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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茶山古名盖苍山，因其苍郁如华盖而得名，后来由于

产茶闻名，俗称为茶山。茶山山体属天台山脉中段，故有

小天台之称。顶峰高 872.6 米，为宁海东部最高山。

茶山山高林密，巉岩洞穴，飞瀑流泉，溪流湖泊，草木

葱笼，云蒸霞蔚，极尽人间幽趣，一派自然俊美。此处林间

清气，沁人心脾，一扫游人登山疲劳，无不精神百倍，天然

氧吧，名不虚传！

三国时号称太极仙翁的葛玄，西晋号称抱朴子的葛

洪，南北朝时的陶弘景、张少霞，都来过茶山，这些道家人

物与茶山结下了不解之缘。陶弘景在茶山陶湾炼丹时，还

在摩崖石刻镌他的自号“真逸”二字，为历史佐证。

深厚的道家人文底蕴，让茶山充满仙气，于是传说

生焉。人们传说，茶山就是远古时代从东海漂来的一座

仙山 —— 员峤仙山。民间传说并不是完全无据，在《列

/ 前　言 /



传说茶山

·2·

子·汤问》中就记载着东海仙山员峤漂流之说，本书首篇

《茶山的来历》也延续了此说。

在宁海，不少学者赞同员峤是茶山前身之说，宁海籍

大律师陈有西在他辑著的《吴晋江山》一书中写道：“宁

海民间传说茶山即为东海仙山‘员峤’。”力洋“即‘员峤’

之麓，沥水之阳的‘白峤’。因此，1700 多年前西晋时（宁

海）县城很有可能是在‘员峤仙山’即现在茶山脚下的力

洋 [1]”。作者并以《列子·汤问》印证。此说能否成立，尚

待验证。如今，茶山脚下的力洋已入选为中国传统村落，

省、市历史文化名村，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而且力

洋在 1958 年宁（海）象（山）并县时恰恰作过县城，至今

人们还在称她为“宁象古城”。

员峤仙山是茶山前身的传说，反映的是原始社会的

自然现象和人群社会生活，这在流传的民间故事中属于

为数不多的神话，尤其显得珍贵。从 1996 年编纂的《中

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来看，编入“天地开辟神话”部

分共 24 篇，整个宁波地区就只宁海的《玉帝分天地》一篇

入选。这篇神话采集地就在茶山脚下的力洋。当年采风

采得这则神话上报后，得到当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

[1] 力洋，古称沥阳，取“盖苍山（茶山）之麓，沥水溪之阳”而得名。
后因沥阳村落发展，南向“门前山”成为门户，山之北是村落的海
积平原紧傍海洋，俗名叫它“里洋”。清雍正六年（1728）设庄，取
沥水之“沥”与里洋之“洋”合为“沥洋”，称沥洋庄。沥洋之名
一直延续到 1962 年。是年，宁海县人民政府改名为“力洋”直至现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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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钟敬文老先生老专家的赞许与重视，说这则神话在“开

天辟地”中是一块瑰宝，它弥补了“开天辟地”中的不足，

有了这二次分天地，天高地远才实现了。在力洋这块沃土

上，有反映农耕文化的《天牛下凡》神话，有“四大传说”中

的《喜鹊搭桥》传说，人文积淀深厚，历来被称为衣冠之族、

文化之邦。

茶山的山水岩穴引人入胜，也产生了不少传说。如果

说山水岩穴传说表现了茶山特色，而茶山的得名多来自

茶叶，茶的传说则揭示了茶山实质。

宋代台州方志《嘉定赤城志》记载：“相传开山初，

有一白衣道者，植茶本于山中，故今产茶特盛。”“治平

（1064-1067）中，僧宗辩携之入都，献蔡端明襄，蔡谓其

品在‘日铸’（贡茶）上。”而在茶山民间流传的是，东海蓬

莱大仙来茶山植茶，遂有《茶山云雾茶》的传说。方志中

说的是“一白衣道者”，传说中说的是蓬莱大仙，都是道家

人物，其间有僧人宗辩献茶，端明殿学士蔡襄品茶，道家、

释家、儒家一起为茶山茶留下了千年美誉。所以茶山茶是

熔儒释道于一炉的产物，茶山也是儒释道文化的合流。

最慷慨激昂而又缠绵悱恻的传说，莫过于茶山龙了。

书中龙的来龙去脉，及其永驻茶山龙潭的故事，完整地呈

现在读者面前。一条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知恩报德、多情

多义、扶危济困、爱护善良的人格化的义龙栩栩如生，跃

然纸上，确实令人倾倒。20 世纪 80 年代宁波地区文化部

/ 前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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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拟编一部地区级的“民间故事专辑”时，地区属各县虽

都有龙的传说，但一致认定应选的是茶山龙，茶山龙才是

群龙中的佼佼者。

茶山不乏名僧，古有宗辩献茶，至清代有侠僧如海。

如海的故事更加脍炙人口。清光绪《宁海县志》有“如海

师武功”的记载，传说则更丰富了这位开创茶山派武功的

宗师。他一生行侠仗义，嫉恶如仇，自食其力，传授俗家子

弟不遗余力，享誉宁海乃及江湖。其嫡传弟子张文成与关

门弟子叶相彩等都能秉承师命，具有侠者风范。他们的侠

者之风，至今令人称道。

茶山，高山仰止；茶山，人文积淀。《茶山传说》虽仅

仅表现了茶山文化的某一侧面，但也为登茶山者提供了

茶余饭后的谈资。希望有志者不断采风，不断续编。

叶　柱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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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茶山的来历

远古时，茶山的山名叫员峤，传说原来是东海五大仙山

之一。

东海五大仙山是：一岱舆，二员峤，三方壶（即方丈），四

瀛洲，五蓬莱。五座山都是高山，山顶平坦，山脚周围有三万

里，各山相邻。山上有飞禽走兽，有宝树丛生，果实味美，人

吃下可以长生不老。山上住的都是神仙，各山距离虽有十万

里，但神仙会飞渡，一日一夜之间可以往还。只是各山在海

上随波漂浮，没有驻脚之所。

山上众仙把居地漂浮的不安定状况禀告天帝。天帝担

心仙山流失到西极去，群仙就没有好居处了，便下令禺强派

遣巨鳌（大海龟）去载住五座仙山。禺强是海神，人面鸟身，

管辖群鳌。他奉天帝之命，派出十五只巨鳌，要求用鳌首顶

载仙山，每一座仙山由三只巨鳌承载。

仙山稳固在海中了，不料被龙伯国知道了，龙伯国是大

人国，人人身高几十丈，赶来钓去了六只巨鳌，还杀了巨鳌，

烘烤了甲骨，用作占卜，即龟卜。于是被承载的岱舆、员峤两

山失去依靠，岱舆沉入大海，员峤则漂流到三门湾畔的宁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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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力洋，驻脚于力洋北隅，即今之茶山。东海只存留下方

丈、瀛洲、蓬莱三座仙山。

员峤有了落脚点后，林木发展迅速，郁郁苍苍，美如华

盖，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观赏，遂被命名为盖苍山。

后来，有一白衣道者，一说是蓬莱大仙，来到这里植茶，

山上又有了上乘珍品云雾茶。因此，人们就直称此山为茶山。

此即方志所载“盖苍山一名茶山”是也。

·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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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磨注峰的得名

磨注峰，海拔 872.6 米，是茶山的最高峰。茶山是该山

的俗名，古名盖苍山，故有盖苍极顶之称。关于“磨注”二字

的峰名，清光绪《宁海县志》有如下的记述：“春夏间，雷雨倾

注，上仍白日，但闻足下如旋磨声。”这里，把峰顶喻为一盘石

磨，人在峰顶，如同站在石磨顶上，一时雷声大作，从下而发，

·磨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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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照旧是白日高照，峰下早已彤云密布，不见天日，大雨从

人站的足下磨盘中倾注而出，雷声如旋磨时发出的隆隆之声

响个不停，磨盘中倾注出来的水也流个不止。身临此境，把

它喻为“如磨之注”的“磨注”，是再巧合、再形象不过了。“磨

注”二字是古人纳形、声、色、意于一体，风土俗情于一身，从

实际中得来的，非文人学士一时想象所能企及的。“磨注”这

一峰名，相沿可能上千年，具有浓厚的山乡人文底蕴。

其实，这是一种雷暴雨“旋磨”的奇特天象，多发生在高

峰下周遭，雷暴发得快，散得也快，尤其在古代，什么时候发

生很难预测。

茶山有个真实的传闻言，据如今还健在的一位八十多岁

的老山里人所说，他在少年时代遇上过雷暴雨“旋磨”天象。

那是在民国时期，有一年的春

末夏初时，一天午后，他和小伙

伴一行七人约伴去登磨注峰挖

山黄精。山黄精是一种野生补

品，中医把它当作党参的代用

品，磨注峰上盛产此物。但因

为坡陡峰高，登峰太难了，所以

山里的孩子都不敢去攀登。他

们七人从南峰岗沿“龙形”步

道攀登，三个大一点的体力强，

早已登上小磨注并朝着磨注峰
·山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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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留下的四人（包括上述这位老人）还在“龙形”步道上。

就在此时，刚刚还是红日当空，顷刻之间，突然风起，乌云密

布，一声闷雷骤作，接着雷电交加，暴雨如注，隆隆之声如旋

磨一般不绝于耳，煞时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影。四个少年

吓得都要哭了，他们互相呼喊着，好不容易摸到一块儿，抱成

一团，挨着雨淋。幸亏暴雨时间短，很快云散天晴，四个少年

已变成落汤鸡了。他们不敢再登磨注峰，便各拣岩石坐下，

等着登峰的三个小伙伴下来。

三个登上峰顶的少年，踏上那方圆 10 余亩平台般的峰

顶广场，见那里绿草如茵的草地上长着不少黄精柴，便兴致

十足地挖起山黄精来。正挖着，忽然觉得脚下好像有旋磨

声，朝下一看，脚下峰峦全被黑云笼罩，雷声如旋磨般响个不

停，大雨如注；抬头望，天空无一丝云彩，阳光照射在峰顶上。

·茶山竹林



/ 山水传说 /

·7·

三人惊奇极了，不知峰下的四个小伙伴怎么样了，但也无法

联系，只好赶紧挖掘山黄精，待黑云一散便下山去。

果然，不多时脚下的黑云团消散了，真个是来得速散得

快，旋磨声也没有了，山黄精也挖够了。他们惦念着伙伴们，

就下山了。

登峰的三个少年下来了，每人手里挈着装满山黄精的布

袋，身上一点也没被雨淋到，坐在岩石上等候的四个少年的

脸上还在滴水，他们相视笑了。双方一交谈，证实峰顶上是

红日当空，峰下是黑云遮没，只听见旋磨声在山谷间盘旋，雨

水像从石磨中旋注出来一般，说它是“磨注”，一点不假。

“磨注”是茶山最高峰的奇特天象，“磨注峰”的得名，亦

可说是奇特天象的印证。

·在磨注峰顶鸟瞰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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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百丈水

百丈水，又叫百丈岩，是挂在岩上一支大而长的瀑布。

传说远古时期的员峤仙山落户在此之后，南坡日照时间

长，丛林密布，乔木参天；北坡日照时间短，仍然是悬崖峭壁，

怪石嶙峋，百丈岩就坐落在北坡最险要之处。

百丈岩上百丈水瀑布，是茶山大小二十多道瀑布之最，

号称百丈，即千尺，这样的大瀑布，在浙东地区可谓少见，况

且它连接的是上百丈、中百长、下百丈，然后直冲龙潭峡谷，

飞流直泻，蔚为奇观。

在古员峤时期，北坡只有百丈岩，还没有百丈水。员峤

晚期，仙人们纷纷离去，只留下一只神鹰和一只神猴守山。

神鹰在天空巡视，神猴在山间奔走，一在天上，一在地里，互

相配合，守望仙山。

又过了若干年，一天，因长期暴雨，山顶盆地上的天池水

满裂口，大水涌向北坡，集中到百丈岩直冲下来，百丈岩变成

了百丈水。忠诚守山的神猴，见天池失水，想捞回大水，奋不

顾身冲进百丈水里，被直泻的飞流冲到百丈水底峡谷，淹死

了，化为状似神猴的水中岩石。神鹰在上空看见神猴被水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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