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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

养马岛一名其实只是清代以
来的俗称，它的本名叫做莒岛。岛
东南方向陆地上傍海有个村子，
叫莒城。莒岛与莒城在地理和名
称上都存在着对应关系，它们当
初究竟因何命名？

话说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吞
并周边邻国后，将原西部邻国遗
民如牟人迁往齐国东部边境，而
将原东部邻国遗民如莱人迁往其
西部边境。有人推测，莒城和莒岛
很可能是当时莒人东迁后的一个
定居点。然而，终究是因为时间久
远的关系，难有文献和考古发现
的证明。

莒岛后被俗称为养马岛有两
层原因。首先是岛上确可能曾经

养马。胶东海岛中的荒地被作为
马场，有实例可征，如黄县的屺坶
岛，明代永乐年间曾有几十倾土
地被赐给山东备倭都指挥使卫青
作牧马场。养马岛内的村子“马埠
崖”，其地水深岸阔，而地名又很
像是装运马匹的埠头。在清代马
场废弃后，还能延续养马岛的名
字，则可能要归因于始皇帝的影
响力了。牟平城东四十里有系马
山，北宋太平寰宇记云：“古老相
传：始皇游此山，揽草系马，至今
山中草春生，并皆垂屈，若人系结
之状，俗云系马础。”养马岛对岸
戏山，明代焦志又称为憩山，传说
始皇帝曾在此驻跸，故名。到了清
同治重修州志，恐怕是由其近傍
的“养马”岛名产生灵感，人们把
系马山的传说移植到戏山，于是

戏山又被改为系山，秦皇系马；反
过来，养马岛秦皇牧马，也就是自
然而然的事情了。这样，养马岛虽
然再不曾养马，可这一名称却经
由秦皇牧马的传说而在民间记忆
中永久地固定下来。

养马岛又被当地人叫做“象
岛”，岛东北隅海中，有一块巨大
的礁石，像一头饮水的大象，故
名。

地方文献记载的莒岛最早的
历史事件发生在金朝末年，自杨
安儿率领红袄军进入登莱地区开
始，流寇、官兵、地方割据势力互
相攻伐，半岛充满杀掠和相伴生
的饥馑。有海水阻隔的莒岛便成
为宁海州人躲避兵燹的绝好场
所。此时，一位十几岁的少年应势
而生，担负起了率众保卫莒岛的

重任。少年英雄名叫孙海，可惜因
为时代久远，记载太简略，对他没
有细致描述，只说他“聪明勇捷”，
才十七岁就以军功任牟平县令，
累迁至宁海州同知。

岛上历史人物还有明代的张
惠。张惠，字天泽，养马岛西张家
庄人。弘治乙丑进士，历陕西咸宁
知县，工部主事。嘉靖二年以郎中
升河南彰德府知府。为人“赋性廉
峻，不畏强御”，奏革辖境内临漳
王府镇国将军禄米三分之一，谪
其家人七人充边。然而得罪了藩
王的张惠也被降职为河东盐运同
知，在愤恚中去世。

窃以为，我们该为之塑像纪
念的应是这样土生土长的优秀人
物、海岛的守护者，而不是某某帝
王虚无缥缈的神马。

□刘文权

安全港，渔家称口子，它是渔
船团圆的大家庭。它把风险锁在门
外，又把太平揽在怀中。口子不仅
给渔船入了保险，又把人心拢到一
块。在岛上，只要说修口子，即使退
了休的老渔民也都自愿解囊相助。

口子是神圣的，渔家总是从这
里载着希望出海，又在这里卸下丰
收的喜悦。这方招财进宝的吉宅福
地，决不允许邪恶与晦气来玷污，
誓不让灾祸去沾边。岛上人，不定
期地举行镇口子仪式，已成渔俗。

2003年农历正月二十九，长岛
县大钦岛东村安全港是一片沸腾
的海洋。这个口子，呈“6”字形，可
谓四面风能防，八面风不犯，是全
村第二个“家”。这天上午，全村所
有的船，不论是大马力钢壳船、小
马力机帆船、登陆运输船、养殖拖
头船还是值班的哨船、护海的警
船、潜水的大头船，就连钓鱼下笼

的尾挂机船和小舢板也不缺席。船
不分大小，职不论高低，都要来沾
一沾“镇口子”的光，来显一显渔家
的威。

大中型船，每船必备鞭炮1万
响，多者不限；小型船，自愿量力，
数量不拘。对于这不成文的民约，
渔家宁多勿少，都想为自家船争
光。全村大小渔船备足了120万响
的鞭炮，岛里商店供不应求，有的
到县城或蓬莱、烟台去买响。

这天8时许，口里的渔船挤得无
缝插针。大船上，升起了国旗，挂上了
大吊子；中小型渔船，插满了彩旗，系
上了红布条幅。一挂挂鞭炮，拉在桅
顶，挑在杆头，宛如一道道红瀑，飞流
直下。经过冬闲坞修和油刷的渔船焕
然一新，在大福字与春联的映衬下，
港内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全村妇孺童
叟，不约而至，坝沿上的人墙把口子
围得水泄不通。

镇口子仪式在一阵喧闹的锣
鼓声中开始了。这锣鼓家什有好几

套。先是不紧不慢，后是紧锣密鼓。
那催阵的战鼓敲得海水震颤，击得
环山回应。锣鼓止，主持人宣布“洒
红”开始。只见一个彪汉，身着红
衣、腰系红带、一手操刀，将一只大
红公鸡就地宰杀。紧接着，他提鸡
沿着口子坝边环跑，所经之处，观
众让路，殷红的鸡血滴成一条红珠
链，欲将整个口子“封锁”。待首尾
相衔时，一声“领炮”骤响，此刻，所
有渔船的鞭炮一齐点燃。

桅顶炸出了光，飞起了红；天
上，回荡着响，弥漫着烟。一股股浓
烈的火药味，扑鼻呛嗓。节日里的
鞭炮，是噼里啪啦，此刻的鞭炮，是
万尾轰鸣。这震耳欲聋的爆响，没
有间隙，没有断续，像万头雄狮怒
吼，似巨浪拍岸惊人。这撼动天地
的声浪，伴随着渔家对妖魔鬼怪的
诅咒，寄托着对未来吉祥的渴望。
镇口子的鞭炮是一场惊魂动魄的
春雷，它炸走了村民的心头恨，迎
来了渔家的开门红。

由于口子背后环山，港内拢
音，鞭炮的炸声回响，所有围观者
都掩耳闭目，心被揪到一起，任凭
声浪肆虐。尽管听觉一时受到刺
击，可渔家心里明白：这是正月里
的吉响，早春的雷动。烟雾带走了
恶魔，鞭骸红满了口子，渔家的心
连同口子的污浊，得到一次彻底的
大清扫。

原来，安全港在去年秋天曾被
一股晦气所污。那是一个外雇工因
醉酒猝死在一只船的舱内，经多日
寻找，尸体才被发现。这一不吉之
兆，正值秋汛旺季，引起渔家的忌
讳与诅咒。多年来，渔家有个定俗，
大凡在海上罹难的，装回的尸首均
在沙滩上处理，口子里，决不允许

“丧门神”入关。
民尊则神，民护则灵。大钦岛

东村安全港，是渔家的聚宝盆。渔
家相信，经过“镇口子”的洗礼，这
聚宝盆会按着村民的意愿，春藏
金、秋纳银，满盆生辉。

海上渔俗镇口子

□陈文念

登州古城牌坊众多，共计
53座，其中陈氏家族就有9座，
约占五分之一，现在就说三牌
坊。

登州曾有一条古街，人们
称为“三盘口”或“三排口”，其
实，它的真实叫法应为“三牌
口”。“三牌口”之说，起源明
朝，它是依本街三座牌坊的出
口而得名。

明弘治甲子年(1504年)东
陈家陈善之子陈鼎在乡试中
中举，并名列第一，俗称“解
元”，也称“经魁”，后于弘治乙
丑年(1505年)中进士。陈鼎之
子陈其学则在明嘉靖辛卯年
( 1531年 )乡试中中举人第一
名，明嘉靖甲辰年(1544年)中
进士，因而有父子进士、父子
经魁之说。于是，他们曾居住
过的街路便被人们称为“经魁
街”、“聚魁街”。官府为褒扬先
进，鼓励人们读书取仕，就先
后在街上建了两座牌坊，是为

“父子进士坊”，“父子经魁
坊”。

陈鼎、陈其学父子二人曾
先后在明弘治、正德、嘉靖、隆
庆、万历五朝任制。

陈鼎初在朝中任“给事
中”，因弹劾大太监廖堂之子
廖凯，获罪于廖堂、刘瑾之流，
遭陷入狱。幸获兵部尚书王守
仁、礼部尚书杨一清上书力
保，才将陈鼎削职为民。回乡
十年，嘉靖复出，不但平定了
商洛之乱，还两控边陲，抚驭
西宁，西出大漠之哈密达九年
之久。后升为浙江按察史，再
升为南京应天府尹而卒。

陈其学在朝为都御史，巡
按湖广、两淮，因诛李总兵，弹
劾锦衣卫都督陆炳而获罪于
严嵩、陆炳之奸佞，戍边大西
北二十五年之久。由“佥事”升
为千大都督、兵部左右侍郎、
右都御史、刑部尚书。

父子二人戍边卫国长达
32年，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对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立下汗马功劳。

明王朝为表彰陈鼎父子
的功勋，在陈家居地纱帽街之
北，沿经魁街又建了一座“恩
荣坊”，这三座牌坊的出口处
即被人们称为“三牌口”。今三
座牌坊已不存。

养马岛名的来历

□于华

我领着老婆孩子到商场买衣
裳。在商场门口，孩子看见有人在
卖热奶油爆米花，嚷嚷着买了一
大包给他。看见孩子抓起一大把
爆米花塞进嘴里，没勾起我的馋
虫，反而勾起了我小时候对爆米
花的回忆。

那时候，营房家属区门前只
要传来“爆爆米花啦”的吆喝声，
孩子的耳根立马竖起来了。先是
飞快地到大门口瞅个仔细，再“刺
溜”一转身飞快地跑回家。不一
会，只见手里或端或捧着一个瓢，
瓢下再垫个白色的布袋子，三五
成群结伴地聚集到传来吆喝声的
门前的小推车旁。不一会，小推车
就长出一条长长的尾巴来。

这个时候，孩子们才互相瞅
瞅别人都来爆什么米花。只见瓢
里碗里有的盛着白花花的大米，
有的盛着黄橙橙的玉米粒。个别
小孩手里还有一个小纸包，那里
面包着一点糖精。那时候糖得定
量供应，甭管白糖还是冰糖，都是
稀罕货，可糖精不稀罕，虽说糖精
有甜味，但我打小就对糖精没啥
好感，因为它太甜了，甜得咂舌，
除了蒸发糕添加糖精在外，似乎
最大的作用就是在爆爆米花时能
用点。

那个吆喝爆爆米花的人，是

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汉子。只见
他从一辆小推车上面卸下来一台
黑乎乎的爆米花机，一尊锈迹斑
斑的小铁炉子和一个破旧的木制
的手拉风箱，还有一袋脏兮兮的
麻包被解开绳，散露出一些小煤
块来。先用铁架子安装固定好爆
米花机，机子下面摆着铁炉子，炉
子里面装着木柴煤块，最后再用
铁皮管把风箱和炉子连接上，就
开始点起火来。火苗一蹿，孩子的
欲望也跟着燃烧起来。

排到第一名的孩子，是最幸运
的。因为他将第一个品尝到心目中的
美味。孩子把小瓢递给中年汉子，满
瓢的玉米粒被倒进爆米花机，倒进那
个黑乎乎鼓溜溜的肚子里。汉子用力
把爆米花机盖子一扣，再架设到铁架
上，猛力拉起风匣子往炉膛里鼓起
风，火越烧越旺。汉子慢悠悠地摇转
着机身，孩子们眼巴巴地瞅着，耐着
性子等着。孩子对机器鼓溜溜的身段
充满好奇，那么狭小的肚子，咋会蹦
出那么一大堆的米花呢？所以能够爆
爆米花的人，在孩子眼里就跟孙悟空
一样，都是神奇人物。

十几分钟的光景，汉子瞅瞅
摇把上的仪表，停住火，再把机子
从炉子上取下来，挪移到一个长
长的面口袋里。这时，是孩子最紧
张最害怕但也最期盼的时刻，大
家伙纷纷捂住耳朵眼，侧着脸眯
着眼盯着汉子的一举一动。个别

胆小的孩子会跑出十来米远，生
怕那声爆响会崩坏自己。

汉子用脚踩了一下机子的开
关，只听“嘭”一声巨响，一股热浪
窜进细长的面袋子里，紧接烤玉
米的香气就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尽管捂紧了耳朵的孩子，依
然被吓了一大跳。响声过后，孩子
赶紧撑开自己的面口袋子，凑上
前来。汉子拎着细长面袋子，把里
面的东西倒进孩子的口袋中。贪
嘴的孩子，掏出一把米花塞进嘴
里，拎着一大袋子的爆米花转身
就想走。汉子见状，假装生气呵斥
道：“你给钱了吗？想跑啊？看俺不
扇你两撇子！叫你记吃不记打！”

孩子这才想起来，自己光知道吃，
却忘了掏钱，给心目中的孙悟空
支付劳务费了。

看到这个家伙的囧样，其他
围观的孩子们哈哈大笑。笑声逗
惹得一颗颗玉米粒也裂开嘴笑了
起来。

“嘭”、“嘭”的响声，让孩子们
手里的袋子盛满了快乐。即使是
日子再艰苦，只要捧出一小把爆
米花，慢慢地品尝，细细地咀嚼，
幸福的感觉溢满了舌尖。

那时的生活是如此的简单。
现在想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遗
憾，因为生活越简单，才越能寻觅
到幸福的真谛。

回忆儿时爆米花

话说三牌口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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