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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桂花花托托月月传传天天下下

于家池

朱雀山位于莱山区最南端，
少年时代，我就常听村里老人讲
述朱雀山的神秘故事。听得悦
耳，听得出神，年幼的心灵非常
激动。

传说在很久以前，烟台到海
阳一代都是一片汪洋大海。现在
朱雀山的一个最高山峰露出海
面不到五米左右。很多成群的野
雀常踏这块海石独一无二的明
礁休息飞翔。光阴如梭，又过了
很久，由于地壳变动，海水退去，
露出陆地与山峰。古人来此地建
村立户，辛勤创业，与大自然亲
密作伴。把神秘的大山起名为雀
山，以为内山脚下后来建有朱唐
夼村，所以后人改称朱雀山。

据代代传说，朱雀山的主峰
上，有一个巨大古怪的大铁锚。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组国家
地质勘察队来到了雀山，进行山
区实地勘察。因为山夼又深又
广，山峰繁多，主峰高而陡险。队
员们吃了早饭带足了中午饭与
喝的水，全天登山越岭探索勘
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登上主
峰。细心探索之中，在主峰的右
上方果然惊喜地发现了，传说中
的大铁锚模型，上面还有贝壳的
留样。经过久远岁月，它已经腐
蚀得非常严重。队员们站在险峰
上精心观察，隐隐约约成型。勘
察队员们集体估计，大约有千斤
左右。原始大铁锚有多大有多
重，却无法估量，至今成迷。据世
代传说：是古人在此航行，停船
时扔下的巨大铁锚，这支勘察队
带走了探察资料，留给我们的真
实传说——— 朱雀山有个古代大
铁锚。

祖祖辈辈言传：不知多少年
之前，有一位猎人在严寒冰冷的
冬天，进朱雀山打猎，正晌午时
来到深夼大山里。在一片避风向
阳比较平坦的山夼中，忽然发现
一山坡美丽耀眼鲜花，并且能够
闻到阵阵花香。猎人站在花坡
上，当时觉得很神奇，而又不在
意。太阳偏西下山回家啦！第二
天，这位猎人把昨天见到的情景
讲给村里的老人们听。有一位白
胡子老者，慢条斯理地说：“那是
几千年老人参的显景。"猎人顿
时带领一伙人，去此处寻找鲜花
挖宝取参。结果在原来山坡上看
见的是一片野草树木，鲜花不见
了。猎人如做梦一样，神乎其神。
因此至今相传朱雀山中有人间
山宝——— 野生人参。

卢嘉善

莱州“寒同山”座落市东南九
公里处，因凿有六孔神仙洞而闻
名，但深秋山枫添彩更为诱人，近
日，我有幸得以饱览。

乘着一路欢歌，我们蓬莱百
余观光市民，首先进入百亩银杏
林景区。那挺拔的树干，林立一片
幽静。遗有晨露的叶子，被偷袭的
微风一逗，借着穿隙阳光，滚落粒
粒金珠。脚下厚厚的落残，没有给
我们带来秋苍的惆怅，倒像是进
入铺金絮瑞的皇宫内苑，斩获一
眼大气、典雅、辉煌。此刻，我留恋
的脚步踏满惬意，仿佛做了贵族
嘉宾，美美地享受了这道至尊荣
光的精神大餐。

告别银杏林我们颠上目的
地，下车伊始，仰望青松伴以绒绒
枫簇的寒同山，颇感壮观，一卷绚
丽的山水墨画漫展长空。或许对
于“霜叶红于二月花”渴求直解，
我们沿依势修好的石阶拼命挤向
大山怀抱，一边攀爬一边欣赏两
侧枫姿。只见她们张开多情的叶
掌，仿佛在欢迎手持“长枪短炮”
的嘉宾，山风一动便摇曳出百媚
千姿的爱。那肢体倒向一侧的，犹
如飘动的旗帜；蓬上山坡的，恰似
一柄张开的红伞；横空漫展的，更
像一抹浮动的彤云。她们或躲在
青松背后，羞于面客；或晃于峭岩
胸前，洋洋自得；或傲立悬崖肩
畔，不屑险恶。她们泛黄——— 秋光
初韵；她们飘红——— 寒霞正鲜；她

们披紫——— 霜辉夕镀，正一丛丛、
一团团、一列列浪漫在深秋的野
岭上。

顺着山路队伍迤逦到一壁光
秃秃、白花花的石崖前，我仰上双
眼，透过深邃窟穴洞口，隐隐约约
看到几点斑斓和缭绕的淡淡青
烟，顿时感受一瞥禅光。传说，当
年全真教七真人之一刘长生的弟
子宋德方，尊师爱民，欲在山中凿
洞塑像纪念先贤。玉帝感其至诚，
遂派神匠助力，聚雾40天密修而
成，供奉36尊石雕圣像，俗称“神
仙洞”，是莱州八景之一。因体力
和时间所限，我们“夕阳红”的队

伍，与她憾失交臂。
转过几弯石阶，渐渐接近山

巅，在几块巨岩旁边，我们做了营
养补给，尽情享受风色送来的爽
意。居高临下，凭栏远眺，层林尽
染的愉悦，陶冶了我们不老的情
操。一种无以言表的美，和着歌
声、林涛的欢声刻进我的记忆里。

满载甜蜜收获，沿东线我们
蹾下归途。在山脚路侧，我被一方
硕大的白色卧碑吸住目光，走近
一看，不免肃敬起来：原来她是掖
县大抬头村革命老干部毛竹亭同
志的纪念碑。铭文介绍，老人前生
浴血奋战，为国家为民族立下赫

赫战功。建国后身居要职，未抛糟
糠之妻，守爱一生。文革遭难仍不
忘本职，直到彻底恢复工作后因
病离世，生前遗嘱“不留骨灰、不
立墓碑”，彰显了共产党员高风亮
节的风采。如今，在济南老战士纪
念广场刻有英名。

回程路上我想，春天的枫树，
必定也是绿意盎然，只有得到时
光滋润，经历了霜寒，才能媚献人
间。可以想象，冬天里的红叶，即
便落地化作齑粉，也会营养脚下
热土。这不就是廉洁奉公老干部
们的真实写照吗！

我爱枫叶红……

孙英山

桂山，坐落于辛安河西，沟
莱路旁，旧为宁海“四大名山”
之一。桂山，山势陡峭，怪石嶙
峋，蜿蜒起伏，山势跌宕，错落
有致。桂山，山清水秀，松苍柏
翠，花繁叶茂，景色怡人。桂山，
神话迷离，传说颇多，故事神
秘，是家乡的一座神山，一座宝
山。

桂山北麓，得天独厚，土质
肥沃，松柏苍翠，景色清秀。在
半山腰有一块平缓的地带，前
方有一块看似像龙的巨大岩
石，拔地而起，丈许有余，人们
称此地为老龙角。传说以前在
老龙角这里生长着一棵硕大无
比的桂花树，也有人说桂山由
此而得名。

这棵古老的桂花树，根深

叶茂，葱郁旺盛，树冠呈开心形
状，看着像一把撑开的倒立的
巨伞，遮地达半亩有余，这在当
时也是桂山的一大奇特景观。
每年八月，金桂花开，香飘数
里。每逢八月十五，中秋佳节，
一轮明月从小桂山和二桂山之
间的山后冉冉升起。圆月落在
桂花丛中，绿树圆月，花香月
明，金光四射，烘托起一大靓丽
的景观。民间素有桂山“桂花托
月”之说。笔者家乡就在桂山脚
下，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讲桂山

“桂花托月”的故事。中秋之夜，
吃着月饼，赏着圆月，听母亲讲
月宫“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
刚伐桂，酿造桂花酒”的故事。
母亲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着天
上人间的美丽传说。我们听得
津津有味，如痴如醉。

桂山这棵桂花树，是不是

当年月寒宫里吴刚酿造桂花酒
的姊妹树，我们不得而知。有人
说吴刚知道人间没有桂花树，
就在八月十六的夜晚，偷偷地
把桂树的种子，用一片桂树叶
裹好，从月宫里抖落下来，传到
人间，才有了今天的桂花树和
桂花酒。所以民间有着“月宫赏
桂子”的传说。这样说来，桂山
上的这棵桂花王，很有可能就
是吴刚赐给人间的桂花树了。
传说归传说，不过，八月十五中
秋佳节，是人间天堂，游子回家
省亲团圆的日子。这一夜月落
桂山，月栖桂树，肯定是嫦娥寂
寞了，吴刚疲乏了，玉兔思乡
了。所以他们结伴到人间走亲
戚，送礼品，聚团圆来了。他们
给人间送来了明亮的圆月，桂
花的芳香，月宫的故事。

据传说，“桂花托月”这一

奇特的景观，我国江南百姓都
可看到，因为旧时的习俗，南
方每家每户的水缸都摆放在
院子里，所以他们历年来也从
未错过八月十五中秋之夜，水
缸中观赏桂山“桂花托月”这
一动人的时刻，这一美妙的景
观。相传清朝康熙年间，某年
中秋之夜，康熙皇帝在乾清宫
宴请文武百官大臣，品酒赏
月，喜庆这祥和盛平之年的中
秋佳节，康熙帝与众大臣举杯
交盏，开怀畅饮，偶在金杯玉
盏之中看到“桂花托月”这一
景观，当时就惊叹不已。即命
钦差大臣寻访此景观之所在。
而后得知详情，一道圣旨派遣
工部分管林木花卉司官员，立
即赶往山东宁海州属地桂山，
将这棵千年桂花树移植于北
京皇家行宫颐和园。

山山地地苹苹果果红红

牟洪涛

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我
踏上了回乡之路，当我穿行在
胶东屋脊，放眼于栖霞大地，山
山峁峁、沟沟岔岔之中，红苹果
争相斗艳，沉甸甸的压弯了枝
头，家乡情愫一下被点燃。

绵延起伏的山岭，视野所
及的山坡上，摘下了纸袋的一
颗颗苹果，似出阁的大家闺秀，
露出了她美丽的倩容，阳光把
她的脸抹红。涨红脸的苹果，彤

红的、条红的、浅红的、粉红的、
淡红的……色泽各异的红苹果
炫耀着她的成熟，放射着耀眼
的光，弥漫着诱人的香，红遍了
山野，红透了人心，给人以美的
享受。红苹果浸染出来的秋天，
是那样的艳丽，招人喜爱，是那
样撩拨人心，给我以无限有遐
思！

栖霞，地处胶东半岛中心
位置，境内群山起伏，丘岭连
绵，素有“胶东屋脊”之称。这里
海拔适中，光照充足，昼夜温差

大。得山地之利，发展苹果产业
的条件得天独厚，是世界上最
适宜苹果生长的地区之一，栽
培苹果已有100多年历史。山地
红苹果，品质优良、色泽艳丽、
形正个大、皮薄肉细、汁多味
浓、清脆香甜，人体所需各种营
养元素极为丰富，是果中之瑰
宝，在国内外市场享有极高的
声誉。

在栖霞，苹果种植面积已
达到了 1 0 0万亩，年产优质苹
果200多万吨，62 . 6万人口中，
农民收入的85%来自果业，这
里是地地道道的苹果之都。金
秋时节，走进栖霞就走入了苹
果世界，不管你走到哪个村，
爬上哪道梁，最耀眼、最美丽、
最让人眼馋和兴奋的就是山
地红苹果，令人眼花缭乱，目
不暇接，到处是采摘、运送、洽
谈和品尝苹果的场面。红苹果
点燃了胶东屋脊上乡亲们勤
劳致富的激情，奠定了求富
裕、奔小康的根基。苹果是一
年更比一年红，勤劳朴实栖霞
人民的生活也是一年更比一

年强！
在全国北方最大的苹果

批发市场蛇窝泊镇，四面八方
的客商像候鸟一样，在这苹果
采摘时节而至。看吧，一辆辆
农用车上拉的全是个大、体
圆、味甜的红彤彤的优质苹
果，最靓丽的风景线从交易中
心一直延伸到各个村落。果农
们笑了，笑得是那样爽朗、甜
蜜；果农们忙了，忙得是那样
惬意，虽说是忙得两手不得
闲，内心却透着甜。摘下来，送
出去的是甜，得到手，揣进兜
里的是钱，有谁能不高兴、不
欣喜呢？我的心绪像满山红苹
果一样，也放着光含着甜。为
漫山遍野的红苹果赞叹，为喜
获丰收的果农高兴。

苹果红透山山岭岭，甜蜜
溢满家家户户。虽说家乡之行
已经过去数日，但是，回想起来
仍然是眼前闪现着红光，心里
盛满了甜蜜。我明白，我一直都
在深深地热爱着我的故乡———
苹果之都。看遍天下秋日美景，
哪里也不如我心中的栖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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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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