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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之夏， (蓬莱历史文化丛书} 付梓，这是一项功在当今，

怠及后世的文化工程。 丛书以灵活多样的体裁，包罗众多的内容，

短小精致的篇章，通俗习练的文字，多角度地展示了古邑蓬莱历

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套融会古今，全面系统，简明扼要地介

绍蓬莱的综合读物 。

蓬莱，作为神山的名字，始于战国时期，从齐成王开始，至1)

秦皇汉式求仙活动的高潮迭起，奠定了这里海上求仙的策源地

位，从而形成了与中国西方昆仑神话相对应的中国东方蓬莱神

话。 也正因如此，蓬莱这一名字，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与神仙

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仙山" 和 "仙境"的代名坷 。

而蓬莱作为地名，始于西汉，唐代李吉甫所作 {元和那县图

志} 云昔汉武帝于此望蓬莱山，因筑成，以蓬莱名之。 "汉式

帝于汉元尤二年(前 133) 巡幸至此，寻访神山而不遇，使筑起

一座小域，冠以"蓬莱

蓬莱历史f悠$久'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 。 春秋时Æi.莱子

园，占汪国时并入齐国;秦时Æi.齐那之黄县;汉时Æi.东莱那黄县、牟

平二县地;晋朝属东莱国之黄县;南北朝、隋时俱属黄县、牟平

二县地;唐贞观八年 (634) 始置蓬莱镇，Æi.莱州之黄县 ; 如意元

年 (692) 于牟平复直登州，蓬莱镇改属登州 i 神龙三年 (707) ，

登州治所由牟平迁至蓬莱，什蓬莱镇为蓬莱县，为登州附郭;宋

元袭之，明洪武元年( 1368) ，废蓬莱县入登州 ， Æi.莱州府 i 洪武

九年(1376) ，什登州为府，复置蓬莱县;清和民国沿用明朝设

置，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91 年 11 月 30 日，经国务院批

准，撤消蓬莱县，设立蓬莱市。

自唐至 J奇的一千多年间，蓬莱一立足州府所在地，是古代胶

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 在历史典籍中，有大量文字

记录着古登州作为胶东文明的摇篮，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历史轨

ia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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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地处胶怠半岛北端，扼京津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

地。 蓬莱水域，宋称 "刀垒寨明为 "备倭城是我国北方重

要的水军基地。 这里又是"海王之国 " 齐囚的出海口，港航活动

兴起之后 ， 便具有商业贸易和军事运输的功能。 秦汉时期，同朝

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若干古国已有交往，是中国东方海上丝绸之

路的始发港。 隋唐五代时期，是登州港的鼎盛时期，成为中国北

方最重妥的港口之一 ， 同交州 、 广州和扬州 ， 并称为四大通商口

岸 ， 有过 "沿岸皆水柑 ， 笙歌达旦 ， 商贾云集 ， 富甲六郡"的繁

荣景象。

由自 由 自

Z

<>

X-

>

ZQm

蓬莱人杰地灵 ， 群英答萃。 有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尤、甲午抗

日将领宋庆、晚清名医张伯龙 、 民族实业家丛良街、一代枭雄吴

佩孚、爱国将领于学忠 、 现代教育家杨振卢 、 芳名作家杨朔、一

生忠于革命的周荣鑫、著名物理学家葛庭适、战斗英雄夏侯苏民

等，不胜枚举。

蓬莱物华天宝，地阜氏丰 ， 各种资源十分丰富。 作为历史文

化名城，蓬莱是全国丈化先进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 。 蓬莱水域是国内现今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海军基地。 蓬

莱阁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 ， 世界旅游日庆典活动、中华民族

民俗风情艺术节、 "和平颂" 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等 ， 均曾在

这里举行。 这里每年接待中外涝客达二百多万人次。

一位清代思想家曾经说过欲知大道， 必先知史。 " 因为历

史能够解释沧桑 ， 昭示未来。 蓬莱的历史积淀是厚重而经典的 ，

也是独特而生动的 。 因此，她作为山海之一绝，有着恒久的神韵

与魅力 。 世人所公认的 "人间仙珑成了这方土地的响亮品牌，

也是历史赋予的最为精当的地域名片 。 古邑蓬莱，风姿绰约，山

情海韵，令人神往。{蓬莱历史文化丛书) ， 以蓬莱的缘起和发展

为经，以古邑的政治、经济 、 军事 、 丈化等为纬 ， 上下纵横 ， 广

征博采， 精心筛选 ， 汇集成册 ， 集学术性、知识性 、 趣味性 、 可

读性于一体，旨在使读者 多层面 多 角度地了解和认识蓬莱 ， 从而

能够由衷的热爱她向往她， 零距离地接触她建设她 ， 使她的明天

变得更加美好 。

刘树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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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阁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蓬

莱城北濒海的丹崖山巅 。 丹崖山通休赫红，拔海而

起，阁高水间，朱碧辉映，气势雄伟，景色独具 。

黄可

唐朝时，当地渔民在丹崖山上建龙王宫，僧人

在丹崖南麓建弥陀寺 。 北宋嘉才右六年，那守朱处约

将龙王庙西移，建起蓬莱阁，奠定了庙宁与园林相

间的基础 。 宋元丰八年，一代文宗苏轼未此为官，虽

匆匆五日，却放歌赞美山海，走笔留下华章 。 翰墨

流传 ， 和:者日众，遂使丹崖仙阁名闻 i旦边，誉满天

下 。 从此，历代珍视，多有附建与增修，渐成今日

之规模 。 蓬莱阁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

中国古代四大名楼 。

蓬莱阁由天后宫、龙王宫、蓬莱阁、吕祖殿、三

清殿、弥陀寺等六个单体和附属建筑组成了规模宏

大的古建筑群，面积近二万平方米。 建筑群内楼台

殿阁分布得宜，寺庙园林交相挥映，各因地势，飞

檐列栋，烟斜雾横，山丹海莹，协调壮观，独有千

秋 。

蓬莱阁是历代文人芸萃之地，他们留下的碑刻

匾联琳琅满目 。 这些文化瑰宝，为山海增色，为仙

阁添彩 。 蓬莱阁保存的历代文物十分丰富，为中外

游人所赞叹 。

蓬莱索有"仙境"之美誉，三种山之说的盛传，



帝王求仙活动的兴起，八仙过海故事的附着，都使这

里充满了神秘色彩 ，同时也使这里增强了人文气息 ，

形成了独具个性的精神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并且物

化而为具体的人文景观。

华夏名楼蓬莱阂，就像一块三山仙话的活化后

矗立在大海之滨，问烁着这人的尤芒 。 从某种意义上

说 ， 它又是人间蓬莱的一枚城徽，充满了神仙文化的

意蕴和魅力 。 不管神灵仙界的蓬莱如何虚无缘纱，眼

前这实实在在的山海楼阁却可以令人们惊叹不已 ， 浮

想联翩，正像董必式副主席的诗句所言没有仙人有

仙境，蓬莱阁上好题诗。 "单从那丹崖仙阁、碧海蓝天

的景物中，就可以使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然的美 、

人文的美、画意的美、诗情的美 。 蓬莱阁的确是人世

间的一绝 ， 神话世界的瑰宝 。 这一前人留下的大手笔 ，

是人们世世代代品'永不完的丽舜华章 。

蓬莱阁是蓬莱地域主题文化中具有代农性的仙迹

名胜。 本书有选择地记述了它的各个经典部分，力图

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出它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而使

读者能够对它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感受出它的

力所在，掩卷细品，会由衷地发出赞叹一一这里

真正的人间仙境!

P E N G L A I L I S H I W E N H U A C 0 ，~ G S H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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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巍董菜圈 ， 矗立在仙云缭绕的丹崖山上 ， 经历了

干军岁月 ， 闹尽了世事沧桑寅缉蕾掉妇迷离的山海传

奇 ， 昭示着嫖蝴主灿的人文精神 。 自从战国时期的万士

们虚拟炒作出海上三神山2说 ， 便仿佛有一支神来2笔，

为华夏东万的隅夷之地写慧出了一幅神国仙乡的圈腾 。

如果说汉武帝的海边筑城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 ， 那么 ，

登州郡守朱处白当年丹崖山上道阁， i~重分明是一种借题

发挥 。 汉武帝虽然只是为了解决对于神山仙人期翼的焦

渴 ， 却无 I l，\插柳柳成荫 ， 成就了一个人[司董菜 ， 使虚幻

的神山 ， 变成了直观的仙境 。 而富于想象和匠心独真的

朱郡守，却也瞄准了神山仙岛这一生动题材以形破

影 ， 以迹~~空用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手笔，完成了神仙

文化的传世之作一一董菜|萄 。 这一山海绝蝠 ， 以深邃的文 风姿绰约蓬莱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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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心和超然的慧、蕴.勾勒出了瑰丽奇异的丹崖仙境，至今

尚启迪蔷人们的寻古觅仙情怀相对于现实的美妇向往 。

-、独具个性的主题

蓬莱是一个十分有魅力的地克，她的最为突出的特

点就是育着深厚的神仙文化底蕴，致使这座大海之滨的

东菜古邑.久享 "人同仙境'二艺美誉 而诡异玄妙的三

神山之说. 则是她最为奇异瑰丽的盛装 。

战国时期.海上港航活动已经开始，公元前六世纪.

齐景公(更高了乘船绕山东半岛一周的想法 。 燕、齐、吴 、

越等国地处东部沿海 常有人到海上做一些探险性工

作 ， 观察到许多奇特的海洋景吻 ， 于是出现了志怪一类

的书籍 ， 再加上巫师们传播的昆仓故事和不死观念 ， i更

引发了海上三神山的传说和人们求仙的欲望，经过一些

万士的精心包装打道 ， 便有了帝王求仙的主动故事 ， 山

海之邦便充满了人文气息 。

地处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 ， 属于E陵地帘 ， 遥远连

绵的山丘 ， 万里澄碧的大海 ， 参差错落的岛屿 ， 形成了

一种独特的自然条件 ， 到(董海市奇观经常出现 ， 云雾缭

姆 ， 变幻莫测 ， 更为方士们创造三神~~先提供了物象依

据 。

三座神山为 "蓬莱 、 方文 、 j赢 ;1Ii'1" ， 在渤海之中 。 相

传山上不但有黄金白银建造的宫阙 ， 而且有长生不老之

药。因此 ， 世俗间的君主帝王无不钦羡非常，纷纷派人

入海求仙 。 然而 这令人 Il，'、驰神往的神山仙岛，却总是

不能让人如愿以偿地身临真境 。 归结起原因来 ， 一说是

太虚姆 ， 岂能临近?白居易就有 "忽闻海上青仙山 ， 山

在虚无缭蝴间" ~句 。 二说是仙山周围的海水浮力太弱，

连羽毛都漂浮不起，舟船岂能行驶 。《幼学晾林》 中即有

"蓬莱弱水 ， 。佳飞仙可涯" 的句子 。 更有一说 。 董菜{山山

太遥远，此说的文字就更多了 。 王令的 "昆仓之高有积

PEN GLA ILIS HIWENHUACONG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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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蓬莱之远常遗寒李商隐的 "刘 ~ß己 '1恒蓬山远 ， 更

隔蓬山一万重" 等等 ， 不胜根举 。 也许这也正是它的神

奇迷人主处 。 越是朴素迷离的事情 ， 人们越是要看个究

竟 。 既然三神山是可望的 却为何不可及呢? 后某人们

把它与海市匮楼联系在一起 。 也就是说三神山是海市屋

楼衍变而某的 ， 换言之 ， 没有海市屋楼 ， 就不会青三神

山之说 。 海市屋楼是可以直接曰睹的;每天奇观 ， 但是要

置身到景物2中就是异想天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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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蓬莱有蕾深厚的神仙文化底蕴 ， 便有了自己最

为独特的个性 。 这里己不再是一处满目荒凉的濒海边

地 ， 而是一处令人向往的神灵仙界 。 这里的一山一水 ，

草一木 ， 部和其他地15迥然不同 ， 充满了神的灵性和仙

的气息 。 -个不起眼的创意 ， 一座小小的城池 ， 似于在

漫不经JL\~中便留下了一部历史的经典之作 ， 树起了一

座神仙文化的丰碑 ， 这就是武帝刘彻的可圈可点之处 。

从汉武帝到朱郡守 ， 岁 月 的飞楼己穿越了干载 。 虽

然作为一个地方官员的朱处组与刘彻在身份上截然不

同 ， 却在围绕着同一个主题， 书写着自己的锦绣文章 。 他

把自己的创作灵感 ， 放在郡城以北的丹崖山上。这座紧

靠海边的小山虽然不富 ， 却有着自己的特点 。 Ilffi城控海，

. 朱体流丹 ， 南为缰坡 ， 北耸峭壁 。 据地方志记载 ， 丹崖

山古称蓬莱岛 。 这一名称的结起虽然无从雪证 ， 但是古

人借景冠名 ， 总是要再一点来由的 。

既然是蓬莱岛 ， 便是仙境所在 ， i更高它的独特内涵 。

朱处约紧紧围绕这一独具个性的仙岛主题，充分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 ， 精 JL\相思，认真打道 ， 致使丹崖山膏、巍然

挺立起一座雕梁画栋的楼阁 谨以蓬莱|萄称之 。 从此天

海之间 ， 出现了一道与仙城古邑相映成趣的迷人风景 。

登临者举目而望 ， 可见那飞檐列栋 ， 雄峙在崖壁上;楼

包围栏 ， 出没在云雾之中 ， 所谓 "仙|萄凌空的确名副

其实 。 对于建阁的目的 ， 朱处约在他的 《蓬莱|萄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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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阁神韵

说得很清楚 ， 无非是为帅|人开辟一处游玩的地万 。 然而 ，

他又不无自我欣赏地标槽，在真营造的高面上 " i[。而望

之 ， 身企鹏翔，俯而看之，足摄董苗 ， pfT览之间 ， 恍不

知神仙之蓬莱也 ， 乃人世之蓬莱也 。" 这位郡守的慧 I l，\与

才惰，可见一斑 。 立意高卓 ， 真行亦远，正由于朱处约

的山水文章主题突出，风格独具，才育着深远的意境 ， 历

干年而不衰 ， 在神国仙乡独领风骚 。

' r 形神兼具筒构思

华夏古代的四大名楼一一黄鹤楼 、 岳阳楼 、 滕王阁 、

蓬莱圈 ， 三座在江南 ， 一座在江北 ， 各雄踞一方 ， 各青

真特色 。 而它们的共同之处，则是俱临7.k畔 。 江南三楼

端赖江湖之潭，而江北的董菜|苟，却以大海为伴 。 从地

形上看 ， 江南之楼与江北的董菜阁却大不相同了 。 江南

P ENG L AILISHIW E NHU A CONG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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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楼I也处江湖之滨 ， 地势比较平握 。 而蓬莱|萄却坐落在

丹崖山上，居高临下 ， 视野十分开闹 。 掘地方志记载，丹

崖山属于长日山的余脉 ， 涯海而来，在渤黄二海交界处

隆起 ， 形成一个师角 ， 称为蓬莱仰 。 这里是胶东半岛的

最北端 ， 三面环海 ， 一面与绵延起伏的丘陵相撞 。 由于

负山控海 ， 加上海湾中长山列岛的错落分布 ， 使这里形

成了一种植峻壮观的海山景象 享有山海名邦主美誉 。

由自由自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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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丹崖山左右井峙的是田横山 ， 比丹崖山略高 ， 成

为丹崖山的背靠手。屏障 。 两山的北面石壁高峻 ， 底部半

漫海中 ， 形势险要 。 因两山山后 t'J产珠E几石 ， 所以又称

珠E几岩 。

在丹崖山的山体上建筑楼阁 建筑物是不需要过于

高大的 。 因为山体本身已经离了高度 ， 建筑物过于高大 ，

皮而显得不协调 。 作为适 l萄富的朱处约 ， 是想到了这一

层的 。 所以 ， 对比起重檐翼舒 、 气宇轩目的江南三名楼

来，蓬莱圈在单体建筑规模上，显得逊色许多 。 也正因

为如此 ， 用巍峨 、恢宏等字H~形容蓬莱 l司都是不够怡当

的 。 它所强调的不是高大雄峻，而是庄重古朴 ， 不是富

丽堂皇 ， 而是自然本真 。 如此一座占山楼色 ， 用大家闺

秀现小家碧玉刚或伺{党少年或骤悍壮汉做 tt睛都不怡

当 ， 它分明像→{立仙风道骨的长苔 ， 在神山仙海之间向

世人娓娓讲述着"人洼地、地;去天 、 天法道 、 道洁自然"

的道理 。 这不能不赞叹道阎者的构思巧妙一-jg蔷山势

造景 ， 既菩虑到它的夕|、形要悦目 ， 又苦虑到它的内涵要

诱人 。 在秦皇汉武访仙求药的地万 ， 高山大海都是夕|、形，

只有神国仙乡的文化积淀才是灵魂。如何能使自己的作

品形神兼具 ， 朱处约的构思再看示范性的意义。

既然朱处约申明了自己造|萄的目的是为了给帅|人提

供一处游玩的地方 ， 那么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董菜 i哥就

是一处山体园林 。 而作为园林艺术 ， 它是真正山水的一

种缩影 ， 是从自然山水到写意山水的创造 。 搜照造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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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阁夜色 则来看 ， 园林的骨架是山 ， 在园林中道山 ， 常常以土为

I筐 ， 以石为叠，堆土叠石相结合，则使园林在空间布置

中显示出灵活多样菜 。 而丹崖山本身就是自然山体 ， 就

是园林的骨架 ， 如果再接照常规在园中造山，形成山中

之山，显然育些累赘 。 然而，当年的道园者却并没有忽

略石景在园林中的作用 。 在天后宫前的院落里 ， 于戏楼

两侧各置甜色丹崖石三尊，两两相对 ， 蔚为壮观 。 清代

大盒石家阮无名为 "三色石" 后知府张瞄又名为"坤歪

石" 。 这六块巨石，对整个园林起到了怡到妇处的点缀作

用 。

"7.1<是园之脉 71<随山转 ， 山因 71< ;舌 ， 这也是造园

的规则 。 作为丹崖山 ， 山体本身是没育水的 ， 但是浩瀚

辽阔的大海，却弥补了这一不足 。 丹崖山的东 、 西 、 北

三面环潭量;应万里 ， 一望无í~ ， 阁以;每奇 ， 海以|萄灵 ，

二者相得益彰 。 这种豪壮与大气 ， 使蓬莱圈 tt起江南三

名楼来，又显得(颓然自信多了 。 这里的海是仙潭 ， 山是

仙山， I萄是仙闹 ， 来到此处的人便是来到了仙境 ， 便会

产生飘飘欲仙之感 。 正像文山李启i亘的诗句所云眼前

PEN GL AI LIS HI WE NHUA CONGS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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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而 '

沧海难为水 ， 身到蓬莱即是仙 。"这就是董菜的神白 ，

是蓬莱的人文内涵 。 朱处约的初衷看起来简单明了 ，

他的创意所带来的影响 却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

∞自由 回

Z

<

>

X-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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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对于蓬莱圈 ， 如果联系它所处的大环境采看 ， 它可

以说是市井一侧的桃源、红尘中的仙境 、 圄罔里的天堂 。

在这里倘佯神洒 ， 会产生 种超凡脱俗之感 ， 用计成 《圆

泡 出山》 的话来说 ， 便是 "莫言世上无仙 ， 斯住世之

j赢壶也 。 "

虚实结合的走笔

董菜 |萄营造在素称仙境蓬莱的丹崖山上 ， 所以一向

被人们视为仙阁 ， 登阁神泊者也被说成进入仙境 。 在山

门前面的牌场上赫然写著 "丹崖仙境"四个大芋 ， 分明

在告诉人们 ， 这里是人间与仙境的分界线 。

-、

真实 ， 朱处约的高明 ， 就在于他把虚无嫖姆的神山

仙境，与实实在在的丹崖仙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其

匠心独运的大于笔，完成了形神兼具的传世之作 。

从汉武帝大海边筑城到朱处约丹崖山上造阁 ， 日才间

已晤越了一干多年 。 对于当年的三神山之说的流传和帝

王们求仙活动的高潮迭起 人们已经有了比较科学而正

确的认识 ， 己能~~理性地去理解一些神奇迷离的自然现

象 。 "山在虚无嫖蝴间分明是对海上仙山的一种准确 国F ￥

而独到的解释 。 宋代的东坡大学士更是对帝王们的萃仙ιJ跚m

活动}~~一笑， 写申丁 ;秋风茂陵害 ? 劝尔摩-1、川帝

乡不可期 ， 楚些用归来川的诗句t EJZE当代国家领导人

董必武老人也发出感叹，留下了叫没育仙人高仙境噩

菜|萄上妇题诗"的名句。 -

既然神山仙岛是古人白~-也来的百凡世界，是难以

企及的幻影 ， 那么，朱处约所精IL}构筑起菜的空中楼阁

又高什么意义呢?聪明的朱处约十分懂得凡闯俗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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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浴朝晖

理 。 尽管神山仙岛是虚幻的 ， 帝王们的求仙活动是清洁

可笑的 ， 但是却为这山海田tt连之地留下了浓浓的人文气

息 ，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 况且 ， 神仙们的逍遥自在 ，

校生不老 ， 历来是凡界俗人追求的目标天上何曾有山

水 ， 人间乐得(眼神仙 "。 因此 ， 当人们的一种信仰一旦形

成 ， 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 你越说真假 ， 他越信真

真 ， 这就是信仰所产生的巨大精神作用 。 朱处妇深信他

在丹崖山上的杰作是富高神自 充满灵气的 。"蓬莱" 本

身就是 "仙境" 的代名词 ， 那么， 蓬莱|萄呢? 毫无疑问 ，

是名副真实的仙圈 。 欲想成仙苔 ， 不如到丹崖仙阁走

遭 ， 沾了仙气 ， 自 然会带来妇运 。 当然 ， 作为仙境载体

的蓬莱闹，大大满足了人们的崇仙情怀 ， 这是它的人气

旺盛的原因所在 。 然而 ， 也不能不看到，更青一些登|萄

者 ， 却是以一种十分玲静而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这里的

切的 。 他们不是为了成仙 ， 而是把这里视为登高观潭 、 借

景抒怀的好地方 。"丸万青天登棉得蹈 ， 三千碧海破j&乘

风怡如其分地逼出了个中情趣 。 在社会的不断进步

中 ， 对于神山仙岛之说 ， 人们已经把它与海市匮楼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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