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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徐礼勇 记录：水雪君

乌石塘

乌石塘是一条全部由乌黑发亮的
鹅卵石自然垒积而成的海塘，气势庞
大蔚为壮观。鹅卵石乌黑发亮、花纹
斑斓，光洁可爱，小如珠玑，大如鹅
卵。每当台风将临，依水斜垒的乌石
会一反常态，皱叠起一道道竖沟，发出
一阵阵“沙……啦啦，沙……啦啦”的
声响，朱家尖的渔民们称之是小乌龙
在预报台风即将到来的信息，呼唤出
海打渔的渔民快快回港。

乌石塘何以如此灵验？相传它是
乌龙的化身。原来东海龙王的三太子，
生得一身乌黑，顽皮而聪颖，深得父母
的宠爱。一天，它耐不住龙宫的寂寞，
一个人离开龙宫，独自来到东海大洋遨
游。正玩得兴起，不料遇到了一群鲨鱼
精。鲨鱼精们曾听说吃了龙肉，可以成

仙，所以一见小乌龙，就相约咧嘴向小
乌龙猛扑，小乌龙寡不敌众，斗得筋疲
力尽，遍体鳞伤，向莲花洋节节败退，
鲨鱼穷追不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被
正在抲鱼的朱家尖渔民发现，众渔民奋
勇将小乌龙救到樟州湾内，又精心为小
乌龙养伤，于是小乌龙与朱家尖渔民结
下了深厚的友情。伤好后，为报答救命
之恩，小乌龙情愿留在樟州湾，立志守
护海塘，造福朱家尖百姓。

从此小乌龙就横卧在樟州湾沿岸，
年长月久，片片龙鳞也就化作了乌石
子。它日夜注视着大海的变化，一旦大
风将至，它就抖动龙鳞，并高声鸣叫，
警告渔民别出海、快回港。台风来时，
浊浪排空，他就用身躯挡住惊涛骇浪，
保护朱家尖一方百姓免遭灾难。

■讲述：骆继木 记录：赵学敏

半升洞

很早以前，住在沈家门荷叶外东端
岸边的人，吃水很困难，因为那里靠近
海，打的井水都是咸的，不能饮用。要
淡水只有到戚家湾大井潭来挑，来回要
走十多里。

有一年夏天，有个老翁从大陆方向
来到沈家门，准备去普陀山。他要寻找
渡船，从道头上船沿这个东端岸边走
去，当时天色已晚，没有去普陀山的船
了，于是他只得住在一个渔民家里。

这家渔民很好客，得知他从大陆远
道而来，更是热情招待。但是我们舟山
人粮食都是粗粮，有句古话：“舟山人扯
蛋，蕃薯干当饭”。这家渔民为了招待客
人，把储藏在米缸底层仅有的半升白米
都掏出来，熬成粥，又下泥涂捡来泥螺、
蛏子、蛤皮，摆上一桌，老翁非常感激。

第二天一早，老翁起身，准备找船
去普陀山，却不见这家男主人，女主人
告诉他说是挑水去了。老翁想这家主
人如此好客，总要当面道谢告别。等呀
等，过了一个时辰，才见男主人挑着一
担清水，吃力地走来。原来为了招待客
人，一早就去沈家门泗湾大井潭挑水。

老翁得知这里缺水的情况，决定要
帮助他家。他在屋前屋后看了地形，觉

得这里是很难挖出一口淡水的井。于
是他只得拿来这家量米的升筒，往后门
岩石里用力一按，这岩石实在太硬，只
按了半升那么大的一个洞。

老翁只得摇摇头说：“这里岩石太
硬了，虽然能渗出淡水来，可一次只能
舀半升水，如果你多舀几次，够你一家
用了。”渔民一看，非常惊喜，也非常高
兴地说道：“好呀，好呀，有这半升一次
的水，够了，够了！”

老翁走了，从此这个洞里淡水不
断，每次能舀起半升水来。邻居知道
了，也来他家取水。

原来这个老翁，就是得道的梅福道
人，是去普陀山炼丹的。至今普陀山梅
福庵里还有炼丹洞。

有一年又逢夏季大旱，连大井潭水
也浅了，但半升洞的水却不断。因此来
取水的人更多了。有一个人想，这半升
水取得太慢了。便在半夜里，拿来大
锄，偷偷去挖。结果洞让他挖大了，可
水却不来了，他懊悔不已，可是再也没
办法了。但这个半升洞地名，至今一直
叫下来。

据说这挖洞的地方，正是现在去普
陀山的码头。

■讲述：沈家门接待寺和尚 记录：赵学敏

接待寺

明朝成化年间，一个四川和尚，法
号德慧。他跋山涉水，不远万里，终于
从宁波方向跨海来到沈家门。当时天
色已晚，不能渡海去普陀山。于是他在
墩头天打岩借宿。可是第二天，天空阴
暗，刮起西北大风，渡船因大风航停，
只得无可奈何在天打岩等待。可是大
风一连刮了三天，还未平静。他一个出
家人，远道而来，无亲无故，实在为
难。他想要是有一个居所能接待过往
僧尼、香客，该有多好呀！

这天晚上，他静心打坐，忽然觉得
眼前金光闪闪,现出脚踏莲台的观世音
菩萨，在祥云缭绕中慢慢过来。德慧又
惊又喜,连忙伏身跪拜。菩萨脸露慈祥
笑容对他说：“你是得道高僧，望你能
为远道而来普陀山进香的僧人、信徒着
想，做件善事吧！”他听了菩萨之言，忙
抬起头来想问该做何事？可这时菩萨
已冉冉升起，渐渐隐没在空中云彩里。
他一急，突然醒来，原来这是南柯一
梦。想想梦境，还在眼前。他想这一定
是观音菩萨点化于他。做什么善事
呢？忽然心里开朗，目前最好善事应该
是在这里造一所能接待外来僧人、香客

的寺院。
但是造寺院，谈何容易，要人力、物

力，他一个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过他
马上想到去化缘募捐，他下定决心一定
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桩心事。

这时,东方已露晨曦，风也静了，浪
也平了。于是他披上袈裟，找到渡船，
迎着东海冉冉升起的红日踏上了普陀
山。他虔诚地礼拜了前寺、后寺、佛顶
山和小寺院庵堂的菩萨。便在前寺街
上为建造沈家门的接待寺募捐。很多
香客觉得此举甚善，纷纷解囊出钱。

这时普陀山宝陀寺方丈在街上经
过。见德慧做此好事甚为感动，便拉他
到寺院中叙谈，并倾寺中积蓄，交与德
慧，让他去沈家门主持建寺。

有了财物，德慧回到沈家门，就选
在天打岩东边山腰上买地建寺。不到
三个月，一座寺院就建成了。原称普陀
山宝陀寺下院。从此大陆来普陀山烧
香拜佛的僧人、香客，经过沈家门时都
可住宿在这个寺里，这个寺就被命为

‘接待寺’。
近年接待寺经过扩建装修，规模宏

伟，香火更为旺盛。

■讲述：蒋阿仕 记录：忻 怡

船眼睛

本来，船呒没眼睛，后来为
啥要在船角两边生两只眼睛
呢？

早前，东海大洋里有个泥
鳅洋，泥鳅洋里海水有辰光梗
青碧绿，有辰光墨漆铁黑。泥
鳅洋里还有海泥鳅，这东西是
坏东西，听说通人性。抲鱼船
驶过，就会一大阵、一大阵在船
尾巴水花里打滚，也有钻到舵
牙旁边、船肚底下，听见啥人讲
它坏话，它就背脊拱拱，尾巴弹
弹，把船弄翻。每遭碰到这种
情景，渔民有的一把一把往海
里撒米；有的拿出一面小旗，在
船尾巴摇来划去，口里不断说
着：“去，去，去，出考去，考进
状元及第……”可是，这个法子
也勿灵，抲鱼船还是要被海泥
鳅顶翻。

有回，一只抲鱼船经过泥
鳅洋，被一阵海泥鳅跟牢了，米
也撒过，旗也划过，好话也讲
过，呒没用场。海泥鳅“彭彭”
顶船底，顶得船板格格响。船
老大忖，横竖弄勿好了，连忙

叫伙计把三道风篷都拔起来，
把一门铁锚挂在船头外面，又
叫伙计拿来两只碰霸①吊在船
头两边，老大自己用一只上落
桶②冬冬冬冬像锣鼓一样敲。
这么一来，海泥鳅吃勿准了，看
看碧清的海水映落去，这东西，
翅膀张开有三副，头角两边瞪
着二只像灯笼一样的大眼睛，
中央露着脚爪，啥怪物哟，弄勿
好要吃亏，就尾巴一翘，哗啦啦
一声全游得无影无踪啦！

抲鱼人晓得了，晓得海泥
鳅这东西欺软怕硬，就用木头
做了两只凸凸的大眼睛，生在
船角两边。大眼睛里画小眼
睛，画8圈，看起来是8只小眼
睛，两边共有16只眼睛。这把
铁锚就挂在船头外面，海泥鳅
在海水里看见抲鱼船驶过，瞪
着16只大小眼睛，伸着脚爪，
吓得远远躲开哩！从此，新造
的抲鱼船，都生上两只船眼睛
了。
①碰霸：即防船沿相碰的圆球。
②上落桶：即船上打水的吊桶。

■讲述：赵学敏 记录：吴丹红

普陀佛茶

传说，瑶池王母娘娘生日，
群仙都来祝贺。百花仙子采撷
人间各地最好的云雾茶，作为
贺礼献上。王母娘娘平时非常
喜爱喝茶，生日过后，闲来无
事，便把百花仙子送来的各种
云雾茶细细品尝。—天，她泡
了一壶云雾茶，觉得清香可口，
沁人心脾，别有风味，甚合自己
口味，便差遣身边仙子春姑，去
问百花仙子，此种茶叶产于何
地,以便每年前去采撷。

春姑奉命，捧着王母娘娘
泡过茶的玉茶壶，找到百花仙
子洞府，可此时人间正是春光
明媚，万物生长的日子，百花仙
子早已到人间培花育种去了。
春姑不能复命。她一想，还是
也到人间走一趟。一来找寻百
花仙子，二来自己也可直接去
寻找这种王母娘娘喜爱的茶。
春姑驾起云头，从天上下来。
她想云雾茶顾名思义是生长在
云雾缭绕的高山上。于是她先
来到峨嵋山，再去黄山、庐山，
又去武夷山、雁荡山。可是走
遍高山峻岭，却没有这种云雾
茶。她想解铃还须系铃人，必
须找到百花仙子。可是偌大的
人间，到哪里去找寻呢？

春姑正在焦急的时候，从
终南山方向忽然来了一个坦胸
摇扇的大仙。春姑仔细—看，
这不是常来王母娘娘蟠桃会上
的八仙汉钟离吗？她非常高兴
迎上去：“大仙！有礼了！”

汉钟离笑道：“你是王母娘
娘跟前的春姑吧，不在瑶池，为
何来到人间？”

春姑道：“我是来寻找百花
仙子的。”

汉钟离问道：“你寻她何
事？”

春姑指指茶壶，说道：“王
母娘娘喜爱这种茶叶，问她产
在何处？”

汉钟离细看壶中茶叶，又
捡出一片尝了尝，便说道：“百
花仙子不用找了，我可以告诉
你，这种茶叶产在东海舟山岛
上最东面的小山坡上。”

春姑笑道：“大仙！你不会

搞错吧！此茶是云雾里生长，
应长在高山深处，怎会长在海
岛小山上？”

汉钟离道：“你这就不懂
了，海风最是潮湿，在春季里最
会发海雾，而且这雾跟大陆上
不同，带有咸湿味，故而长出来
的茶叶，口味就不同了。那年，
我们八仙过海，途经那个小山，
看到过这种茶叶，而且还亲口
尝过。放心，你就到那里去
吧。”

春姑听了，觉得有理，忙
道：“如此多谢大仙指点。”说
罢，便驾云高高兴兴地飞向舟
山东隅塘头的青石子山上。

时逢初春，果然海雾弥漫，
满山长着绿油油的春茶，春姑
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王
母娘娘所要的云雾茶，一时高
兴得忘了情，手舞尽蹈地跳起
来，这一跳不打紧，可是将手中
捧的玉茶壶跌落在地上，春姑
大惊，连忙拾起查看，只见茶壶
的甩（柄）掉下了，这把茶壶的
甩就落在村庄的一块平地上，
变成了一块 30多米长的石
头。再也拿不回来了。春姑看
着，无可奈何，用山上小竹，编
了一个竹篓系在身上，把失了
甩的茶壶放在竹篓中，双手左
右采茶，不一会儿就采满一篓。

春姑又是高兴又是担心。
高兴的是找到了王母娘娘喜爱
的海上云雾茶；担心的是玉茶
壶失去了个甩。怀着两种心
情，驾云飞回瑶池。王母娘娘
见春姑采来茶叶，非常高兴，因
而对她失掉茶壶甩没责怪。

以后，王母娘娘每年都要
命春姑来塘头釆茶。这跌落茶
壶甩的山岙，就名为茶壶甩村
了。

后来，有一年遇大旱，眼看
绿郁郁的茶树都枯萎下去，大
家非常着急，忽然从普陀山方
向飞来一朵祥云，霎时下了一
场甘霖大雨，茶树抬头，嫩枝插
芽，茶山更加生机勃勃，新茶更
加甘润清香。原来是观音菩萨
用甘露浇灌了茶山。后来人们
就称这里的茶为佛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