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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修圃

青岛地区看到竹园那是十分
稀罕的。
那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青岛

狮子会友爱分会会长李泽打电话
对我说：“我带你们去看竹园，严格
说那不是竹园，而是竹海，绝对是
世外桃源。”我有点将信将疑，在青
岛住了半个多世纪，哪里听说有竹
园来着，是不是忽悠？但李泽说得
活灵活现，不容你不信。于是，他亲
自开车把我和教育专家钟觉民、作
家孙延明及夫人高学芬等接上车，
便出发了。正是炎热的夏天，能到
凉爽的竹园去玩玩也是一件乐事。
说说笑笑间，就到达了目的

地——— 崂山王哥庄姜家社区。一下
汽车，偌大的竹园一眼望不到边，使
我目瞪口呆。远看像一片青纱帐，但
比青纱帐要高，大约有2米高，郁郁葱
葱的，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走近竹林，
看到细的竹子像高粱秸，粗的有一卡
粗。竹竿挺拔，竹叶青青，夏风吹得沙
沙作响，犹如秦始皇的兵马俑，眼前
马上有一种“车辚辚，马潇潇，行人弓
箭各在腰”的气派，立马心生敬畏。
老板姓姜，四十开外的年纪，

宽额方脸托出一双慈眉善眼，给人
一种福态的印象。他领我们走进竹
林，沿着林中人工修的羊肠小道转
悠。顶上荫天蔽日的竹叶搭建成一
片自然的凉棚，夏风习习，吹在身上
格外凉爽。在林中我看到几个用美
国松木板建造的圆形木屋，恰似草
原的蒙古包。此时，我猛然想起四川
诗人傅仇写的诗《伐木者的小屋》：
伐木者的小屋，
建在密林深处，
身后是茫茫的林海，
屋前跳跃着松鼠。
伐木者的小屋———
一个欢乐的音符，
年轻人的歌声，
引来霞飞旗舞。
伐木者的小屋，

把年轻人的心留住，
让绿色的风，
捎去我对远方恋人的祝福（大

意）。
眼前的意境多么神似啊！
“我们进去喝茶吧。”姜老板一
句话让我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走进
小木屋，大家坐定后，小姐给每人
上了一碗扣碗茶，打开盖，缕缕茶
香飘满小屋，使人欲醉。大家七嘴
八舌地问了老板一些问题。
“不用着急，听我慢慢介绍。”老
板用手划了一个圈说，“1958年，我
们生产大队从南方引进了两个品
种：一是竹子，二是茶。大家‘哈’的
茶就是我们自己栽种的崂山茶。”原
来这一片竹林有40多亩，茶叶30亩，
总共70多亩。几年前，姜老板买下这
片竹林和茶叶的管理权，期限50年。
老板喜欢广交朋友，凡来此地的客
人免费送上一碗热茶。文人墨客多
聚于此，享受茶香和夏日的清凉。大
家听了介绍，无不佩服老板的眼光，
感叹老板的气魄，赞扬老板的奉献。
说实在的，三伏天在竹林里喝

茶聊天别有一种风趣。品着清茶的
幽香，听着飒飒的竹涛，我想到了
清代郑板桥的诗：“衙斋卧听萧萧
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
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是的，一
个县处级干部，总能关心民间疾
苦，时刻想着为民办事，在那个“三
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社会里
是难能可贵的，因此郑板桥的口碑
在山东还是极佳的。当离开竹园的
时候，我回望那片竹林，忽然想到
竹子的精神。竹子虽然肚空，可虚
心向上，永不满足；竹子手拉手团
结一致、欣欣向荣力争上游的精
神，使我肃然起敬。

作者简介：侯修圃，笔名伴农，
散文作家。现任青岛市当代文学创
作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青岛当代
文学》常务副主编。有 8部散文集
问世，并荣获中国当代散文奖和中
国散文华表奖等40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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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挂》 中韩街道华都社区 王云山

□半岛记者 焦红红 整理

很久以前，茫茫东海滩是一眼
望不到边的草原，坐落着48个村疃。
这里的居民生活无忧无虑。谁知这一
年，东海里冒出个有十万年道行的大
鳌鱼，仗着身大力强，经常作害百姓。
王家疃里有对兄妹，哥哥名叫

大智，20岁出头，妹妹叫大勇，刚
满18岁。为解百姓之忧，决定远寻
制伏大鳌鱼之术。等跨过33道河，
越过33道岭，翻过33座山，一位纺
棉花的老妈妈告之，“万人纺的万
斤线拧成白纱绳，能拉动大鳌
鱼。”等跨过66道河，越过66道岭，
翻过 66座山，一个光膀子的铁匠
告之：“万人凑的铁，打把四个尖、
万斤重的钓鱼钩，能钓住那大鳌

鱼。”等跨过99条河，越过99道岭，
翻过 99座山，街头一位穿针引线
掌靴子的老皮匠告之：“用万人凑
的牛皮缝件大牛衣，里头充上万
斤草，做头大假牛当作鱼食，能引
得那大鳌鱼上钩。”
继续赶路，这天，兄妹俩碰见一

个白须、白发、白眉毛，身穿白衣衫
的老人。老人道：“治死鳌鱼，一要有
万人纺的万斤线拧成的白纱绳；二
要有万人凑的万斤铁打的四尖大鱼
钩；三要有万人献的万块牛皮缝的
牛衣做成大草牛；四要有顶天立地、
力能拔山的人。”兄妹俩一齐跪向老
人求告：“老爷爷啊，请您明白告诉
俺，怎么才能找到这样的人？”老人
道：“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诚。你俩
真有诚心为民除害，就背上我老汉
走上千里路。”兄妹俩轮流背起老
人，刚开始觉得足有千斤重，后来每
走一步，身子就长高一尺；每走十
步，力增千钧，各走了500里，兄妹俩

已经长得顶天立地，劲头已力能拔
山了。
当离家只有50里时，背上老人

道：“孩子啊，你俩为民除害的心是
诚的，心诚则灵，赶快回家去治那大
鳌鱼吧！”只听背后“咕咚”一声巨
响，回头一看，一座又高又宽的白石
头大山横倒在西海里，只因这岛是
白衣老人化成的，人们便叫它“人
岛”，后来石头被水浸成灰黑色，改
叫“阴岛”。兄妹俩朝着石岛拜了三
拜，才转身回家。消息传开，48疃的
人齐心协力，材料很快备齐，兄妹俩
用5天5宿，拧了条万斤重20里长的
粗纱绳，又用5天5宿，打造万斤重4
个尖、1个长鼻子的大鱼钩，再用 5
天5宿，把鱼钩包进草里，扎成万斤
大草牛，外边缝上牛皮，连夜把假牛
扛到东海沿上，最后把白纱绳一头
拴在从草牛嘴里伸出的钩鼻子上，
一头俩人紧紧拽着，单等那大鳌鱼
咬钩。

这天是八月十五。日出时分，大
鳌鱼钻出海面，望到海边小山般大
的黄牛时，馋得直淌口水。张开黑洞
洞的大嘴，一口便把那大草牛吞进
肚里。躲在远处的大智、大勇见它
已上钩，便将绳子搭上肩没命地
往上拖。乡亲们也赶来相助，大家
同心协力把大鳌鱼拉上了海滩，
等把白纱绳牢牢拴在那石头岛的
石橛子上后，兄妹俩生怕鳌鱼逃
走，便不顾劳累日夜看守。后来，
大鳌鱼的遗骨化成南北长 30里、
东西宽 30里的一座山，人们称为
“鳌山”，因山势陡险，攀登费力，
人们称之“劳山”，文人写诗留念
时，又在“劳”字边加上“山”字旁，
成了今天的“崂山”。据传，大智和大
勇化成山顶上的两座高峰，分别称
作“巨峰顶”和“美人峰”。
（本文根据《青岛海洋民间故
事》中《东海鳌鱼变崂山》一文整理，
搜集时间1958年3月18日）

东海鳌鱼骨，化身成崂山
[ 史海钩沉 ]

崂山绿石古币系列 民间石雕艺术大师 苏中仓

□半岛记者 焦红红 报道
本报讯 记者获悉，本栏目自

开始征稿至今十余天，已陆续收到
十多位居民投稿，有诗歌、散文、摄
影、书法等多种形式。即日起，这些
作品将择优在本报刊发展示，同时
欢迎更多文艺爱好者加入原创大家
庭，在“民间艺术家”舞台上自由绽

放文艺梦想。据悉，本栏目征集的作
品将定期评选，择优刊登，对优秀者
将给予一定的稿费和精神奖励！
作品形式：小说、摄影、绘画、

书法、原创音乐、原创戏曲、篆刻、
剪纸、刺绣等不限。
作品主题：与崂山区风土人情

相关。
投稿邮箱：

wenrunlaoshan@126 .com。
联系电话：15588691956。

好作品想展示？来这儿圆梦吧

[ 民间艺术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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