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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每逢冬季，庄户
人不干农活了，就待家里“猫
冬”。这时，公社放映队开始
逐村巡回放映。孩子们都热
切地盼望着，掰着指头数着日
期，奢望着能看到一部战斗
片，过过瘾。

看电影不亚于过节，大家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放映
队。放映员来到村里，选择在
宽阔的操场上撑起两根竹竿，
中间挂上白银幕。放映机摆
放在一张桌子上，镜头对准银
幕，桌子腿上绑着一根木棍或
竹竿，顶上挂着一盏灯。

孩子们早早地吃罢晚饭，
碗一撂，筷一放，腿一撒，端个
凳子就向电影场跑去。有的
下午四五点钟就提前把家里
的马扎、小凳子摆上，还有的
用粉笔划场。为了挣地盘，孩
子们经常闹得不亦乐乎。

电影机旁边视线最好，但
没有人敢占，这是贵宾席，像
飞机头等舱、高铁商务座。“贵
宾席”放上两张课桌，四周放
几条长凳子，除了放映员坐在
正中央外，左右一般是村支书
和有些身份的人物。坐在放
映员附近，可以熟悉倒片、对
焦、跑片等流程。

晚饭过后，社员们三三两
两、陆陆续续地把整个操场围
了起来，里三层，外三层，水泄
不通。

等待放映的过程总是那
么漫长，有些来晚了的孩子，
手里攥着一叠地瓜干，就着大
葱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发电
机要放在离屏幕二三百米远
的地方，如果太近，嗡嗡响的
噪音影响效果。只要隐约听
到远处的发电机一响，立马有
了电源，放映员开始把光朝着
银幕墙对焦。银幕底下，晃动
着数不清的小脑袋。

这时，一些淘气孩子，用
手做出手势，不规则的图案便
在银幕上晃动，用手做一些

“小兔子”“手枪”投影在银幕
上，栩栩如生。

记得 1972 年冬，朝鲜电
影《卖花姑娘》在邻村首映，放
映那天非常冷，风雪交加。尽
管这样，还是没有挡住我向往
银幕的脚步。

那天晚上我没穿棉鞋，脚
被冻木，落下的冻疮每到开
春，脚趾就痒痒。尽管如此，
一想起看电影来，顿时又来了
精神，好了伤疤忘了疼。

《卖花姑娘》的故事至今
记忆犹新。小女孩父亲早亡，
母亲被迫在地主家推碾磨

米。妹妹被地主婆烫瞎了双
眼，哥哥被关进监狱。瞎眼的
女孩为减轻姐姐的负担偷偷
上街卖唱，姐姐知道后非常难
过，当她千辛万苦用自己卖花
得来的钱买来药送到母亲跟
前，母亲已经去世多时了。故
事非常感人，看完了人们都哭
成一团。

到了夏天，每当听到大喇
叭里一吆喝，孩子们立刻像过
年一样欢了，放电影的日子永
远是小伙伴们的节日。蚊子、
萤火虫围绕着明亮的灯光不知
疲倦地飞舞旋转。《奇袭》《上甘
岭》《地雷战》等战斗片，我曾经
看过不下五六次，百看不厌。

地雷战故事发生在海阳，
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
地赵家庄经常遭日伪军的袭
击和“扫荡”，损失惨重。民兵
队长赵虎用土造的地雷封锁
了附近的日伪据点，从而有力
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为对付地雷阵，日军中队长中
野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攻
入赵家庄，大肆烧杀抢掠。赵
家庄的民兵总结了教训，不断
改进地雷技术，使敌人的工兵
无法起雷。麦收季节，日伪军
乘联防民兵抢收麦子的机会，
又一次偷袭了赵家庄，掳走一
部分村民。他们让被俘村民
在队伍前踩地雷，再次进攻赵
家庄。赵虎带领民兵巧摆地
雷阵，用子母雷、连环雷、钉子
雷、碎石雷、铁夹子雷、头发丝
雷等各种各样的土造地雷全
歼进犯之敌。

《地雷战》对我影响太大
了，时过四十多年后，我仍然
记忆犹新。海阳建立《地雷
战》纪念馆后，我欣然去参观，
得知电影里的赵虎原型叫赵
化福。

《海霞》这部电影里有一
个故事，特务尤二狗和汉奸接
头，拿着一副药方，方子上写
有：半夏三钱、夜明子五钱、莱
菔子五钱……特务很狡猾，用
方子第一个字暗示“半夜来”，
结果被解放军当场识破。尤
二狗尖嘴猴腮的模样，滑稽搞
笑，记忆犹新……

时过境迁，岁月更迭，从
14 寸的黑白电视到 21 寸的
彩电，从液晶等离子电视到
家庭影院，还有日益普及的
互联网，观影平台随着时代
变迁。当年的露天电影，早
已没有了往日的光鲜，然而
它却承载着一代人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成为我们脑海中
永不磨灭的记忆。

快活岭位于牟平城东南，
是个海拔高度不足百米，面积
仅有0.02平方公里的小山岗，
可谓山不高，地不险，水不
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
的弹丸之地，却被古代牟平人
奉为风水宝地，一度曾令皇帝
寝食难安。这究竟是为何？
而更令人称奇的是，在这个小
小的山岗上曾出现了一系列
难解之谜。

有关快活岭的记载最早
见于明代嘉靖版的《宁海州
志》：“快活岭，在州南一里，东
西环抱，风气聚焉。东南为人
掘断，不知何时何意。”在民国
版的《牟平县志》中，也有记
载：“快活岭，在州南半里，东
西岗阜环抱，风气聚焉，上多
古冢，垒垒相望。”两则记载虽
大同小异，却给人们抛出三个
谜团。

谜团一：快活岭之名何
来？遍查有关文献，皆不见其
踪迹。谜团二：岭东南为人掘
断，却不知何时何人何意。谜
团三：一个不起眼的小岗阜
上，为何古冢垒垒？

据牟平文史专家杨墨老
先生考证，此岭原在城南王家
庄之西，方家庄之东北。旧说
此处乃牟平县（宁海州）风水
最佳之地，故建有古墓多处。
较为著名的有元朝元帅兼宁
海州（元时的宁海州版图一度
包括牟平、文登等县）刺史董
友和元朝奉议大夫王淮等人
之墓。另据城中故老相传，古
代帝王最怕之事，莫过于当朝
再出一位“真龙天子”，夺取他
的宝座，故而，便时常派望气
观风者巡省四方，见有风水之
地，则破之坏之，挖之掘之，而
快活岭因“风气聚焉”，也未能
幸免，故其东南角被人掘断。
时至今日，其岭东南角仍呈九
十度断崖状。此举在古代被
称为“斩龙脉”，可是，为哪朝
哪代哪个皇帝所为？却无案
可稽。

稍具科学常识的人皆知，
所谓的“斩龙脉”“厌胜”等等
皆是无稽之谈，典型的封建迷
信，幼稚而可笑，然而在古代
皇帝眼中，这可是事关江山稳
固社稷安危的大事——天大
的事。据有关史料记载，秦始
皇、汉武帝、北魏太武帝以及
明朝的朱元璋等历代帝王，皆
曾派员到各地“斩”过一些所
谓的龙脉之地。在当时的宁
海州，不惟快活岭，昆嵛山也

曾“享受”过类似待遇。据有
关专家考证，昆嵛山上曾经的
石剑与铁锚也与“斩龙脉”和

“厌胜”有关，但究竟为何朝何
年何人所为？至今仍是个难
解之谜。

皇帝派员将快活岭东南
角掘断，“龙脉”是断了，但这
却间接承认了快活岭不凡的
地位。也正是因为看中了这
一点，因而一些牟平籍的达官
贵人便将此岭视为风水宝地，
纷纷把墓址选在了此处，以致
出现了“上多古冢，垒垒相望”
的壮观场面。而董友、王淮二
人之墓则是其荦荦大者。

据民国版《牟平县志》记
载：“董友，沾化人，少年登进
士，南宋金元之际，山东大乱，
（董）友与杨安儿、李全等先后
拥兵自雄，后归元，以佐命功，
封元帅，三任宁海州刺史，遂
家焉。”用现代话讲，董友乃知
识分子出身，沾化人，南宋金
元之际，山东一带大乱，董友
与杨安儿、李全等人乘乱拥兵
自立，后投身元朝，并为其一
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元朝
建国后，因功被授予元帅，并
三次出任宁海州刺史。日久
生情，于是，董友便爱上了宁
海州，并在此安家落户。董友
去世后，家人遵其遗嘱将其葬
于快活岭上。

而王淮，字济川。据有关
资料介绍，他与董友不同的
是，他是土生土长的宁海州
人，而与董友相同的是，他也
是元朝的公务员。历任吏部
典史、奉议大夫和莱州知府
等职。王淮“历官所至有
声。推封父珍为牟平县子，母
杨氏为牟平县君，荫子王彦舟
为莘县尉。致仕，以寿终于
家。墓在快活岭东南”。意
思是，王淮因履职时颇有政
声，故其父其母其子先后跟着
沾光。王淮退休后，晚年生活
幸福美满，无疾而终，死后被
安葬在快活岭上。

估计王淮墓建得比较豪
华排场，地上地下的陪葬品也
整了不少。现快活岭上仍存
有石羊一头，据称是王淮的陪
葬之物。说起这只石羊还曾
有过一段曲里拐弯的故事。

1993年秋，永安村村民杜
先杰在距快活岭东北约2.5公
里的一块农田里（现牟平区体
育馆附近），驾驶推土机平整
土地时，一不留神，从土里推
出一个长不足一米、青灰色的

石羊。一开始，杜先杰并未在
意，晚上回家时，无意间他与
父亲杜守谦说起了此事。杜
父是一名历史发烧友，听说此
事后，便与其子一起来到现
场，左看右瞧，断定这石羊乃
王淮墓的陪葬品。于是，杜父
便向区文化部门汇报了此
事。文化部门自然重视有加，
立即将其收藏起来，不久后又
物归原主，将石羊置放于快活
岭上。只是，石羊是归位了，
但王淮墓却踪影全无。正所
谓“王淮已乘黄鹤去，此地空
余一石羊”。这石羊被谁搬离
了快活岭？为何搬离？这又
是一个不解之谜。

此外，在古代，按惯例，墓
前放置的石兽大多为狮、象、
马、麒麟等，而石羊则较为罕
见，王淮家人为何将石羊作为
陪葬品？令人百思不得其
解。难不成，王淮属相为羊？

自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廷被推翻后，快活岭便
失去了往日的神圣与尊严，许
多达官贵人之墓或被盗，或被
毁，取而代之的则是百姓之
墓。许多当地人死后将墓穴
选在了此岭之上，毕竟此地距
城较近，且为牟平城周围难得
之高地和“风水宝地”。“官人
葬得，我也葬得”。于是，快活
岭一度成了乱葬岭、乱葬岗。

1954 年 8 月 15 日 17 时
15分，快活岭又火了一把。一
位在快活岭上劳作的农民，无
意间举头一望，发现在西边的
天空上居然悬着三个火红的
太阳——三日齐现，且在三日
的周边环绕着四条彩色半圆
形的光弧，近一个小时后，即
18时整，三日和四条光弧才慢
慢消散。此事一度曾被收入
1990年版的《牟平县志》。为
何三日齐现？为何在快活岭
上才能看到？这无疑又是一
个难解之谜。

快活岭实至名归则是在
1991年。当年牟平县委、县政
府决定投资300万元，在快活
岭上兴建一处小型公园。当
年3月动工，8月竣工。公园
主要建筑系采用仿古或民族
风格，集园林、水榭、花卉、盆
景、雕塑、文体设施于一体。

如今的快活岭上鸟语花
香，游人如织，歌声、笑声、读
书声，声声不断，成为广大市
民的花园、游园、乐园。快活
岭成了真正的快活岭，成了牟
平真正的“风水宝地”。

快活岭上
诸多难解之谜
王锦远

露天电影
孙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