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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我可能
不会来到这里。且不说烟台市，就
是其所在的牟平区可以游览的地
方太多了，如有“小马尔代夫”之称
的养马岛、海上仙山昆嵛山、风景
如画的鱼鸟河。也不说外地人，我
猜想许多烟台人也和我一样，怎么
会毫无缘由地来到一个默默无闻
的偏僻小山村呢？

春夏之交的一次采风活动，我
与友人走进了卧龙堡。卧龙堡位
于牟平区龙泉镇驻地东南，有据可
查的历史是在清朝乾隆年间，文登
大水泊村孙姓迁入此地建村。这
里是烟台市牟平区与威海市文登
区的分界岭，两市的界牌就立在村
东公路的坡上。两地相距仅有一
公里，但口音、习俗各异，天气也不
一样，山那边晴空万里，山这边却
是大雾弥漫，真的很神奇。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小小的
山村还有许多神奇的地方。卧龙
堡四面环山，属于昆嵛山的余脉，
大小不一的山头环绕在村庄周围，
虽然比不上名山大川的气派，但奇
峰罗列，奇隽清秀，令人赏心悦目。

村北的山名曰观落顶，高约
500米，夕阳西下时，落日景象美不
胜收。村西有两座山，比较低矮的
叫鼠尾山，另一座叫父子山，两座
山远望近观变化多端，颇有一番情
趣。村东的山高约400米，名曰东
大份。据说古时有兄弟分家，老大
分得了村东的山，由此山被称为东
大份，山下是层层梯田，山上是茂
密的树林。村南有三座山头并排
耸立，当地人称之为三角山，又叫
笔架山，还有一个更美的名字——
卧龙山。卧龙山东西走向，蜿蜒起
伏约有5公里，正东方酷似龙头，有
个山洞似龙嘴，洞深一米多，可坐四
人。村名曰卧龙堡，想必是古人借
山势隐喻此地藏龙卧虎，必出杰出
人才吧。

据方志记载，卧龙堡是古驿道
的必经之地。在卧龙山上有一条
S形的山道，蜿蜒于崇山峻岭中，
景色旖旎，别有风光。《牟平县志》
有“相传秦始皇东游，修辇道于其
上”的记载，故而得名辇道。辇道
何以修在山顶？传说是秦始皇为
了躲避刺杀的缘故，也有说是为
了驻跸观赏这里美丽的风光。这
里涉及卧龙堡的“堡”字来历：一
说是，古代帝王的辇道一般修在
驿道上，驿道设有急递铺，“铺”即

“堡”，故有卧龙堡之称；另一说是
村东有一处大土墩，是古代的烽
火台，“堡”是屯兵的地方，因此得
名。两种说法似乎都有些道理，
不论哪种说法，都说明卧龙堡的
历史十分悠久。

卧龙堡的山上多奇石，奇形怪
状，奇瑰多姿，均是大自然鬼斧神
工的杰作。东大份山顶北侧的巨
石名曰雕窝石，一只雄鹰俯卧其
上，昂首注视远方，仿佛即将展翅
高飞；南侧一石擎天，名曰天柱石，
昂首苍穹，直插云天。小天山“人
石梁”四五米高的岩石上，耸立着

一块酷似老人的巨石。可惜的是，
上世纪70年代石头的“头部”被雷
电击落，只剩下身体如无首的刑天
般屹立在那里。小天山上栩栩如
生的神龟石静卧在山梁上，千百年
来为这里的人们祈福。卧龙山上
仰天长啸的雄狮石，不分昼夜地守
护着村庄。

这里的石头端的是天工之作，
非人工可以比拟，每块石头都有自
己的动人故事……

卧龙堡掩映在青山绿树之中，
高大的松树、杨树、楸树、皂角树遮
天蔽日、如罩似伞，耸立在村庄的
路旁、田头，就连房前屋后的香椿、
苹果、柿子、板栗，因护养日久，树
本也十分粗大，不是一般常见的矮
树细枝、弱不禁风的样子。村中一
株70多年的参天水杉，我们拉手
测了一下，竟然有两人合抱之粗。
村民耿世超的庭院里有一株近百
年的桂花，每当花开便香溢四野，
有人出高价收购，他予以婉拒。
村民孙吉永，今年70多岁了，多年
前他就在村边自筹资金建了一处
生态园，除了给城市绿化提供苗
木外，更多的是保护收养了许多
稀有树种和古树，比如他种养的
黄连茶树已有100多年的树龄，十
分珍贵。

当然了，爱树护树仅仅依靠村
民自觉远远不够，村里还制定了村
规民约，凡在村庄范围内所有的树
木，除了庭院内的树木由个人处置
外，包括房前屋后的树木，不经村
委批准，任何人不得砍伐。

卧龙堡虽然坐落在山区，但并
不缺水，这里的山泉水犹如大自然
的琼浆，滋养着这里的村民、土地
和万物。

村支书带领我们沿着山路，向
东大份山攀爬，沿路层层梯田的田
头都有自来水水闸，我们十分好
奇，询问田头的自来水来自哪里。
村支书卖关子说，一会儿就知道
了。等爬到半山腰，看到平坦处修
建了一座四四方方的石砌平塘。
村支书告诉我们，这座平塘与别处
的不同，其水源来自四周的山泉
水，平塘的水管与田间的水管连
接，即是田头自来水的水源。此时
我们才恍然大悟。

这里的葡萄、苹果、大樱桃竟
然是喝山泉水长大的，难怪人们说
风味独特，口感极佳，一到收获季
节就被抢购一空。再看眼前的小
麦、蔬菜，长势也十分旺盛，不同于
一般山耩地的作物。多余的山泉
水随着山沟淌入山下的雨夼河，再
汇入汉河，成为两条河流的源头。

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
海拔约400米的东大份山巅的雕
窝石中，竟然有泉水长年汩汩流
淌，从不干涸。村民从雕窝石下安
装水管通到家里，用来做饭、沏茶，
味道格外香甜可口。

卧龙堡啊，真是好地方！山
奇、石奇、树奇、水奇，奇景、奇观、
奇异、奇美，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啊！

在昆嵛山西麓的大山皱褶里，有一个不
起眼的小山村——龙泉镇孔庄村，村子不大，
共有40多户人家，但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宜
人，仿佛世外桃源。

村庄四面环山，南面两山相对峙，山头上
矗立着一块巨石，远远望去，像是一名身披斗
篷、手持利剑的将军，这个山谷便是“将军
谷”。经过几年的打造，这里已经成为“国家
级AAA级旅游景区”。

春深夏浅的季节，我走进了这里，举目望
去，浓郁葱茏塞满了眼睛。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两旁是大片的苹果树，叶子青翠欲滴，幼果缀满
枝头。尚未成熟的杏子，像一颗颗璀璨的明
珠，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它们轻轻摇曳着，仿佛
在欢迎人们的到来。我忍不住摘了一颗尝了
尝，有点酸涩还有点甜，是小时候喜欢的味道。

山坡上、地堰边成片的香椿树，枝杈伸向
空中，枝头长满嫩芽，微风吹拂，飘来阵阵清
香。香椿芽是胶东美食，民谚“三月八，吃椿
芽”，说的是谷雨前后的香椿芽最为鲜嫩可
口。虽然已过时节，但正在地头劳作的老乡依
然很热情，伸手从高处扳弯了树枝，边摘香椿
芽边说：“多的是，根本吃不完，你带回去尝尝。”

谷雨后播种的花生和春玉米蓄势待发，
几棵着急的幼苗已经崭露头角，从黄土地里
探出了头。崖边木屋旁，开满了我叫不出名字
的野花，一丛丛一簇簇，不仅有点“乱花渐欲迷
人眼”，还给乡村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一条条小溪唱着歌儿从“将军谷”山顶流
下，汇成清澈的小河。山塑其形，水美其神。
小河清澈柔美，蜿蜒而过，把村庄装扮出江南
的韵致。

村民们建起两座蓄水池，家家户户通上
了自来水，日常就饮用纯天然泉水，也常有城
里人提着桶来到山里，装满泉水回家泡茶。
我捧起喝了一口，水质柔滑，有甘甜的味道。

白墙青瓦的民居依山势而建，山墙上涂
着各种卡通画或者宣传语，使村庄充满了生
气。街角巷尾，门前屋后，绿树成荫，花开浪漫，
点缀着一座座农家小院。田园诗画般的优美
环境，增添了乡村的魅力，那一间间民宿格外
显眼，正翘首等待着周末放飞心情的人们。

据史料记载，昆嵛山是胶东的革命摇篮，
因地势险要，孔庄村曾是军事要地。“将军谷”
崖底有一个大山洞，洞很深，洞底是一块平
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驻扎着一支八路
军队伍，他们浴血奋战，组织群众进行反扫荡
斗争。老百姓亲切地称大山洞为“八路洞”。
如今，每到清明节，村民都会自发地在洞口摆
上很多鲜花，祭奠革命英雄。

村头的村史馆吸引了我。说是村史馆，
其实是上个世纪的地瓜窖改建的。地瓜窖有
三排。走进第一排，陈列着村民修山路以及
耕种时使用过的传统农用器具、手推式玉米
播种机、铧式犁、振动盘……老物件诉说着当
年的艰苦奋斗史。

“将军谷”景区内有上千亩山岚，长满山
苜楂、苋菜等野菜，因其绿色、健康的特性，备
受游客的喜爱。村里还盛产大樱桃、富士苹
果、山珍、药材、西瓜、甜瓜、绿茶、有机蔬菜等
优质农副产品。每年果蔬成熟之际，会吸引
无数的游客来此游玩，乐而忘返。

安静的农家院里，不时传来一阵阵欢声
笑语，循声走进木栅栏围成的小院，恰遇作家
来村庄创作采风。我也加入其中，围坐在石
桌旁，兴致勃勃地同村民们谈天说地，品茶聊
天，共话山乡巨变。在这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里，村边的河水静静地流淌，河边的村民平凡
朴实，他们正以饱满的热情，走在乡村振兴的
大道上……

卧龙堡记卧龙堡记
燕台石燕台石

印象孔庄村印象孔庄村
王功良王功良

孩子，我还是决定和你唠叨几句

昨晚的饭桌上
丰盛的饭菜是你孝心的表达
吃饭时我又一次翻出“老皇历”
说起祖宗留下的话
读书继世，宽厚传家

我说这些话时
你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饭后你妈妈埋怨我
这种场合不该总提这样的话

作为爸爸，我想说
我有责任用祖宗的教导敲打你

想了一夜，我很害怕
我决定把《李氏家谱》交给你
明天出远门时一定带上
希望你忙里偷闲好好看看它

孩子，其实我和你妈
这一把年纪，吃啥穿啥都不重要
只想让你记住——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
本分守正，做个好人

与十五的满月相比
十三的月亮只能算
小满
可毕竟也是快圆了
凉地的樱桃正待上市
大田的小麦已经灌浆
此时的小满
不仅仅是一个节气
它还在提示你——
越是靠近成功
越不能骄傲自满
一次狂风、一场暴雨
就会熄灭你心中
好不容易点亮的灯盏
小满，加油

初夏的午后
郁金香绽放得很安静
优雅的色彩
尽显高贵的品行

不求人知，不求人赏
静静地等待属于自己的时刻
微风时
它摇曳像一位少女
风才知道它的秘密

风停
它是一尊花的雕塑
不张扬、不浓烈
默默地展示它的美丽
让人无法忽视

小满
邓兆文

与子书
东西

午后的郁金香
刘继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