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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地广记舆地广记

话说牟平地名中的话说牟平地名中的““十二生肖十二生肖””
刘甲凡

牟平区位于胶东半岛东部，因处牟
山之阳平川地而得名，北濒黄海，南接
昆嵛山。除了有养马岛、昆嵛山、烟霞
洞、杨子荣纪念馆、胶东抗战第一枪纪
念馆这些著名旅游景点外，还有好些有
着美丽传说的景观。笔者经多方搜集，
整合出与十二生肖联系在一起的地名
故事，只为“留住所爱，留住所想，留住
一梦相伴岁月长”。

子鼠——老鼠顶鏊子坟
“老鼠顶”位于牟平区姜格庄街道

北头村东，那里有一处相当规模的“鏊
子坟”墓群。1996年7月23日，北头村
老鼠顶石塔墓群被确定为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

据北头村都开基等老人讲述，这里
之所以叫做“老鼠顶”，是源于一段民间
传说。传说很久以前某个朝代，有五只
老鼠成精，变成美女，进入皇宫，深受皇
帝宠爱。大老鼠精成为皇后，四只小老
鼠精成为皇妃，侍奉在皇后左右。昏庸
的皇帝被老鼠精迷惑，从此迷恋酒色，
不问朝政，任凭老鼠精为非作歹。一时
间，忠臣遭殃，奸臣当道，朝纲大乱，国
无宁日。

老鼠精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有
智慧的老人识破，于是让皇帝下旨，实
行“六十入鏊”，违者株连九族。所谓

“六十入鏊”，即年过六十岁的老人必须
送到鏊子里，鏊子留一个小口，允许子
女通过这里给老人送饭三十五天，孝顺
的最多可送一百天。这样一来，老人就
会活活饿死在里面，鏊子就成了真正的
坟墓。人们憎恨那些作恶多端的老鼠
精，就把这里叫作老鼠顶，让子孙后代
不忘这段悲戚的历史。

丑牛——牛劈山下牛劈村
据《龙泉镇志》记载，在龙泉镇八甲

村南的“牛劈山”北坡，有一个叫“牛劈”
的小自然村。说起“牛劈”这个怪异的
名字，当地流传着一段美丽的传说。

很早很早以前，生活在汉河上游周
边的老百姓，为了出行方便，便组织起
来，要在河上修一座漫水桥。在他们紧
张的施工中，不幸的事发生了，从山上
滚落下来石头一家伙砸死了好几个
人。有一天，骑着青牛云游四方的太上
老君经过这里，听说了这件悲惨的故
事，不由起了恻隐之心，就赶着青牛走
上山顶，让牛的后蹄子使劲一蹬，一大
片石头就“轰隆隆”从山上滚落下来，正
好堆集在修桥的地方。这样一来，大伙
很快就把桥修好了。

为了感念太上老君的恩德，人们就
把那座山叫成了“牛劈山”，山下的村子
就叫做“牛劈村”。龙泉镇1991年在这
里修建了一座水库，就被命名为“八甲
牛劈水库”。

寅虎——虎山、青虎山
虎山是牟平、文登、乳山三县轧边

（交界）的山。虎山名震三方，西北方是
牟平，东方是文登，西南方是乳山。登
临虎山，北眺昆嵛极顶，南瞰海上灵光，
东瞻文登腹地，西瞩牟乳乡情。曾有诗
人赞虎山曰：“一只雄鸡虎山鸣，唤醒三
县梦中人。”

根据牟平红色文史资料记
载，天福山起义后，1938年2月12

日，理琪率领“三军”来到虎山东侧的东
崔家口村，从这里出发攻打牟平城，继
而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的雷神庙战
斗。如今，在东崔家口村修建的山东人
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纪念馆，展示着发
生在虎山的这段红色历史。

在牟平区水道镇，还有个名为“青
虎山”的村子，因为两件事让其美名
远扬。

第一件事是村中有一棵300多年树
龄的酸枣树，大约两人合抱粗、六七米
高，巨大的树冠像一把巨伞向四外延
展，枝叶把阳光遮得严严实实，再炎热
的天气，树下也是清清凉凉。现已成为
牟平区挂牌的一级古树名木，实属天下
罕见。

第二件事就是当代著名作家王小
波，作为回乡（姥姥家）知青曾在这里生
活过。2012年9月8日，由牟平区作协
牵头，在村里举行了“王小波故居”挂牌
仪式。

卯兔——兔子顶
牟平区玉林店镇东杭北头村东，有

个山头叫“兔子顶”，因其形似兔子而得
名。在其半山腰有个远近闻名的“兔子
洞”，洞口有一棵枝叶繁茂、长满尖刺的
柘树。

据民间传说，有个浑身红毛的老兔
子精常年藏身在这个洞里，无论多么凶
猛的老鹰都奈何它不得。每当遇到老
鹰袭击它的时候，它就把柘树的枝条使
劲往里拉成弓形，一待老鹰靠近便突然
松开，那浑身长满尖刺的柘树枝条，每
每把来犯的老鹰打得落荒而逃。就因
为这件事，当地人还编排出这样几句顺
口溜：“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
拿。”在牟平区玉林店镇磨王格庄村北，
有一块远近闻名的鹰嘴石，因巨岩插空
似鹰嘴而得名。

辰龙——龙泉汤、龙劈水库
据《龙泉镇志》记载，明弘治年间，

先人在域内地热田处筑一露天汤，温泉
沸涌，如龙吐水，故名“龙泉汤”。不久，
宋姓迁此，于龙泉汤旁建村，以汤命名，
故称龙泉汤村。另据方志载，清乾隆年
间（1736-1795），这里曾建敞厅，置石
几，围以垣墙，后废弃，今仅存嘉庆年间
（1796-1820）“龙泉”二字石匾。

龙泉汤村与龙有关的事很多，除村
名叫龙泉汤外，温泉亦称龙泉，还有“龙
水头”“龙槽”“龙床”“二龙戏珠”“蛟龙
翻身”等景观。1990年版《牟平县志》把

“龙泉沸涌”收录在牟平“新十景”中。
牟平区姜格庄镇还有个“龙劈”水

库，位于香炉山东南，天齐夼东北，总库
容 82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2000
亩。可这个水库的雏形却不是人工修
建，而是由明洪武年间的一次特大山
洪，在此形成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水潭。
与此同时，一堵几丈高、如刀切般的黑
石崖壁立在水潭边，简直是鬼斧神工，
绝非人力所能及，民间便传说是被神龙
劈开的。1966年水库建成后，这里就被
叫作“龙劈水库”。

巳蛇——从王虫到王从
“王从曲”村位于牟平区武宁街道，

其村名的由来颇具传奇色彩。相传在
古代，村西边的山上住着两匹金马驹和

两条大蛇。大蛇常常跑到金马驹的饮
水槽中喝水，这让金马驹感到十分不
满，双方时常为此争吵不休。这种情况
下，大蛇便自称“王虫”，意在表明自己
就是百虫之王，并组织起庞大的族群把
金马驹赶跑了。

据《牟平地名志》记载，明洪武年
间，曲姓家族从黄县迁徙至此地建立村
庄时，就根据这个传说取村名为“王虫”
村。过了些年，因为感觉叫“虫”字不
雅，村民们便将村名由“王虫”改成了

“王从”。再后来，由于村子里曲姓居
多，便将其改为“王从曲”了。

午马——马家都“豆腐神”
“马家都”村位于牟平区龙泉镇东

南，居昆嵛山腹地山区。据《龙泉镇志》
记载，清朝建村时，此地曾住过清朝骑
兵营，骑都姓马，故得名“马家都”。

时下提起马家都，大多数人印象最
深的还是“五巧豆腐”。“马尾栓豆腐
——提不起来”这个歇后语，就是被村
内的一位农民曲立文所打破。1983年，
牟平县政府在马家都村召开了一次“豆
腐现场会”。在会上，村民曲立文当场
表演了自己的绝活——马尾提豆腐。
他用一根马尾拴在一块半斤多的豆腐
块上，豆腐不仅没碎，反而被稳稳当当
地提了起来，引得在场的人一片哗然，
曲立文也因此获得了“豆腐神”的美
名。现在，马家都村的“五巧豆腐”制作
技艺，已经入选烟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统技艺名录。“马尾提五巧豆腐
——提得起来”，也作为歇后语收录在
1990版《牟平县志》“谚语、歇后语”篇。

未羊——卢山脚下羊角埠
卢山位于牟平区大窑乡东南方，因

其形似笔架，又名笔架山。卢山三峰并
立，中峰最高，雄伟奇峻，风光秀美，与
古城牟平东西相望，“城中望之，飞青舞
碧，如批图画”。站在卢山北望，一望无
际的大海近在眼前。东南望去，山峦层
叠，青山如黛，泰礴顶缥缈可见。每逢
冬季霁雪初晴，银装素裹，阳光辉映，分
外妖娆，“卢峰霁雪”因此成名。

牟平区大窑办事处“羊角埠”村，
就在卢山主峰的西北脚下。站在山顶
看山脚下的村落，两道弯曲且并行的
土石岭，宛如两只巨大的山羊犄角，把
村子紧紧拱卫起来，“羊角埠”村因此
而得名。

申猴——匣子口关着猴子夼
在牟平区龙泉镇西南山区有这样

几句顺口溜：“过了官道往南走，前面就
是匣子口，里面关着一头狮子一只猴。”
这几句顺口溜里的“官道”，是指古代牟
平直通文登的驿道。从“官道北”村往
南走不远就是“官道南”村，其西南方向
就是“匣子口”村，再往前走就是“狮子
夼”和“猴子夼”。

关于猴子夼村名的来历，据《牟平
地名志》记载，该村“有一土岭，形似猴
子”，因此而得名。因用猴子作为村名
极为不雅，便于1981年2月改名为“金
沙夼”。

在牟平区武宁街道办事处，还有
“南堠子夼”和“北堠子夼”这么两个村
子，但此“堠”非彼“猴”。在古代，“堠”
字即“赤堠”之“堠”，是指古时军队进行

侦察的哨所或工事设备。因此，“堠子
夼”村名的由来，无疑与此地古时曾设
立过瞭望哨所有关。

酉鸡——金鸡庄、落鸡庄
据《牟平地名志》记载：“金鸡庄”位

于牟平区观水镇驻地东南，“揺树顶”
北，“路顶”南，地处山丘。据传，古时曾
在此地飞起一金鸡，建村时即命名为金
鸡庄。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
来”，或许是村南的“揺树顶”引来了金
鸡。想必这“揺树顶”上栽的就是梧桐
树，那金鸡自然也就是凤凰无疑了。

在金鸡庄东边不远处还有个“落鸡
庄”。相传那只从金鸡庄飞起来的金
鸡，落在东面的一个山头上，因此这个
村就被叫作“落鸡庄”了。

戍狗——狗塔顶、狗塔村
“狗塔顶”在牟平区水道镇中朱车

村西北，东西约1公里，南北0.3公里，海
拔222米。据传，古时一人领着狗赶集，
酒后行至此处醉倒了。这条狗就一次
次往返到远处的河里蹚水，回来后打湿
主人头部，最终使主人醒而得救，而狗
则活活累死了。后来，主人将狗葬于此
山顶，并修塔纪念，塔上有“救主义犬”
的字样，因此得名“狗塔顶”。

按照《龙泉镇志》记载，合作化之
前，龙泉还有个“狗塔村”。说起这个村
名的来历，也是源于一段狗有情、人有
义的传说。

早年间，一个当地的乡绅去世了，
当把他下葬之后，他喂养多年的那条狗
一直守在坟前，最后活活饿死在这里。
主人家感念这条狗的忠诚，就把狗埋在
离主人坟墓不远的一个土丘上，还用石
块砌起一座石塔，塔身上镶嵌了一块

“义犬”字样的石刻。那个地方住着几
户为财主家看管山峦的佃户，就被当地
人叫作“狗塔村”。

亥猪——从金珠夼到牧猪夼
在牟平区的乡镇当中，西南方向的

观水镇算是距离城区最远的一个。这
里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延绵起伏的丘
陵，围成一条条大大小小的山沟，“牧猪
夼”就是坐落在这山沟里的一个村落。
村子的西、南、东三个方向，都被大山包
围，只有北面有一条小路通往村外。

根据村碑记载，牧猪夼村原名“金
珠夼”。相传清朝时，刘姓人从福山兜
余迁至此处。村里人到山上砍柴时，
偶然的机会捡到一颗金珠，欣喜之余，
便将村子取名“金珠夼”。这件事传开
后，很快就引起了官府的注意，便安排
差役到村里探听虚实。村里人自然不
想把宝珠拱手相让，就说村名本来叫

“牧猪夼”，是人们以讹传讹叫成了“金
珠夼”，总算把官府对付过去了。从这
开始，村里人警觉起来，知道“金珠夼”
这个名字太扎眼，只怕还会招惹来土
匪抢劫，于是就正式决定用“牧猪夼”为
村名了。

打开“故乡”这本书，每一个地名背
后都有一段美丽的故事，有故事的地名
何止这一组“十二生肖”。时下又到春
花飘香的好时节，到我们家乡来吧，走
一走、看一看，你一定不虚此行。

（感谢牟进军、黄宝建、于归水诸位
先生提供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