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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传奇多

明知看不到海市蜃楼， 我在蓬莱
阁还是存有一丝期许， 望向海面， 远
方两座岛屿 ， 一远一近 ， 一大一小 。
天气晴好， 风平浪静， 波澜不惊。 空
气中湿度极高， 似乎能拧出水来。 海
面上也蒸腾起一层雾气， 似乎给岛屿
围上了一条轻纱， 显出缥缈。 据说天
气极好时， 能看到长岛的几十座岛屿，
那是一种阵势。 岛屿多多少少， 似隐
似现， 确实有着几分迷幻。

遥想亘古， 海市这种自然现象就
已存在， 那时折射出的应该是陆地山
川。 对于这种自然现象古人不解， 有
着多种传说。 流传至宋代，大科学家沈
括否定了这些传说。他把看到的景观称
为“海市”，不是蛟蜃之气所为。

尽管已知是自然现象， 人们还愿
意称为海市蜃楼， 且又生发出了八仙
曾在这里过海的传说， 广为流传。 八
仙在多个朝代都有描述， 人物各不相
同， 直至明代吴元泰作 《东游记》 才
逐渐定型为汉钟离、 张果老、 韩湘子、
铁拐李 、 吕洞宾 、 何仙姑 、 蓝采和 、
曹国舅。 他们执的法器有葫芦、 扇子、
荷花、 宝剑、 洞箫、 花篮、 渔鼓和玉
板。 八位仙人来到这里还传出了许多
故事。

相传八仙出海游玩去的地方是三
仙山。 三仙山是更为久远的故事。 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 听说有长生不老的
秘方， 便与徐福来到这里， 看到了海
面上的众多岛屿。 徐福说在更远的地
方有三座仙山，一座为瀛洲，一座为方
丈，再一座为蓬莱。 秦始皇便令徐福去
寻求。不久徐福回报说，没求到，带的贡
品与人数太少。于是再令徐福带着三千
童男童女去寻。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是
传说， 来此应有政治因素， 而徐福东
渡出海则有着各种记录。故事流传至晋
代，王嘉在《拾遗记·高辛》中，把三座仙
山称为方壶、 蓬壶、 瀛壶， 合为 “三
壶”。 于是三仙山成为美景圣地。 这里
是大陆东面的尽头。 徐福下海东渡是
真，八仙过海也就有了逼真的效果。

有缘遇海市

来到蓬莱阁也是在关注一位人物。
当地流传着一句话： 五日登州府， 千
载苏公祠 。 宋代的苏轼到登州为官 。
他早闻海市蜃楼的奇景 ， 来到山顶 ，
比我此时的天气要好， 目力所及， 看
到了沙门、 鼍矶、 牵牛、 大竹、 小竹
等几座岛屿， 其中最近的是沙门， 兀
然焦枯 ， 不禁感叹 ， 真神仙所宅也 。
他也对海市蜃楼进行过调查， 访问了
当地老人， 结果是多出现在春夏之交。
这令苏轼十分遗憾， 在登州任职仅五
天， 便接到了调令， 马上要离走。 他
来到东海龙王庙里去祈求。 第二天奇
迹出现了： “东方云海空复空， 群仙

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 岂有
贝阙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 敢以
耳目烦神工。 岁寒水冷天地闭， 为我
起蛰鞭鱼龙……” 他写下了 《登州海
市 》 一诗 ， 诗中描写了海上的奇景 ，
还能知道时间是在初冬之季。 这也证
明了温差是出现的条件之一。 而他在
天寒之时能看到奇景真是巧合。

这首诗存于蓬莱阁卧碑亭内。 书
法真迹不能错过。 说是亭其实是三楹
的殿室。 碑石巨大， 为后人所制， 横
放在室内的地上， 有护栏挡住。 卧碑
一面为 《题吴道子画后》， 另一面便是
《登州海市》 诗。

有人分析， 苏轼在天寒时候看到
的可能是海滋， 一种类似海市蜃楼的
光学现象， 也是由于海水与水面的空
气层出现较大温差时， 光线通过密度
不同的大气层发生折射形成。 海市呈
现的是异地的虚像， 而海滋则是当地
海面上的实体的奇异变形， 会在秋冬
季节发生。

这里可以出海， 也可登陆。 宋代
北方契丹日益强大， 从这里到辽宁走
海上， 距离比陆路近很多， 军事地位
极为重要。 宋朝的庆历二年 （1042年）
登州郡守郭志高在这里建起了停靠战
船的刀鱼寨， 以防不测。 军港得名刀
鱼寨。 至明代， 海上有倭寇经常骚扰
沿海地区。 明洪武九年 （1376年） 登
州升格为府， 在原刀鱼寨的基础上修

筑水城， 可以停泊几百只船舰， 还可
操练水师。 水城改称备倭城。

人文气息浓

站在阁上我在想， 蓬莱本是三座
虚无缥缈的仙山之一。 沈括与苏轼观
看奇景都说是在登州。 来登州有陆路、
水路等多条道路可选。 唐代诗人李商
隐说： “蓬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
为探看”。 若是唯一的路径， 那就只能
是通往仙山之路了。 登州丹崖山是观
看海市蜃楼的好地方， 因苏轼而名声
远扬。 而蓬莱阁的建成， 观看效果更
佳。 久而久之， 蓬莱渐渐演变为地名。

蓬莱阁有二层， 底层四面有回廊。
阁正中高悬巨匾 “蓬莱阁”， 为清代书
法名家铁保书写。 二层上悬 “碧海春
融” 匾额。 回廊外壁嵌有 “碧海清风”
“海不扬波” “寰海镜清” 刻石。 廊旁
避风亭内还有董其昌等明清书法家的
诗文刻石。 众多名人至此， 留下了浓
厚的文化氛围， 充满人文气息。 此阁
历代屡加修葺， 却没有改动重建， 仍
保持着北宋建筑的原貌。

水城的城墙、 城楼已圮， 于20世
纪80年代末重修过， 砖与石大多是新
的，围起一座完整的城堡。 炮台上还搬
来了巨大火炮，有了形象的认识。 蓬莱
阁上四下观望， 海水不像渤海那样黄，
也不像南海那样蓝 ， 这里属于黄海 。
有人形容： 一脚跨二海， 两耳听涛声。

蓬蓬莱莱阁阁上上寻寻海海市市

位于成都西郊的百花潭， 每当秋
季来临的时候， 园内五彩缤纷， 美不
胜收。

杜甫诗： “万里桥西宅， 百花潭
北庄”。 百花潭一词的出现， 已有一千
二百多年历史了。 但百花潭因何得名？
位于何处？ 有人说在龙爪堰， 有人说
在浣花溪。 《蜀中名胜记》 和 《成都
县志》 记载： 浣花溪在城西五里， 一
名百花潭。 溪上民家之女任氏， 家境
贫微， 为人勤劳善良， 一日在潭边为
病僧洗涤袈裟， 莲花应手而上， 整个
水面上漂满百花， 故名百花潭。 清末
黄云鹄所题 “古百花潭” 石刻嵌在宝
云庵殿西壁 （今青羊宫正街桥头， 百
花潭公园对面）。 黄云鹄在新建百花潭
亭榭记中说： “周览形势， 背郭面郊，
群山隐见， 一溪自西南来， 一溪自正

北出迓之， 回旋激荡， 遂成深潭， 浪
花飞喷， 一霎万状， 举成数也。” 这些
记述， 既讲了百花潭的由来， 又定了
百花潭的位置。 由此推断， 昔日的百
花潭， 就在今天的百花潭公园。

当人们步入古香古色、 朱柱粉墙、
宫灯高挂的公园大门， 但见整个公园，
园中套园。 有鱼鸟廊、山水苑、盆趣园、
国香园、百花园、桂花林等十二个风景

点。曲折的鱼鸟廊里，各色金鱼，嘻戏追
逐；笼鸟悬空，鸣声婉转。 出鱼鸟廊，沿
翠竹掩映的小径缓步前行， 尽头处，突
然一座数丈高的峭壁拔地而起，琐住园
景，珠帘瀑布从上而降，颇有“银河落九
天”的意境。 绕过峭壁， 豁然开朗， 小
桥联小岛， 亭阁、 绿架、 假山、 石舫
倒映在清澈见底的鱼池中。

在公园中心的梭形大花 坛 上 ，

“五世同堂” 的巨型银杏桩景， 吸引着
成千上万游人。 这棵胸径三米多的银
杏， 枝繁叶茂， 欣欣向荣。 它的树龄
据说已有一千多年 。 明代曾遭火焚 ，
清末又被雷击， 仅留树桩， 至今伤痕
犹在 。 它因大难不死 ， 生命力旺盛 ，
当地一些群众称为 “白果大仙”。 公园
还有三百多株金桂、 银桂、 苏桂和雄
黄桂， 主要栽植在盆景园和国香园南
侧。 金秋时节， 桂花怒放， 满园飘香。
穿过桂花林， 便是 “百花园”。 园内展
厅正壁， 悬挂着四川当代著名国画家
冯建吴、 苏葆桢、 赵蕴玉、 阎松文的
巨幅佳作。 厅内陈列的 “木化石假山”
更是百花园中的瑰宝。 这是成都地质
学院师生们从川南的筠连县发掘出来，
赠给公园的木化石。 据考证， 这种木
化石生长于三叠纪晚期， 距今约有两
亿多年了。 木化石、 唐代银杏、 宋代
罗汉松构成百花潭公园三绝， 令人流
连，不忍即去。

四四川川成成都都：：
百百花花潭潭里里赏赏百百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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