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0.13星期日
责编/卞增年 美编/杜明阳 文检/孙小华A08 文学角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小时候，我生长在海边，长大了还
是喜欢大海。国内的海滨我基本都去
过，也畅游过世界多个国家的滨海风
光，然而最喜欢的还是蓬莱阁下的这
片海——蓬莱湾。

蓬莱湾，与众不同之处是耐品、耐
看，如能静下心来仔细品味,可以基本了
解中国东方沿海文化演进的大致历史，
并能领略东方沿海的大半风土人情。它
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值得挖掘与考证，
又有丰富的人文地理可供欣赏和研究，
也有无限的发展空间供尽情想象与描
绘。大文豪苏东坡知登州五日便写出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的
《登州海市》以及“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
海”等诗句。

蓬莱湾地处蓬莱城北，与大连旅顺
口隔海相望，中间隔着长山列岛，海岸线
蜿蜒曲折，有多处港口，最大的已具备十
万吨级的造船能力。特殊的地貌和位
置，造就这里的海产十分丰富，是国内少
有的优质海产区域。像海带、扇贝、海
参、鲍鱼的品质均为上乘，特有的大鲅鱼
和稀有的红鳞加吉鱼（红鲷）也非常有
名，甚至小小的海米也曾被国家水产总
局评为最优。

沿岸大陆，丘陵地貌，含磷风化石的
土质以及北纬37度的暖温带季风区大
陆性气候，使蓬莱跻身为世界七大葡萄
海岸，优质葡萄酒、苹果及大花生，是誉
满海内外的特产。蓬莱阁、八仙渡、三仙
山是游客最爱去的打卡地，戚继光故里、
登州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是教
育、科研、军政系统以及历史、地理学者
近些年来学习、考证的热门去处。这里
为什么能有海市奇观？为什么能被业内
称为中国最早的大学发源地？它在中华
外交史上扮演何种角色……可以说俯拾
都是文章。

一

海以位奇，阁因海名。蓬莱阁闻名
于世，登阁北望，长山列岛星罗棋布，高
低错落，在光线与气象的变幻中，朝夕有
别，四季不同，时远时近，时分时合，不出
海市，幻如海市。这是海处南面、坐北向
南逆光看海的地方享受不到的。从北向
南看，逆光下，远处的蓬莱陆地，群山幽
幽，云蒸雾染，反倒似被大海托举的巨
岛，苍茫恢宏，神秘莫测。及至近岸，褐
红色的丹崖绝壁上灯楼危立，高阁擎天，
直疑是天人所建；绝壁下，珠玑遍滩，奇
礁林立，信以为神仙所居。

春夏秋时节，朝阳欲出之际，海气
初萌，水色亮白，长岛和舟船悬浮于海
天之间，简净空灵而略显虚幻，恍惚间
会令人分不清是天上还是人间，是现实
还是远古。夕辉将没之时，海面涂金，
归舟向岸，妇孺相与，游客竞拍，喧闹的
场面和气息，仿佛置身于陶渊明笔下的
桃源仙境。

这个季节的中午前后，登高俯视，海
面的水色是斑斓的，辉映的是不同深浅
的水色和礁石、海草的颜色，海面像一块
巨大的水彩画布铺展眼底。气候适宜

时，海面上会升起缓缓蔓延的乳白色平
流雾。人在雾里走，雾在脚下行，真有羽
化登仙之感。

当夜幕初降，喧嚣褪去，恢复了平静
的海面，会升起淡淡的薄雾，显得苍茫而
深邃。此时对面的庙岛群岛，朦胧如巨
鲸出水，令人惊悚。时而闪烁的幽幽灯
火，愈发使这座岛屿显得幽静而神秘，会
使人联想起八仙过海的故事。

掌灯时分，岸边如昼，西边的蓬莱阁
像一条向海而奔的巨龙，东面太平楼则
如立在大海中的定海神针。此时，远处
的南长山岛，灯火闪烁，像一艘艨艟巨
舰，横亘海中，令人震撼。

如果把蓬莱湾比作现实中的“人间
瑶池”，池畔的风情自有异香奇趣。一片
片方正整齐的葡萄园，一座座风格各异
的欧式酒堡，吸纳的是西方格调；一处处
邻水小镇，一排排山间庭院，流露的则是
东方韵致。近二十年来，这里已成功举
办过多场国际葡萄酒评酒大会，并涌现
出马家沟、木兰沟等一批国家和省级美
丽乡村。

乘车向南五十公里，有人称“齐鲁第
一险”的“艾山国家森林公园”，辖域六十
多平方公里，是蓬莱与栖霞的界山，主峰
海拔八百多米，奇、险、峻、秀兼具，仿佛
缩了版的小华山。风和日丽时，在山顶
远远地还能看到北面的大海，喜欢攀岩
的人登上陡峭的南崮山或北崮山，在平
坦的山顶来一场野餐，把酒临风赏山海，
则别有一番惬意和浪漫。

海与青山对，城在山海间。蓬莱湾
的辽阔、俊秀、奇险，需要一双探奇的眼
睛和一颗安静的心去欣赏和品味。

二

蓬莱一地历史上最兴盛、最有影响
力的时期，是唐至明清期间作为登州府
衙所在地时。那时的登州水城，与泉
州、扬州、明州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口
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作
家高洪雷先生近年编著《从蓬莱到罗
马》，论证古登州港为我国战国时期就
兴起的海上丝路起点。事实上，它不仅
是南来北往的海上要道，也是日韩（高
丽）使者、商人来中国学习、朝拜、经商
的必经之地，像现在的办事处或使馆一
样，他们在登州水城周边建有自己的
驿站或客栈，“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
灯”，昼夜车水马龙，笙歌达旦。兴之
所至，使者商人们创作了大量诗词歌
赋，记述他们的所见所感，其中朝鲜王
朝开国元勋郑道传的一首《蓬莱阁》颇
具代表性，“风急扁舟一叶轻，八仙祠
下是州城。晚登高阁还南望，此去金
陵复几程。”

明朝后期，国势衰弱，朝廷采取闭
关锁国政策，这里成为东亚最大的一处
军港。作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一直是
海防要塞，习文尚武、崇尚忠义在当地
蔚然成风，戚继光就是从这里走出的民
族英雄。

蓬莱湾最神奇、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当然还是海市。苏东坡登州任职时，冬

日里祷告东海龙王而现海市，留下著名
《登州海市》诗，“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
惊倒百岁翁”。当然，如果没有神奇的海
市，当年秦始皇、汉武帝，也不会多次来
此寻仙问药，也不会有“蓬莱”这个颇具
传奇意味的城市名字，甚至更不会有“八
仙过海”这一举世闻名的美丽传说。

蓬莱湾神奇，奇还奇在黄渤海分界
线上。它是穿海而过的长白山余脉，东
西海床落差较大。局部看，东高西低，当
海水涨潮与退潮转换时，局部海流分外
湍急，交汇过程中形成对撞海浪，以至在
海底余脉上方南北绵延数公里，同时也
将大量的鹅卵石冲积于此，空中俯视十
分清晰而壮观。近前看，东面海水清浅
见底，像小鹅卵石铺成的巨大浴池，而西
面的海水则黝蓝可怖，深不见底。

仙气儿缭绕之地，必为人才荟萃之
乡。去年秋天，我陪同国内一知名专家
参观登州古船博物馆。先生一路兴致满
怀，评述不断，兴奋之余，提议下午参观
登州文会馆。当他面对馆内的大量图片
和资料，得知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建馆，
并开启了现代大学教育、引进阿拉伯数
字、架起第一盏电灯等数个中国第一时，
甚为感慨。先生说，“一个外国人能漂洋
过海来到登州，并在中国工作大半生，足
以说明登州港的兴盛和魅力。”确实，正
是它的魅力，吸引了各地人才和文化在
此交汇，形成了蓬莱人通达朴实、崇文尚
礼、执著守信的集体品格。

新中国成立以来，蓬莱这座至今人
口不足四十万的滨海小城仅科技界就
诞生出“中国海洋地质之父”刘光鼎、金
属物理学家葛廷燧、煤炭地质专家杨
起、电力专家周孝信、天然药物化学专
家于德全、空间科学家张厚英等六位

“两院”院士。

三

蓬莱阁下的海，春夏秋三季确实好
玩好看，难怪北宋时登州知州朱处约在
丹崖山上建起了蓬莱阁。到了冬季，蓬
莱湾又成了冬泳人的天堂。他们迎着排
山倒海的巨浪，骑在浪头上的激情与豪

气是其他地方冬泳人难以享受到的。在
北方，蓬莱湾的海滩游泳才安全。当然，
站在蓬莱阁上或东边八仙渡海口一侧东
西瞭望，那一层层排山倒海、如万马奔腾
的海浪也是摄影人的绝好素材。

蓬莱的海水浴场，较之东部和北部
沿海，水质清澈而无海草，岸基坡度平缓
且水下无礁，往里纵游，有养殖架子和通
往岛里的几处航标灯塔作距离和目标参
考；东西横游，从西面田横山到蓬莱东港
距离近五千米，有礁可停，可玩可采，是
蓬莱冬泳俱乐部夏秋时节拉练或比赛的
常用路线。

在外地人眼里，蓬莱人真是过着仙
人般的日子。有朋友说，无论是喜欢赏
景还是偏爱美食，无论是赶海、钓鱼，还
是游泳、散步，只要爱好上一样，就有点

“仙儿”的味道，否则，就枉生蓬莱了，此
话当是许多人的同感。

蓬莱籍作家杨朔曾写下一篇散文
《海市》，对海市做过全面描绘，一度被录
入中学课本。然而，蓬莱湾这片神奇的
海域，美诗难状其美，雄文难尽其魅。许
麟庐、孙铁生、秦大虎，都是当代国内著
名画家，他们分别定居北京、上海和杭
州，均为蓬莱人，先生们回来经常爱提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不如蓬黄”这
句老辈人留下的话。

历史固然灿烂，未来才是希望。
可喜的是，蓬莱湾正在酝酿一场气势
恢宏、多彩多姿的梦。要让游人放慢
脚步，“上山，下海，登阁，入市”，让承
载着花果山、美酒城的神奇海湾面向
大洋，献给世界。应当说，蓬莱的未来
真不是梦。

如今，烟台黄渤海新区将蓬莱湾北
部涵盖其中。它整合了烟台大部分优秀
企业和优质资源，拥有一批国际级的大
型企业和著名科研单位，必将展现出其
强劲的竞争力。有黄渤“二龙”托举，有
四海“八仙”护持，这颗“渤海明珠”能不
更加璀璨、辉煌么？

我想，如果蓬莱湾畔矗起一座摩天
大楼，将美丽的大海、山川、城堡尽揽眼
底，放眼远方，是不是北辽东、南琅琊又
收眼前？假若东坡先生回来，又会写出
怎样美妙动人的诗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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