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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王如法
记录：忻 怡

早先辰光，只只抲鱼船后八尺
统有一个木头刻的小菩萨。出海、
拢洋，总要拿几盆糕饼呀、馒头呀，
供一供，拜几拜。这个小菩萨，阿拉
抲鱼人叫他船官老爷。

老早老早，抲鱼船像四角方的木
头箱，呒没橹，桨划划；呒没网，钩子
钓。抲鱼人勿怕鱼抲勿来，只怕祸灾
来。抲鱼船出海除了要命的风暴外，
顶怕的要算大鲨鱼了！大鲨鱼背脊
黑咕隆咚，远看像块礁，近看像座山，
尾巴伸出海面像爿簟。要是碰到抲
鱼船，它尾巴甩一甩，船崩脱嘞；背脊
弓一弓，船顶翻嘞，勿晓得有多少抲
鱼人勿明勿白船翻人亡。

有个抲鱼小囝名叫木龙，阿爹
阿哥统死在鲨鱼手里。他恨死鲨鱼
啦，划着一只小船，拿着一把斧头，
到处寻鲨鱼报仇。寻了三日三夜，
寻得肚皮饿，嘴巴渴，力气用尽，坐
在船里，仰面朝天大声叫着：“老
天！菩萨！侬咋勿开眼呀！阿拉抲
鱼人这样下去，咋做人呵！ ”

讲起来也交关凑巧，刚好有个
菩萨路过，心忖抲鱼人实在太苦、太
伤心了。菩萨生了善心，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老头，划着一只小船，驶到
木龙跟前，问道：“小囝郎，侬一人作
啥呀？难道勿怕大鲨鱼尾巴把船掀
翻！”

木龙说：“老阿伯，我正要找大
鲨鱼报仇呐！”

老头呵呵笑笑说：“凭侬一个小
囝郎，就能找鲨鱼报仇？要斗鲨鱼，
只可智取，勿可力敌！ ”

“老阿伯，侬快讲，有啥计谋好
用？”

老头气叹叹：“小囝，要斗倒大
鲨鱼也勿难，看侬肯勿肯照我讲的
去做！”

“老阿伯，只要能斗倒大鲨鱼，
叫我去死，我也肯去！”

“侬勿后悔？”
“勿悔！”
“好！”菩萨咒语一念，使个法

术，“嚓”一下把木龙变成了一只三
道风篷的大船。这辰光，远处游过
来一根大鲨鱼王。大鲨鱼王露出水
面张眼一望，咋！介怕的怪物还呒
没见识过呀！这怪物两只大眼睛凸
出，头角高高，当中露着一枚笔尖锋
利的牙齿，背脊墩生着三张翅膀，哗
哗冲过来。这是啥怪物？它壮壮胆
问，“喂，侬叫啥？”

“我叫木龙。鲨鱼呀，阿拉打个
赌好伐？啥人赢，啥人当大阿哥！”

鲨鱼一听要打赌，顶开心，就
说：“好呀，咋赌赌？”

木龙说：“阿拉赌啥人游得快！”
鲨鱼忖：赌游泳，我包赢，就满

口答应了。
比赛开头，鲨鱼还游在前面，一

转眼，木龙越游越快，把鲨鱼远远抛
在后头，追得呼呼响，还是追勿上，
只好勿追了。木龙回过头来问：“鯊
鱼，侬输了，服勿服？”鲨鱼咕咕忖
忖，是它游得快，可心里勿服，反问
一句：“木龙，侬咋会游得介快？有
啥本事，讲给我听听，讲得有道理，
我认输！”

木龙一看，机会来了，便装作交
关大方的样子，说：“我足足吃了三
百斤桐油，全身滴滑，游起来就快
了，侬三百斤桐油吃勿吃得下去？”

鲨鱼说：“吃得下！ ”便张开嘴
把三百斤桐油吞下肚了。

木龙说：“还有，我眼睛里钉着
三枚铁钉，所以眼睛特别明亮，眼亮
看得远，游得快，侬要钉伐？”

鲨鱼看看木龙眼晴旁边果然钉
着三枚铁钉，便说：“好，钉就钉
吧！”三枚铁钉敲进鲨鱼眼睛里去
了。

这时，木龙又说了：“鲨鱼，要想
游得快，背脊墩要竖桅杆，扯风篷，
就像生了翅膀，游起来，飞快！”

鲨鱼看看木龙背脊竖着三根桅
杆，就像三张翅膀，怪勿得游得介
快。对，我也竖上桅杆。木龙立即
用他那颗笔尖锋利的牙齿，对准鲨
鱼背脊墩猛力一戳，戳得深深的、牢
牢的。鲨鱼痛煞了，想逃，逃勿脱，
大叫起来“啊唷，痛煞了！桅杆我勿
要竖了，勿要竖了！”

木龙说：“只戳一个洞，侬就怕
了，还要戳两个洞呢！”

鲨鱼讨饶了：“木龙大哥，饶了
我吧，我认输，认输！”

木龙说：“好，阿哥我今朝饶侬
一次，要是侬再作恶，让阿哥碰到，
就勿饶侬了！”讲好，把牙齿拔出来，
鲨鱼就没命地逃走了。这时，因吃
了三百斤桐油，鲨鱼肚里阵阵绞痛
难忍；眼睛钉了铁钉，变得有眼无
光，它只好瞎闯乱逃。心忖，木龙真
厉害，下次碰到可要小心！从此，鲨
鱼看见抲鱼船，只是老远看看，勿敢
靠拢来了。

木龙斗败鯊鱼，抲鱼人都交关
高兴，就依样造船，把新造的抲鱼船
造得和木龙小囝变的那只船一模一
样，还雕塑了一个小菩萨，放在船后
舱，叫做船官老爷，出海拢洋都要祭
奠一番，表示对木龙小囝的敬意。
这个风俗就这样传下来了。

船官老爷

讲述：蒋阿金 张阿定
记录：管文祖

杨枝庵的当家和尚，收藏了一
幅唐朝名画，叫《普陀大士图像》。
画里的观音菩萨，头戴珠冠，身穿锦
袍，右手拿着杨枝，左手托着净瓶，
赤着双脚，画得活灵活现。

当家和尚交关爱惜这幅画，把
它供奉在后院禅房里，勿肯让别人
多看。他越是勿肯拿出来，别人越
是想看，到杨枝庵来的香客也就越
多了。有人劝老和尚把这幅观音宝
像挂到大殿去，让香客朝拜。他怕
画像损坏，随你咋讲也勿肯。

这事让一个老石匠晓得了，他
到杨枝庵找当家讲：“法师如果愿
意，我将它刻成石碑，供奉在大殿
里，让大家来朝拜！”

老和尚一听：“好足了，这还有
啥话好讲，那就辛苦你了！”这个老
石匠手艺交关好，他背来一块平平
整整的大青石，对着佛像仔仔细细
地看了一遍，便拿起凿子，“叮叮当
当”地雕刻起来。日也凿，夜也刻，
刻得连茶饭也忘记了吃。就这样，
勿晓得凿了多少日脚，一块杨枝观
音碑刻成了。石碑上的图像与原画
是一模一样，老和尚高兴煞，谢了再
谢，把观音碑供奉到大殿里。从
此，来杨枝庵朝拜的人就更多了。

这样，一直到明朝万历年代，在
一个伸手勿见五指的黑夜，杨枝庵
突然火光冲天，一场大火把庵堂烧
得精光，那幅唐朝名画也烧成了灰
烬。当家和尚忖，原画烧掉了，那块

观音碑一定还在，他一头扑在瓦砾
堆里，东扒西挖，可是，寻来寻去，就
是寻勿到杨枝观音碑。这下老和尚
急煞了。

庵里的和尚见当家急得这副样
子，便一面劝慰，—面分头到各山各
岙去寻。可是，寻遍整个普陀山，连
个石碑的影子也呒没。

一天中午，有个和尚奔到当家
面前：“师父，侬莫哭了，观音宝像回
来了！”

当家和尚睁开泪眼，看看小和
尚：“侬莫讲宽心话了，我心里都烦
煞了！”

小和尚交关认真：“师父，弟子
咋会扯乱话，勿信，侬自己去看嘛！”

当家和尚半信半疑，跟着小和
尚来到海边一看，星罗礁那边洋面
上红光闪亮，一朵白莲托着杨枝观
音碑顺着潮水向短姑道头漂来。

当家和尚见这般情景，心想一
定是观音菩萨显灵，他连忙跪在沙
滩上大礼顶拜，一面又吩咐全寺僧
徒，身穿袈裟，手持清香，到南天门
前，大礼相迎！

那末，杨枝观音碑咋会到海里
去的呢？原来那天黑夜，有一班倭
寇偷偷摸摸进了普陀山，偷勿到那
幅名画，便把观音碑抬走了。临走
时，还放了把火，烧掉杨枝庵。啥人
晓得，船到莲花洋面，突然刮起风
暴，倭船迷了方向，触礁翻船，杨枝
观音碑也沉在暗礁上了。

观音碑抬回后，当家和尚先把
它供奉在普济寺，后来杨枝庵重建，
才把观音碑迎回原处。

杨枝观音碑
讲述：微觉
记录：管文祖

普陀山梅福庵里有个炼丹洞，
洞里的观音佛像旁边，有尊道士的
塑像。为啥道士会到佛庵里来？

西汉末年，梅福是九江的县
尉。他见当朝皇帝软弱无能，明令
不行，民不聊生，心里交关着急，几
次上疏皇帝，要他铲除乱臣贼子，重
用忠良贤臣，中兴汉室。可是，次次
上疏，都是有去无回，呒没用场！

有一天，梅福出城散步，看见
几个小孩在树林里争抢一只小鸟，
这鸟羽毛五色斑斓，好看足了。梅
福欢喜，便向小孩买了下来，把它
托在手心上，小鸟“吱吱”巧叫了两
声，翘翘尾巴，抖抖羽毛，翅膀一
张，飞上天空去了。

梅福高高兴兴回到屋里，刚想
坐落歇歇，忽然闯进两个衙役，不
由分说，把梅福押走了。原来，王
莽篡位当了皇帝，凡是反对过他的
人都要斩尽杀绝，梅福也是一个。

梅福成了钦犯，押解进京。一
天中午，他们正在路上走着，那只

五色斑斓的小鸟，突然飞到梅福的
肩上，“吱吱”叫了两声，又飞上天
空，扑扑翅膀，长鸣一声。霎时，乌
云翻滚，狂风大作，刮得梅福东跌
西撞。勿晓得过了多少辰光，狂风
息了，乌云散了，他身上的枷锁也
没了，两个公差也勿晓得到啥地方
去了，眼前却是一片白茫茫的大
海。他感到全身呒力，双脚发软，
一屁股坐在海滩上。这辰光，有条
小船飘到他的跟前，他勿管三七二
十一，爬上小船。一阵风，把小船
送到普陀山。他爬上山顶一看，这
个岛的四周，是一片大海，山上树
木葱翠。他想，这地方蛮好，正好
在这里避—避。于是，他寻到一个
石洞，设炉炼丹。

一天，他正坐在洞口凝神静养，
忽然，那只五色小鸟又飞来了，它在
梅福头顶兜了一圈，掉下两根长长
的羽毛。羽毛“唰”地变成两条小
龙，在空中打了几个转，又“呼”一声，
钻进炼丹洞的后山。小龙不见了，
从后山的石缝里却渗出一股清泉，
积成一个井潭，这便是“梅福井”。
井里的水，据说是龙涎仙水，梅福就

是喝了井里的水才得道成仙的。
过了几百年，观音菩萨到普陀

山建立道场。一天，她来到盘陀
石，看见一位白发老人，静坐鼎旁，
闭目养神，便上前合掌施礼说：“仙
翁何故在此？”

梅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观
音菩萨，赶紧还礼：“贫道是梅福，
隐居这里避乱世。”

观音见他鹤发童颜，已经得
道，便说：“你在这里隐居百年，只
晓得避世，那么靠啥人来济世？”

梅福忖忖，勿会错，过去在九
江做官，总以为能替老百姓做点好
事，勿料，昏君无道，王莽篡位，心
有余而力不足。如今修炼成仙，咋
好只顾隐居避世？他觉得观音讲
得在理，便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
里，走出炼丹洞，来到观音跳。

这时，潮水正好涨平，他便在
海边洗了洗脚，然后就离开普陀
山，云游各地，施药济世去了。至
今，在梅福洗过脚的海滩上，还能
找到一种有梅花纹的石块，人称
“梅石”。人们为了纪念梅福，在炼
丹洞旁边，造起一座梅福庵。

梅福炼丹洞

讲述：史兴来
记录：管文祖

原先，佛顶山呒没寺院，只有
一个小小的石亭。

悦岭庵里有个 15岁的小和
尚，名叫圆慧，天天要到佛顶山上
去斫柴，他一早上山，天黑回来，
昼过①就在石亭里歇歇力。

这日昼过，天气交关闷热，圆
慧坐在石亭里乘凉，突然看到海
面上雾气上升，阳光一照，佛顶山
上一片霞光，五光十色，交关好
看。他心里一动，赶紧整好柴担，
急匆匆挑回悦岭庵，一进门就喊
了：“师父，我在佛顶山上看到佛
光了，佛顶山是个好地方，好造座
大寺院！”

当家老和尚听了，只好对他
笑笑：“佛顶山是块宝地，要造大
寺院，讲讲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砖、瓦、木材哪里来？”

圆慧想了想说：“让弟子出
山，四方化缘！”

老和尚看看圆慧，觉得好笑，
信口说：“侬能化缘建寺，我愿落
灶烧火三年，让侬主持寺院！”

圆慧向老和尚要来一件旧袈
裟，一副木鱼，离开普陀山化缘去
了。他飘洋过海，翻山越岭，整整
走了六个月，来到福建地面。

一天，圆慧看到一个大村庄，
一打听，晓得村里有户大财主，财
主的老娘是个长年吃素的念佛老
太婆。圆慧心里蛮高兴，便三脚
二步来到财主家门口，“梆梆梆”
不断地敲木鱼。财主听到木鱼
声，走出门来一看，见门外站着一
个又矮又小的沙弥，穿着一件又
肥又大的旧袈裟，背着一个又沉
又重的大木鱼，那副怪样子使人
好笑，问了：“小师父，侬出家哪个
庙，念的啥经？”

圆慧合掌施礼：“出家观音
庙，庙住普陀山，口念弥陀经，向
施主化个善缘！”

财主听了，叫人端来一碗饭：
“普陀山到这里路途遥远，吃碗观
音斋充充饥，歇歇脚再走！”

圆慧看看斋饭，勿接：“观音
显灵，光照佛顶。施主有缘，捐化
木材，造座寺院。”

财主一听要化木头造寺院，
摇摇头走了。

圆慧没想到财主介小气，他眼
睛骨碌一转，计上心来，索性装作
呒介事的样子，在财主门口盘腿坐
下，一个劲地把木鱼敲得“梆梆”
响。木鱼声惊动了财主的老娘。
这个老太婆吃素念经，老早想去普
陀山进香，她儿子怕她身体多病，
路上出事，呒没去成。今朝听到木
鱼声，便差丫头出门看望打听，老
太婆听讲是普陀山来的小和尚，连
忙打起精神，出门相迎。

圆慧看老太婆那身打扮，便
晓得是财主的老娘了。他口里喃
喃地说：“信佛要心诚！心诚佛就
灵！”一边讲，一边转身走了。

老太婆赶紧喊：“小师父回
来，小师父回来。”

圆慧听见喊声，反而越走越
快，一眨眼就勿见了。老太婆一
急，觉得心头发闷，双脚一软，跌
坐在地上。财主赶紧过来，将老
娘扶进房里，又是揉胸，又是捶
背，忙得勿可开交。好歇功夫，她
才慢慢缓过气来，嘴里还含含糊
糊地喊着：“普陀观音，普陀观
音！”

这一天，财主屋里一直忙到
深夜，正当老太婆要合眼困觉了，
突然从后山传来一阵木鱼声。老
本婆听到木鱼声，“骨碌”翻身坐
起，耳朵竖起，笑眯眯地仔细听。
听到天蒙蒙亮的辰光，木鱼声停
了，老太婆的毛病又复发了。这
样，整整闹了三日三夜，财主吓煞
了，只好去找小和尚，可是找遍山
山岙岙，连个影踪也呒没。

小和尚到哪里去了呢？原来
他躲在一个山洞里，日里困觉，夜

到出来敲木鱼。今朝看见财主带
着一帮人来寻他，便有意避开财
主的眼目，偷偷走进财主屋里，站
在病人床边，“梆，梆”地敲木鱼。
老太婆睁开眼睛一看，是普陀山
来的小和尚，真是满心欢喜，病也
好了七成。她把圆慧当成活观音
了，又烧香，又许愿，满口答应化
缘造寺院。这样一来，老太婆像
吃了灵丹妙药一样，呒没几天功
夫，毛病全好了。财主见普陀观
音有介灵验，也肯捐助木材了。

圆慧把木头运到普陀山。可
是，佛顶山介高，介粗介长的木
头，咋搬得上去？有一日，天气蛮
好，太阳猛猛，忽然间风起云涌，
灰蒙蒙的大雾，把整个海都罩住
了。圆慧一看，连叫勿好，介大的
雾，抲鱼人在海上要出事了。他
“登登”奔上佛顶山，一口气奔到
菩萨顶，在山顶上点燃一堆干柴，
柴一烧，火光四射，远远看去，就
像一盏大灯笼。在黄大洋抲鱼的
渔民，看到半天空有盏铮亮的灯
笼，都说是观音菩萨显灵，点起天
灯来救阿拉抲鱼人。没多少辰
光，海上介多渔船统统驶进普陀
山海湾。圆慧见了，大声喊着：
“菩萨显灵，佛顶山要造寺院，大
家快来搬木头！ ”

渔民听见喊声，扛的扛，抬的
抬，一眨眼功夫，把木头全搬上了
佛顶山。一座大寺院就这样造起
来了，这就是现在的慧济禅寺。

寺院落成那天，悦岭庵的当
家老和尚也来到佛顶山，一定要
落厨房烧火三年。圆慧再三劝
说，才让老和尚去厨房烧了三把
火，借个名头，了却他当年许下
“烧火三年”的心愿。

后来，圆慧又在菩萨顶造了
一座小庙，每逢雾天黑夜，点起
“天灯”指引渔船进港。从此，菩
萨顶又叫“天灯台”了。

①昼过：舟山方言，即中午。
有时也指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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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海岛过去有个风俗习
惯：十二月廿三祭灶，送灶神上
天；廿四到廿八是敬神谢年；三十
年夜接灶神归来，过除夕。

据说灶神每年十二月廿三，
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乘机在
玉帝面前讲了许多凡界百姓的坏
话，说他一日三餐，烟熏火灸，辛
辛苦苦，却得不到黎民百姓的供
奉、祭祀，实在太清苦了。玉帝闻
听，马上派福利神下凡调查，要是
属实，定要惩办百姓。

福利神接旨下凡，心想，凡间

百姓如此奸刁，我要给他们一点
厉害看看。于是，他一出南天门，
便刮起狂风，推起巨浪，大雪纷
飞，昏天暗地，吓得黎民百姓不知
所措。土地神嘴快，传出话来，说
是灶神上天禀报，下界黎民不肯
敬神，现在派福利神来调查了。

百姓得知此事，家家户户赶
紧制办了大鱼大肉，水果糕点，供
奉福利神，借名头为谢年。

福利神见凡间百姓如此尊敬
天神，满心欢喜。于是，他收风歇
浪，驱散云雾，到各家各户，见肉
便吃，有酒必醉，等他吃饱喝足，
已是十二月廿九了。他匆匆赶回
天庭，向玉帝禀报，说凡界黎民对

天神如何尊敬，供品如何丰盛。
他还抹抹嘴巴说：“只要看看我这
吃得油油的嘴巴，就晓得了！”

玉帝看看福利神，责怪灶神不
讲实话，要他立即返回人间。灶神
虽然感到委屈，但不敢违抗旨谕。
到了十二月三十，又回来了。

百姓知道天神也是欢喜奉承
的，所以，每年在十二月廿三，家
家户户都要祭灶神，用糯米粉和
上甜甜的白糖，做成各种好吃的
祭灶果，供起香烛，好好孝敬孝敬
灶神菩萨，把他嘴巴抹得甜甜的，
好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讲上几句
好话。

这就是祭灶、谢年的来由。

祭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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