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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那位
大胡子先生吟哦着，脚下一滑，石头脱
手落水，激起一朵浪花。

伴随着这个梦，转眼就是千年。
千年以来，苏轼落石的这个海岛，

迎送了无数的日出日落，名字也在鼍
岛、鼍矶、驼基、砣矶中切换。从空中
俯瞰，砣矶岛仿佛两座观音像，安详地
端坐在蔚蓝的大海之中。落石材质青
黑，质地坚硬，因含黄铁矿晶，阳光下
映出点点金星，且纹如雪浪，以之制
砚，被称为“金星雪浪砚”；又因为石质
粗细适中，发墨迅速且细腻，故而是不
可多得的砚材佳品。《砚品》评价：“宋
时即以鼍矶石琢以为砚，色青黑，质坚
细，下墨甚利，其有金星雪浪纹者最
佳，极不易得。”《砚史》更是推崇：“北
方砚材青州红丝，登州鼍矶而已。”乾
隆皇帝偶得一方，欣喜不已，遂赋诗礼
赞：“砣矶石刻五蟠螭，受墨何须夸马
肝。设以诗中例小品，谓同岛瘦与郊
寒。”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砣矶砚曾作
为国礼，蜚声海外。近年来，又被评为
省级非遗，再续传奇。

乱草中的石头知道自己的天赋，
因而特别自爱自惜，护其念，护其身。
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被能工巧匠发现，
甘受雕骨琢肉之苦，只为摆在苏轼、徐
渭等神交知己的案头。由它的砚堂里
润笔的佳墨，都会变成流芳百世的锦
绣文章。它或藏或隐，只在太阳落山
的余晖里，短短闪现自己的光芒，怕落
入凡夫俗子手中，断送了自己的材质
和梦想。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风霜雨雪，
春绿秋黄，有时大雁会从上空飞过，
偶尔也会有狗子在它身上便溺。砣
矶石隐忍、等待在乱草丛中。直到有
一天，机械的轰鸣伴随着颠簸的位
移，它与无数的石块一起被推到海
里，并被层层夯实。海水淹没的那一
刻，它感到了莫名的恐慌——它，一
块砣矶砚石，成为防波堤工程的砂石
填料。

透过涨落的海水仰望，太阳恍惚
变形得不那么真实，砣矶石渐渐变得
绝望。它开始质疑当初的坚持，或许
自己有一万种选择。透过涨落的海
水，看到野草萌发，它会想起《遗垂慈
堂老人》，“置之盆盎中，日与山海对。
明年菖蒲根，连络不可解。”或许，做个
盆景也挺好的，虽然方寸之间，但也有
峙岳临渊的英豪气象，也能赢得国内
外展览会上一声赞叹。

透过涨落的海水，听见草蜢弹曲，

它会想起《北海十二石记》，“登州下临
大海，目力所及……鼍矶……多美石，
五彩斑斓，或作金色。使人入诸岛取
石，得十二株……好事能致石者多
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不知
道那十二块曾朝夕相处的兄弟，在南
国如何？

透过涨落的海水，如水月华洒
在身上，它会想起“东临碣石，以观
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
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
起……”地理位置不一样，秋风凉爽、
海波涌动、山石峭立却是类似的。
砣矶石更胜一筹，或许自己应该立
身于斯，山高月小时，感受一份造化
钟神秀。

透过涨落的海水，初雪洋洋洒洒，
它会想起百年石头巷的寂静。群石不
语，只记流年。如果自己是其中的一
块，是否会相逢旅人的落寞？仿佛看
到戴望舒“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惆
怅”，仿佛看到顾城“拿把旧钥匙，敲着
厚厚的墙”，仿佛看到木心“长街暗夜
无行人……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
够爱一个人”。那淡淡的乡愁里，都是
零落人世间思念的过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泥沙激荡，
渐渐掩盖了身形，蛎子丛生，渐渐改变
了模样。

石头后悔了吗？有一点，但也有
了新的发现。

看着防波堤里的航船由木帆船变
成轮船，妇女的哭声越来越少，直到没
有。它感觉很开心。

看着旅客和居民从这里进出岛，
每天都会有亲人和民宿老板在防波堤
上翘首以待，听着群众对大堤便利的
感叹，它觉得很有成就感。

听着远客谈论砣矶景色、大银
杏树、小渔业馆的趣味，谈论渔业养
殖、民宿集群、旅游产业的前景，谈
论“2·22海难”救援奇迹、“长渔七号”
英雄事迹、运兵东北的往事，它突然又
觉得很自豪。

或许，它找到了除做名砚之外，更
大的意义。

少年子弟江湖老，多少青山白
了头。

许多年以后，没有人晓得，在这防
波堤的边缘，在海面之下、乱石蛎子壳
丛中，有一块绝世砣矶石在用小小的
身躯，抵御风浪、守护海岛。

只有它知道，它还是那个它。它
记得最初那个梦中诗词的开篇：“蓬莱
海上峰，玉立色不改！”

长岛嵩前村往北不远，就是大名鼎
鼎的月牙湾景区。1953年4月彭德怀
元帅在长岛视察时，第一眼看到这一片
形似弯月的海滩，禁不住脱口赞叹道：

“真像半个月亮！好一个半月湾！”于
是，北口的海滩从而得名半月湾。1964
年8月，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视察
长岛期间赋诗一首：“游竟长山岛，心胸
甚豁然。天津寄锁钥，旅顺结连环。海
角苍波远，滩头白石圆。军民和谐好，
建县纪新编。”董老的五律诗既赞美了
月牙湾秀美的球石，也表达了老一辈领
导人对当时刚刚建县不久的长岛县寄
予的无限厚望。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半月湾以月
牙湾的大名迅速成为长岛旅游一张闪
亮的名片，也成为对外接待的重要窗口
之一。

与很多铺满金沙银沙的海滩不一
样的是，月牙湾居然是用一个个坚硬
浑圆的鹅卵石堆砌出来的珍珠滩。世
上美石千千万，离开水润少一半。像
大多数石头一样，深刻在月牙湾球石
上的色彩、花纹和图案，只有在湿润的
状态下，才能最清晰地显现，每当喜欢
美石的游客走近这一片与众不同的海
滩，常常会像探险家发现新大陆似地
连连惊叹。整个海滩都是珠光宝气的
精美石头，一个个亮晶晶、圆溜溜、光
滑滑，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让
人爱不释手。

满滩俯拾皆是的美石上，笔走龙蛇
的神奇图案，犹如上帝的画卷记录着沧
海变迁，这一块是繁体的长，那一枚是
简笔的岛，噢，长岛的名字原是上天早
就“注册在档”的。你看，在浪花跳荡的
潮印之上突现笨猴捞月，从脚丫踩踏的
无意之间豁见天狗追星，厚重的好似江
山万里图，精细的犹似蓬岛仙居亭，气
势磅礴似江河奔流，温文尔雅如孔雀开
屏，仙踪道貌观音献瑞，人像神似娘娘
赐灯。抓一把文字石组合成平仄的诗，
一半读诗词歌赋，一半听琴瑟和鸣，丢
一滩异型兽排兵对抗的阵，一方是厉兵
秣马，一方为雄师出征。月牙湾不大，
却藏着飞禽走兽，图案石虽然杂，但总
能读出诗情画意。

随着长岛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各项
事业的健康发展，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
人乘船渡海来到长岛视察工作，对海岛
的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也对以月牙湾为
代表的旅游景区开发给予高度关注和
赞誉。同时，许多作家、记者、书画家、
作曲家、歌唱家等也深入到海岛渔村采
访采风，创作出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和
新闻作品。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赵朴初为月牙
湾题词赞曰：“水天一色月牙湾，养殖精
勤海作田，不负穷研兼苦战，天堂旗帜
夺江南。”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名誉主席
启功先生的七绝曰：“一钩新月印滩涂，
水碧山青世所无。仙境不须求物外，行
人步步踏明珠。”

1984年夏天，著名作家叶文玲一头
扑进月牙湾的怀抱，白天躺在一千多米
长、近百米宽的鹅卵石滩上，实实在在
被月牙湾的海风、海浪和球石惊艳到
了，晚上回宾馆依然是“爱恨交织”，激
情澎湃，一挥而就写出了《痴问月牙
湾》：“来到长岛月牙湾后，我真‘恨’这
月牙湾，不光是相见恨晚！我‘恨’这月
牙湾的滩，恨她起的这如诗如画的名，
恨她那勾魂夺魄的美，恨她这隔绝了尘
世喧嚣的静……”

这篇散文发表之后，被另一位“美
石收藏家”看到了，转过年来的夏天，
那位写过《乔厂长上任记》的蒋子龙如
入宝藏之境，两天工夫头不抬、腰不
直，千挑万选，整了一副珍珠一般的围
棋子，一半黑子，一半白子。坐在蔚蓝
色的大海边，云蒸霞蔚，波光滟潋，听
海潮絮语，读球石叮咚，一段舒缓的音
乐之后，又仿佛吹起冲锋的号角，于是
烽烟四起，刀光剑影，一个人执子复
盘，大杀四方，棋盘上秣马厉兵，暗藏
杀机，这一套难得的围棋，堪称月牙湾
衍生品中的精品。

凑齐两种颜色、大小形状一致的围
棋子，靠的是蒋子龙老师的辛苦和超级
耐心，而要拾得一枚动物生肖或者山
水、植物等有图案的球石，如果没有一
定的运气加身，哪怕就在眼前，也可能
失之交臂。那些年，月牙湾成就了多少
人的收藏梦想？那些“常驻沙家浜”的
美石收藏家们，有的专攻十二生肖，有
的主打京剧脸谱，有的喜欢四大美女，
有的钟情山水风月……各种上品的月
牙湾美石，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向奇石
收藏的神坛，使长岛月牙湾球石成为赏
石门类的最优潜力股。

上世纪80年代初，长岛县委发挥
海岛优势，加快开发开放，旅游业从零
起步，月牙湾景区、烽山鸟展馆、长岛
县历史博物馆、长岛航海博物馆在
1984 年正式接待游客，长岛县吕剧
团、东方歌舞团、业余话剧团以及群众
文艺组织异常活跃，好戏连台。长岛
的旅游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海岛的宣传文化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走在了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
前列。

我在北京上大学那几年，经常会在
公交车上遇见刚从长岛旅游回去的北
京人，这些还带着月牙湾海风味道的北
京人拐弯抹角地向身边的小伙伴炫耀，
如数家珍地念叨着月牙湾等景区和旅
行见闻，他们说的每一个长岛地名，都
让远离家乡的我感到亲切无比。那些
年，在月牙湾景区周围，如雨后春笋一
样拔地而起的疗养院、干休所以及培训
中心等接待单位，每年接待的京津及省
内外游客高达数十万人，使越来越多的
远方游客都知道了在海上仙山有一个
美丽的月牙湾。

月牙湾，昨天的荣耀是你挂在海滩
上的勋章，愿你能让更多的人如沐春光。

砣矶石砣矶石
王宏章王宏章

回眸月牙湾回眸月牙湾
徐滔

征文·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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