人说，想要你闺女容易，只要她
向我认个错，今后再也不干这
蠢事了，俺就把她还给你！当妈
的只好掉过头来求女儿，给她
爹赔不是，并保证今后再也不
干这傻事了。谁知，刚正不阿的
麻姑对她娘说：“认错的应该是
爹爹，我何错之有？”母亲长叹
一声：“女儿呀，不就说句话认
个错吗？你本是官家小姐，现在
被关在这大牢里，不说有失官
家体面，你在这里面就好受
吗？”“娘，此话差矣！没有农家
哪来的官家？他把劳工都活活
折磨死，你们官家福和乐又从
何而来？你回去告诉他，只要他
不折磨劳工了，我就向他认
错。”结局可想而知，麻姑被更
加严加看管了。

麻姑早就料到她爹会来这
一招，可她总不能老被囚禁在
牢狱呀！苦思冥想之下，一个主
意便在脑子里形成了。这天，看
守的开了门把饭送进来。麻姑
不慌不忙地便从兜里掏出一把
米，当着看守的面，用力一扬，
一颗颗珍珠天女散花般纷纷扬
扬撒落一地。

看守的先是一愣，继而
便发疯般地满地捡珍珠。麻
姑想也没想一个箭步冲出牢
门 。一路小跑 ，不 知 跑 了 多
远，麻姑猛然发现自己竟跑
到一悬崖处。这时远处传来
阵阵人喧马啸声，麻姑回头一
看，尘土满空蔽日中父亲带着
人马怒气冲冲地追来了，麻姑
又望了眼万丈深渊，闭上眼准
备纵身跳下。就在这千钧一发
之际，麻姑只觉得有个东西朝
自己飞来，刹那间，一座金灿灿
的桥就横跨在自己面前。麻姑
来不及犹豫，飞速地跑过去。当
她跑到对岸，回头一看，却诧
异地发现自己刚刚跑过的桥
竟奇迹般的不见了！

原来刚才是王母娘娘驾祥
云去东海游荡路经此上空，俯
首正好瞧见一姑娘被一群追兵
追得无路可逃，便随手拔下头
上的玉簪向麻姑扔去。麻姑就

这样在王母娘娘的救护和指点
下，乘着清风白云走了九天九
宿，来到一座仙山。只见此山云
缭雾绕，松青柏翠；坡上桃林，
果大味美；谷底泉水，穿怪石巨
岩而过，潺潺的流水声似箫音
笙韵。麻姑越看越喜欢，于是决
定就在这儿潜心修炼。经过访
问民情，才知此山便是昆嵛山，
隶属宁海州管辖。除了用心修
炼，麻姑还精心培育浇灌桃林，
闲暇之余，他还采集灵芝仙草
酿造补酒。

数年后，麻姑终于修炼成
仙。为了报答王母娘娘当年搭
救和点化之恩，她特意选择农
历三月三这天，带着酿就的美
味补酒和一篮子仙桃，升空驾
云拜见王母娘娘。如今，在昆嵛
山的巨大岩石上，依稀可见当
年麻姑修炼过的“锅碗瓢盆”遗
迹和她当年修炼的洞穴，饮过
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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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养马岛看海
曲博涵

跨过彩虹桥，穿过红柳掩映的
环岛公路，养马岛的海赫然在眼
前。

没有风，海水清澈透明，扑面
而来的海腥味儿也沁人心脾的清
爽，水底的鹅卵石一粒粒清晰地如
同在眼前。海水一漾一漾地涌向岸
边，不疾不徐，海边的粗砂砾蔓延
到礁石上，摩挲着一层层涌过来的
海水，那海水像调皮的小姑娘翻转
着西班牙女郎般的裙裾，一丛丛白
色的浪花唰啦啦响着，像小姑娘嘻
嘻哈哈地笑。在白茫茫的浪花映衬
下，那海水竟也绿得纯粹起来，让
人忍不住想起了《乱世佳人》里费
雯丽的一袭用绿色窗帘制成的长
裙和那在绿裙子映衬下更加狡黠
明慧的绿色的眸子。

岸上的礁石还是原生态的样
子，没有被水泥钢筋整容，被千万
年来海水冲刷的岩石，层层叠叠如
一丛厚厚的岩石之书斜插进岸上
的山崖，那份经历了风浪烈日的侵
蚀，依然显示着雄浑的气魄。岩石
之下，大大小小的礁石跳跃着钻进
海水，像跟你捉迷藏，在荡漾的海
水里时隐时现，那礁石上白色的海
蛎子壳，像些眯眯笑的眼睛，眨眨
地冲着你挤眼睛。

挽起裤脚下海，粗粗的砂砾在
脚下挠着脚心，不小心还会硌得生
疼，还是小时候塑料凉鞋被海水冲
跑时的感觉。在岩石缝隙里，漂过
来的水草柔软地游动，我的影子遮
住了阳光，小螃蟹就在它下面惊慌
四散，偶尔有胆子大的，会跑跑停
停，明晃晃的小眼睛比沾着水的壳
还要亮晶晶，这双警觉的小眼睛会
发觉你的一举一动，可以与你对峙
到你的耐心消磨殆尽，在你最后伸
手的一霎那，倏然钻进石缝，留下
你在失败里哂笑。

海中间的海草亭可以凭空望
远。伸进海水的一对凉亭像海上的
摇椅，探头看脚下的海水动荡，整个
人也会跟着摇曳起来。离开了岸边，
独自伫立在海上，就与刚刚升起的
月亮近了，整个世界仿佛就剩下了
我和这一轮朦胧之月，遥遥相对，它
在初秋空濛的天际，而我在碧蓝的
海水中央，纯净空濛的时刻，可以不
必去遥想和追索，仅仅与月相对，便
是多少人的画中梦境。

回望小岛，白色的环岛公路如
玉带蜿蜒起伏，穿行在浓绿的防风
林里，随山势时隐时现，如海浪涌
起的弧线般的白色路灯杆，在黄昏
里勾勒着环岛路的轮廓。浓绿与洁
白简单纯粹的颜色，让这个小岛显
得更加洁净。夜幕降临，咿呀作响
的木质栈道在灯光的描摹下亦真
亦幻，在深蓝色的海上逶迤蜿蜒，
脚下海水涌动，身边嶙峋的礁石触
手可及。仰头，天空高远空旷无边，
远处大海幽蓝深邃。一切都寂静下
来了，一轮明月与你遥遥相望。

这是我家乡的小岛，有着“东
方夏威夷”美誉的它，在历史的烟
尘裹挟着神秘而来，嶙峋的岩石如
同历史的册页，记录着古老神秘的
故事。它是家乡人手里的宝，清澈
透明的海水如家乡人的眼睛，在物
欲无处不延伸的年代里，它被家乡
人牢牢地捧在手心里，所以这里没
有被污染，没有被破坏性开发。为
了这片原始的小岛，家乡人失去了
很多，但保留至今的是家乡人心里
最珍贵的海。

到养马岛看海吧，它的纯净质
朴，它的原始纯真，它的神秘传说，
会真情为你演绎一场梦幻般海的
纯净蔚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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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吕洞洞宾宾和和洞洞仙仙宝宝泉泉
徐爱清

在莱阳市龙旺庄街道办事
处，有一座山叫凤凰山，是莱阳
八大名景之一。山下有一洞，叫
吕仙洞，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据传与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有
关，因此而得名。

“八仙过海”之前，吕洞宾
云游山东各地，途经胶东时相
中了莱阳这块风水宝地，遂栖
身莱阳。传说曾居于莱阳城东
偏南20里处的烽火山（今洞仙
庄村前潍石公路南侧）一巨
洞，这便是后来著名的吕仙
洞。此山因古时设烽火台而得
名，早年洞中流出一泉，传说
泉水可以治百病，方圆几百里
的百姓都来取水，而且十分灵
验，所以又得名宝泉山。山中
林木茂密，石壁陡峭，突起兀
立，巨洞深邃，泉水汩汩流出，
清澈甘甜，终年不息。洞分东
面两室，东室高约1 . 5米，深15

米；两室高约 2米，深约 2 0余
米。曾为吕洞宾居之洞府被誉
为“洞仙宝泉”，山北面的洞仙

庄村即因此而得名。
明朝时，烽火山（即宝泉

山）更名为凤凰山。说起它的缘
由，据传宋婉之兄宋璜（字玉
仲、号召石）天姿聪颖、文韬武
略样样在行，1640年中进士后
赴任所履职，乘船至渤海湾航
行时骤遇狂风巨浪，其立船头
焚香许愿于此山，幸得平安荣
归。回莱阳后，筹资在凤凰山下
大兴土木，维修扩大了庙宇，并
让民间艺人在洞中携刻了一尊
神采奕奕、栩栩如生的吕洞宾
石雕像。

事后亲自去祭祀还愿，拜
庙时惊起一只雄雏鸡，为取吉
祥之兆，烽火山遂改名凤凰山。
每年的古历4月15日至19日赶
庙会，远近商贾百姓来此交游，
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庙也就此
香火大胜。每当黄昏，晚霞为大
地镀上一层斑斓的色彩，清脆
的钟声便在暮色茫茫的空中回
荡，偶尔还传出阵阵木鱼鼓声
和老和尚的诵经声，给这秀丽
的风光增添了诱人的色彩。可
谓梵林仙洞参差掩映，晨钟暮

鼓刹生辉。
1 9 2 1年后，战火频发及

“文革”肆虐，庙宇被拆除，吕
洞宾雕像被砸，山中一片荒
凉，宝泉逐渐干涸，唯有山中
石洞尚存。

改革开放后，为开发旅游
资源，带动当地经济发展，1988

年，当地政府（现龙旺庄街道办
事处）出资修复了部分设施，在

山顶建起一流亭阁，并在原位
塑造了同样一尊神采奕奕、栩
栩如生的吕洞宾雕像，山下建
有凤凰石雕，青石路台阶可拾
级而上。山体上由全国著名书
画家崔子范先生题写的“凤凰
山”三个大字，熠熠生辉。现在
的“凤凰山”已成为一处新的旅
游景点，每年都吸引大批的游
客到此一游。

姜娜

浏览地图，本是无所事事、
漫无目的。不料，“万第”的名字
却突入眼帘，仿佛是一个标记，
唤起我心底的某种记忆。不错，
它就是一个标记、一个关于爷
爷的标记！我的爷爷就曾在那
个北方小镇工作。

父亲告诉我，爷爷年轻的
时候，是个正直善良的好青年。
日寇侵略犯下的种种恶行，激
起他心中的怒火。在革命朋友
的号召下，他瞒着家人悄悄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保长的
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地下工
作。敌人的大量情报就通过爷
爷传递到后方，为革命的早日
胜利做出贡献。就像电影上演
的一样，地下工作危险而残酷，
为了保密，爷爷与他的上下级
单线联系，加之当时交通不便，
接头常常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成
功。在日寇控制下的敌区，地下

工作不论是风险还是难度都很
大，爷爷却坚持不懈地斗争，直
到最后的胜利。

关于万第，我还依稀记得
幼时的历史课里，老师曾经讲
过它。烟台革命的第一个农村
党支部，像一个小小而燎原的
火种就诞生在这里；设立于此
的中共莱阳中心县委，曾经领
导莱阳、海阳、牟平、文登、荣
成、福山、蓬莱、招远等县党的
工作，组织开展了大量武装斗
争，万第遂成为胶东各县的革
命中心；还有1945年，胶东军区
集中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发动
了著名的“万第战役”，彻底打
垮了赵保原反动武装势力，为
解放胶东扫除了一大障碍。

真没想到，心目中遥远的
万第竟又如此熟悉！按照地图
的指引，我们特意赶往万第小
镇，去探访那个爷爷曾经工作
过的地方。从309国道穿过繁华
的莱阳城，再沿着307省道向南

行驶不远，路边的宣传牌就赫
然亮出“万第人民欢迎您”几个
大字，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我
们热切地打量着这片陌生而又
熟悉的土地，几个小小的村落，
高高低低地伏在山谷里，宁静
而温馨。

越往镇里走，车辆人马越
多起来，渐至人声鼎沸、水泄不
通，道路两旁摆满了摊位，仅留
出中间供行人和车辆通过。卖
服装的、卖食品的、卖蔬菜水果
的、卖日用百货的，应有尽有，
看得让人眼花缭乱。卖主的热
情洋溢、买家的满心欢喜，都写
在了脸上。

车子踯躅缓行，到处都是
拥挤的人群和不绝于耳的叫卖
声。视线穿过人群与商品的空
隙，我努力地端详万第小镇。医
院、邮局、超市、银行、种子站，
到处都是新崭崭的现代容颜，
从父辈那里听来的当年，与这
里完全对不上眉眼。历史已经

被改变，究竟哪里才是爷爷当
年工作过的地方呢？我茫然四
顾，却不得而知。繁杂的人群、
喧嚣的吵闹已经将我的心冲撞
得漂浮而迷乱。

顺着路边的一条小路，我
们驶离省道，去往当年中共莱
阳县委遗址，打算到那里亲身
感受一下抗战时期共产党人
的工作环境，体会他们在严峻
背景下的艰难历程，接受一次
红色革命教育。可惜，兜了一
个大圈子也没有找到心中的
圣地，可能是走错了方向吧？
考虑到回程路途很远，我们只
得折向省道按原路返回，心情
却是疑惑、失落，久久地不能
平静。当年，爷爷读过书，家有
几分薄田，奶奶性情温柔淑
娴，到底是什么样的境遇使得
爷爷下定决心走上了革命道
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
热血、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
究竟又为了什么？

爷爷爷爷工工作作过过的的万万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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