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天鹅鹅湖湖畔畔洗洗心心尘尘
【半岛环游】

柳华东

栖霞臧家庄镇西1 . 5公里
处有一处土丘，土丘上果林片
片，绿意盎然。向南一望，无际
的绿色原野展现在眼前，仿佛
一片绿海，而这座土丘正是这
片绿海涌起的一个浪头。但这
座土丘的迷人之处还不仅仅
在它的浓浓绿意，而是这座土
丘的名字——— 马陵冢。

顾名思义，这是一座巨大
的坟茔，其南的马陵冢村正是
据此而得名。马陵冢的现状，
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造大寨田
时的杰作，人们用这座土墓就
地造出了几十亩良田，如今则
都成为了果园。

据老人们讲，当年的马陵
冢，底面呈长方形，东西约50

米，南北有30米。向上呈棱台，

顶面宽近10

米，长有 2 0

米，高足够
1 0 米。大冢
四角，各有
一 圆 形 小
冢，直径可
达 九 米 左
右，上为土
顶，下有砖
结构，侧有
石门。

如此规
模的土墓，
南来北往的

人们远远就能看见它高耸的身
影。当年丛生的野草把它装点
成一道绿屏，挂在天地之间。

马陵冢历史悠久，悠久得
让人说不清它的来龙去脉，考
古学者也只是笼统地说这是
一座汉墓。于是久远的历史又
给它平添了那么多的神奇与
传说。

当地流传，当年蜀国大将
马超死后曾造四十疑冢，遍布
天下，以惑人耳目，马陵冢即
是其中一墓。至于蜀国的马超
如何能将墓筑于曹魏的天下，
却无人考究了。

也有人说，当年曾有一位
德高望重的马姓将军战死于
此，其手下千万将士人手一掊
土，硬是为这位横刀立马的将
军筑起了这座巨大的土墓马
陵冢。更神奇的说法是，当年

的墓并不大，只是感应了神
灵，土坟自己一夜之间长成了
今 天 这 样 一 座 巨 大 的 马 陵
冢……

传奇为人们平添了许多
遐想，不知从何时起，就有传
言说这墓下有不尽的宝藏。当
年就曾有一支国民党部队在
此驻扎数日，行动鬼鬼祟祟。
当时人们都蒙在鼓里，直到修
大寨田拆墓时，人们才恍然大
悟，原来墓内早用军镐凿出一
条穿透马陵冢的隧道——— 当
年的国军原来干着盗墓的勾
当。

建于明代中叶的马陵冢
村，因墓而名，这在全国都是
少见的。该村的一个古老风
俗，也颇耐人寻味：在马陵冢
未被建成大寨田之前，每年端
午，吃了粽子后，全村不分男
女老幼，都要到冢顶跑跑、走
走，据说如此可以辟邪延寿，
对治腰疼尤其有效！这个风俗
也只此一村所有，形成时间缘
由都久不可考。

至今，当你踏上马陵冢这
片土地时，还会有人热情地提
醒你：这是一片风水宝地呢！
不信？马陵冢村曾出过一家大
地主，现存的李氏庄园规模仅
次于牟氏庄园，村里的人们至
今富得流油呢！

村民那诚挚的眼神会使
你不由地受到感染：这真是一
片神奇的土地。

马马陵陵冢冢，，一一片片神神奇奇的的土土地地

【典故传说】

芝罘海湾
于大卫

航拍清晰，这里旺盛着一枚灵芝
修长的白颈连着丰腴的半岛乳房
灵芝伸进翻滚涌动的大海
冠状伞下围护着静谧的湛蓝

一座苍翠的灯塔山遥对灵芝伞
两臂襟抱，碧波荡漾
开领风气之先
舰船风帆接踵泊进温馨太平湾
大洋明信片笺公开透明
横跨穿越，深探这里的历史
从此始用史记秦皇的御笔钤

这方水土鲜美了芝罘的海味
这片海湾清纯了芝罘的方言
这里的热血 脊梁
这里的淳朴 和美
这里的顽强 人脉
开创成长了芝罘别样天

花边庄的世界
于大卫

一条滨海的马路
很少见过赶车的马夫
竟然牵动着大洋英伦的燕尾服
国际市场赏识这里的抽纱技艺
一夜间 中外花边在这里绘图
百家商号迎着轮船气笛启航
花边庄商埠的品牌闪亮西方商场
芝罘之路飞出一只开放的凤雏

联袂构筑教堂 医院 学校 民居
日用百货热闹了霓虹商铺
纽约第五大道商场向这里频发文书
不可小觑这条马路 至今
世界博览历数着芝罘花边珍珠

【芝罘景观】

宋芳章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
桃，绿了芭蕉。不知不觉中来到
烟台已经三年了。从19岁到21

岁，人生中最美的三年我在烟
台，很想对它说在最美的时光遇
见你，爱上你是一件及其容易的
事，没有预兆，没有迟疑。

刚开始来烟台，第一件事就
是到海边看朝阳与落日，感觉海
特别神圣，那么蓝，那么远，看着
在海边拍婚纱的新婚夫妇们，我
也希望有一天有一人把我收藏
好，妥善安放，细心保存。免我
惊，免我苦，免我四下流离，免我
无枝可依。于是怀着这样的憧
憬，每星期会去海边两三次，捡
捡贝壳，踩踩沙滩，看看远方的
船。羡慕羡慕走过的情侣，偶尔
会淘气地泼一点水在朋友的身
上，然后开始打闹，在沙滩上写
下想念的词。让烟台的海铭刻我
最美的时光，最动情的年华。

在假期的时候，会想着游游
烟台的景点，想着作为全国十佳
旅游城市，那它的景点一定和我
们的黄果树瀑布一样美，走在通
往烟台山的小巷，同学介绍那是
烟台很古老建筑，看着一栋栋时
光记忆的建筑，会想到当年的烟
台是怎样的繁华。

畅游烟台山，记忆最深的是
各种各样的领事馆，然后是烟台
山的各个小景点。浏览张裕酒
庄，看着各种各样的藏酒，品品
里面的酒。在卡斯特酒庄，看着
那成片的葡萄园，会有很想动手
酿制葡萄酒的冲动。北极星钟
表，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别人
都去爬泰山，而我去爬了昆嵛
山，站在山上，看着远方，你会以
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岛上，白雾缭
绕，海天相接。在最高峰享受胜
利的一刻，923米，我想再高就受
不了了。在下山时，我踩在松软
的土上，不走石梯，也享受了一
次大自然。骑着自行车，逛养马
岛一圈，在路上唱着“让我们红
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那般诗
意盎然，在途中遇到很多同游的
人，都只是烟台的过客。过客匆
匆，不只是留下了我们的脚步，
它铭记了有我们参与的记忆。我
们不只是铭记了烟台的美景，更
留下了美好的心情。

我在想以后如若忆起烟台，
记得的不是景点，而是在我最美
的时光。在最美的时光里我在烟
台的海渴望过我的爱情；思念过
远方我的朋友家人；在昆嵛山瞭

望过我的未来，在卡斯特渴望过
酿制葡萄酒，一切的一切我将留
在我记忆深处，妥善收藏，安放。
任时光乍现还泄，纷纷扰扰。

不知不觉中，韶华已逝，我
即将也会离开，我们为对方留下
的，只是记忆。我即将只能回忆
你，也请你不要忘记我，美丽的
烟台。

【品味生活】

爱爱在在烟烟台台

难难以以离离开开

梧桐生

中午在温泉汤吃了碗面
条，便从省道绕双四夼去泊于，
墨黑的松林还有利落的落叶
林，时常相间地出现在道路两
侧。午后的冬阳很是温暖，这段
旅程好不惬意！遇见一位大哥
背着从山上套的一只野兔下
山，正要打招呼的时候，又有一
只野山鸡从雪窝子里飞出，扑
愣愣去了山那边……

为了能在太阳下山前赶到
天鹅湖，在泊于拦下了一辆回
程的出租车，30元车费把我送
到了保护大天鹅的民间志愿者
袁学顺先生家。我和老袁聊了
起来。袁先生头发花白凌乱，眼
光犀利而坚定，谈到大天鹅保
护时他情绪很激动。他说人类
标榜的所谓科学都在不自觉地
破坏着大自然。石油煤炭的燃
烧是在对地球的敲骨吸髓，风
力发电对于人类而言是绿色能
源，但是却干扰了大天鹅的正
常行程，高层建筑、灯光、高压

电线、噪音都是天鹅飞行的干
扰因素。在大雾或雨雪天的晚
上，本来都是黑暗的，但是城市
上空却是一片红云，这会让天
鹅分辨不清楚方向。

夕阳西下的时候，老袁给
天鹅投喂玉米，来自全国各地
的摄影发烧友举着长枪短炮，
都在拍着，天鹅离镜头摄像头
却只有一到两米的距离。媒体
也许会渲染这是人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在老袁眼里这是一种
悲哀。老袁说人类在造字的时
候把鹅设置成我鸟，便是和人
类一样平等的生灵。没有人有
权干涉他们的生活，很多摄影
爱好者为了获得好的影像，对
天鹅的生活进行驱闹，打扰了
她们的正常生活。

原来的海岸湿地有很多被
房地产商圈起来，填埋开发了
楼盘，我去天鹅湖的时候，还有
大卡车正在填埋一面四百亩的
水域。老袁自费包一块水域，每
年交六千块钱，每天早晚都去
投喂饲料。老袁说自己两个拎

桶的胳膊几乎要废掉了，风湿
病折磨着他的每一个关节，胃
寒已经是老毛病了。装饲料的
桶上都贴着阿弥陀佛的字，这
些都是募集来的善款购买的。
如果奔着天鹅来开发的楼盘建
起来之后，天鹅却不来了，真是
得不偿失。

我跟老袁说，我跟孩子们
讲课的时候说，将来你们无论
做什么，要想着以自然为本。老
袁说原来保护天鹅就是拿猎
枪，放空枪驱赶她们走，为的是
不让她们受到伤害，现在自己
筹建保护区，是让她们尽量少
受伤害。老袁说自己还有秘密
的保护手段是不会向任何人说
的，恐怕他的手段大家知道后
就会失灵。

走在路上，人们对着老袁
说：“老袁，天鹅为了你都不走
了！”夕阳下，天鹅都在岸边采
食保护天鹅志愿者投喂的饲
料，很多烟墩角的村民也办起
了农家乐，招待各地的摄影者。
现在海边的污染使得大叶藻等

天鹅的食物越来越少，沿海滩
涂的填满使得浅水鱼类也逐渐
消失，也许有一天天鹅不会再
来了。老袁坚持了三十多年，两
代的公益或许会随着大开发而
消失。老袁说天鹅一旦求偶成
功就会坚持一生，我在想，我们
有什么勇气能够像成双的天鹅
一样，几万里的路不离不弃。这
种精神，老袁有，因为他和一种
追求在一起。

明天打算一早就去石岛
的，但是老袁说明天一早要去
喂天鹅，想到他酸痛的胳膊，我
想明早帮他拎一下桶，晚点再
走。

后来，我带领学生再次见
到老袁，他耐心给孩子们讲解
着保护大天鹅的知识，我想这
用脚步走来的自然比书本上应
该真实得多。如今，我在北京的
高中课堂上再次讲起关于老袁
的故事，京城里的孩子们也是
唏嘘不已。甚至有几个孩子吵
着寒假要去看看老袁、看看被
隔离的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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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陵冢如今成了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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