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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中都汶上，出去
正月，就到了一年一度的
赶会季节。

说起这“古会”的来
历，谁也道不出它起源于
哪朝哪代 ，但都有一个非
常响亮的名字，什么“土地
庙子会”“娘娘庙子会”“关
帝庙子会”等等。后来时
间长了，人们又在庙会前
面加上了地名，继而增添
了庙会的区域感 。

老人们说，过去的古
会，实际上就是“香火
会”，人们为了祈求平安、
盼望风调雨顺、求娘娘赐
子，都要去庙宇烧香祭
拜，就是谁家有了病人也
要烧香，求神赐药。于是
就成了人们春节后急办
的一件大事。

因此，哪家的神仙有
“灵气”，哪里的庙会就有
名气，人气也就越旺，一
连几天都是香火不断，经
久不衰。后来，由于人们
长时间等着上香求神，一
些衣食住行的商贩便前
来助阵，还有一些杂耍、
说唱艺人也来助兴。时
间一长，便形成了人员密
集、物资流通、艺海纷呈
的集散地。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
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发
生着崭新的变化，人们不
再信仰鬼神了，庙会、香
火会逐渐被物资交流而
代替，但人山人海的热闹
场面仍是有增无减。

在交通不便的年代，
人们不是为了挣钱多少，
而是为了物资上的交
流。附近地市乃至更远
的商家，都在会上搭上大
棚，销售各地的土特产品，采购当地稀有农贸物资。

庙会上大街小巷摊位林立，吆喝声、叫卖声此
起彼伏。闹市的街道上，拥挤的人流水泄不通，街
头巷尾的民间艺人，吼着沙哑的喉咙说唱，引得捧
场的观众阵阵喝彩。

四面八方的乡间道路上，赶会的人川流不息，
有骑自行车的，提篮子的，背包袱的，还有用拉地排
车拉着老人孩子的，俨然是一副壮观的“清明上河
图”。

多家剧团的搭台演出，南腔北调的曲种荟萃，
是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过去的乡村戏院简陋而
宽敞，舞台和院墙都是用青砖和土坯垒成的，也分
为茶座和普通座位两种。

普通座是收集农户的木椽当座位，规则的占据
了院子的大部分空间。茶座是在戏院的一侧，苇箔
罩顶，十几张八仙桌分两排摆开，每张桌子配三条
板凳，按人头收费供应茶水。观众席间不时地有零
食小贩穿梭，叫卖着瓜子、面包和麻糖。那时的乡
民们虽然不懂得鼓掌叫好，但听到好的唱腔，也不
时窃窃私语地赞叹。

受欢迎的还有琳琅满目的小吃，那顶着油饹馇
的酥香煎包，一口咬不透的双面芝麻大壮馍，酥脆
爽口的香油果子，还有那边软心酥的五香大烧饼，
真让人垂涎欲滴。

当地的一种汤名叫酸辣汤，是用小麦面和成稠
面糊，经过醒发后，使面筋、粉浆分离，然后粉浆作
糊，面筋作料，熬成粥状，加上海带、粉条、鸡丝和胡
椒粉，装碗时再加香菜和香醋，一碗飘着洁白面筋
的酸辣汤端到顾客面前，吸溜吸溜喝着，再配上煎
包或烧饼，美味极了。

汶上的庙会不仅是热闹，而且还是接连不断，
有时这个会刚赶完那个会又接上了。如果把汶上
的会赶完，也就到了麦子收割的时候了。难怪一些
商家每年不把会赶完，不赚个盆满钵满是不会甘心
的，如此的“赶会”，倒不如说“撵会”更恰当。

在童年时的记忆中，除了过年，最热闹的事儿
莫过于赶会了。那时的人穷，吃不起会上卖的包
子，只能怀揣两个煎饼，在乡亲们“走哎看吃包子的
去了”的吆喝声中，随着大人们融入赶会的人流中。

在众多人的心目中，不买不卖，就图个娱乐。
那时，能花五分钱买个戏票听场戏，也是一种奢侈
的享受。孩童们听不懂戏，只能看看耍猴的、套圈
的、玩杂耍的，实实在在的高兴一阵子。

有一次跟奶奶赶会，以为这次准能奢侈一番
了。看见会上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琳琅满
目，锄头、镰刀、扫把、炊具样样齐全，这些都没引来
我的兴趣。但不远处煎包、壮馍、烧饼的香味一阵
阵袭来，阵阵吆喝声不绝于耳。

“刚出锅的热包子，两毛五一盘！”我不由得向
前走去，那包子馅盆上满满的肉丁，让我禁不住吞
了几下口水。奶奶看出了我的心事，拉起我的胳膊
对我说：“走，奶奶给你买更好吃的去。”

在一个小摊前，奶奶从衣兜里掏出五分钱，买
了五个大大的糖米球，总算跟奶奶享了一次赶会的
口福。后来我才知道，十里八村的赶会人一般不在
会上吃饭，只有当地有钱人和外地商贩们，才能享
受到“会餐”的福利。要是现在的生活，再多的肉包
子，也勾引不出我的馋虫来了。

庙会不仅是人们物资交流的集散地，还是人们
社会交际的场所。每到庙会到来之前，距会较近的
村庄，便会请亲邀友汇聚一堂，共享“赶会”带来的
快乐。

一些春节期间刚结识的男女佳偶，也会趁赶会
之际加深了解，收获了爱情。庙会给人们带来了不
可替代的物资和精神交流机遇，使之成为千百年来
生活中的重要事项，生生不息地沿袭下来，逐步成
为浓郁的乡村文化载体。

时代进步了，商品的流通有了更便捷的方式。
可谓手机一点，指点江山；超市一溜，样样凑够。过
去的赶集逛会方式，逐渐被新时代、新节奏所取代。

庙会变小了，人员变少了，而庙会这一带着历
史印痕的乡村记忆，留给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那
份热闹，还有那割不断的绵绵乡愁情结，在我脑海
里不时地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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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山，位于邹城市东南约10公里处，素有
“岱南奇观”“邹鲁秀灵”之美誉，现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省级森林公园、省级地质公园，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峄山摩崖石刻所
在地，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自然景
致，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峄山文化旅游，不能不提及一位历史人
物，那就是清雍正年间的邹县知县王尔鉴。

王尔鉴，字在兹，号泰峰，清河南卢氏县
（今河南信阳）人，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历
任山东邹县知县、济宁知州以及四川巴县知县
等职。王尔鉴任邹期间，清廉仁慈，去任之后
邹峄百姓立了好几块“王公去思碑”。《邹县续
志》列其为名宦之一，赞其“有断才，多惠政”。

吟咏诗文

公事之余，这位知县常流连于峄山。“十天
案子三天断，余下七天上峄山”，至今传为佳
话。在王尔鉴的眼中，峄山“为邹鲁名山，怪石
堆叠，孔窍玲珑，泉涌云间，峰插天表”，游历其
间“如游武夷九曲，步步引人入胜”。

峄山之美，入眼处皆是景，身至处尽有情，
目及处即是诗。其《绎山》诗云：“绎山之峰郁
葱葱，绎山之阳产孤桐。……坠地嶙峋积片
玉，插天耸翠削芙蓉。怪石蹒跚难置步，鸟飞
虎怒曜青疃……”登临峄山，饱览胜景，的确让
人流连忘返。

远眺山外美景，亦是另一番情致。其《登
峄山四望作歌》云：“偷闲而戾止兮，寻旷明之
仙踪。踏青云而纵跳兮，聊舒啸乎芙蓉。仰宇
宙而驰情兮，披四极于穹窿……”在对美景的
描写与体验中，流露着对峄山由衷的赞美之
情。

置身峄山，倍感幽净而空灵，着实让人有
筑庐归隐之感。其《观峄山牧牛歌》云：“牧儿
驱牛晓满峄，群牛乱石横山脊……忽然扣角一
长歌，南山白石纷坡陀。腰间插斧口吹笛，头

戴笠子肩披蓑。醉眠芳草松风下，饮犊归来月
在野……”“借问世上悠悠儿，谁似山中牧牛
者？”一句话，道出了对峄山悠闲田园生活的向
往。

观览题字

峄山之美，令无数名士骚客神往并题记。
但王尔鉴的题字，仅流传卧虎石上“邹鲁秀灵”
一处，为雍正乙卯孟春题刻，长5米，高1.2米，
简洁大方，光彩夺目，形象地概括了峄山的历
史、自然与人文特色。

峄山，与邹鲁之地的历史紧密相连。《尚
书·禹贡》有“峄阳孤桐”的记载，《诗经·鲁颂》
有“保有凫绎”的诗句，《太平御览》引《尔雅》称

“邹峄”，《邹山记》曰“邹山”。从刘昭注释的
《元和郡国志》等典籍，才开始分为“邹”与“峄”
两种称谓。峄山的历史，见证着邹鲁之地的历
史沿革。

“邹鲁”自古被尊崇，峄山所产生的文化效
应古已有之。峄山之阳的邾国故城遗址，展现
了邾娄文明的辉煌；峄山西侧新石器时代的野
店遗址，以其数量众多的文物珍品，展现了六
七千年野店文明的灿烂。

先秦时期的孔子、孟子都诞生于古邹之
地，发端了儒学思想。到两汉魏晋，许多著名
人物如匡衡、韦贤、韦玄成、王粲等，都生活于
峄山附近的邹地，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产生很
大影响。

峄山可谓邹鲁文明的渊源地之一，更是邹
鲁风景名胜的代表之一。

峄山约形成于25亿年前，以其特有的“石
蛋地貌”享誉全国，被世人誉为“岱南奇观”之
地。文人墨客屡屡驻足，留有题记、书院遗迹
乃至故事、传说，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存。

历史上道教的随山派、清静派、龙门派，以
及佛教僧徒，都曾在峄山清心修炼。道家称其
为“妙光洞天”，僧佛名其为“峄诗之庵”，丰富

的人文景观为峄山增添了灵气。
峄山之胜状，在王尔鉴看来，只有四个字——

邹鲁秀灵。这是他对峄山自然与人文特色认知
的高度概括。峄山之美，四字足矣。

补桐种桃

古人描绘峄山，有“梧桐畅茂影重重”“路
入绎源花满川”之语，更有“红落桃花雨，青垂
杨柳烟”“桃花千万树，涧水流深碧”的诗句，可
见其植被茂盛、桃花满山的盛况。但到了清初

“牧竖采樵，牛羊践踏。孤桐老后，徒留濯濯空
山矣”。王尔鉴出资，仿效古人，“环山上下种
桃杏数万株，给近山贫儿培植，禁约樵牧”“更
疏补以松柏，再植青桐，使葱蔚与桃李相同”。
通过补种林木，改善了峄山的环境，吸引了更
多的游览者。

在所植松柏、桐树等林木中，王尔鉴很是
钟爱桃树，想必与峄山旧景有关。此外，桃与
桃花还具有安静闲适的世外桃源的象征意
义。他的《峄山种桃》诗，对植桃后的峄山作了
丰富的想象和描绘：“天半峄峰簇锦霞，孤桐老
后补桃花；沃根不用人间水，红雨春风到万
家”。

与其说描绘，不如说是展望：艳丽的桃花
将会满山遍野，在怪石、孤桐等名世特产之外，
峄山将再现“红雨满山”的盛况。游览其间，甚
或归隐此山，真乃一大乐事。

撷选美景

峄山胜景众多，其中名号不一。为此，从
名字较为优雅的景点之中，王尔鉴选取了24

个，并以小诗的形式呈现出来，即为《峄山二十
四景诗》碑。对于选取美景的方式与目的，他
说是“乘兴偶咏”“非独言志，亦纪游耳”。看似
不经意，实则大有文章出处。

美景万千，其谁能舍，谁得入？选取峄山
名景，这就值得深思熟虑了。从《峄山二十四
景诗》文字记载看，应是王令“考邑乘，访土
人”，即参考旧有资料，寻访当地民众，并加以
整理的结果，可见他的用心。而文末“若非永
嘉厉列，使盛事弗替，用以表扬厥山，愿俟后君
子矣”之语，更是道出了选取美景的真正目的。

“表扬厥山”，也就是宣传峄山，这是他人
未曾明确提过的；同时，也道出了王尔鉴的遗
憾——没能完成自己进一步宣传峄山的心
愿。而今，《二十四景诗》碑高高矗立于白云宫
玉皇殿前侧，在向来往游客展示峄山名景的同
时，也给后来的管理者提出了继续宣传峄山的
要求。其后的方鸣球等县令，继承其志，或修
复古迹，或改建新道，为峄山文化旅游的发展
注入了活力因子。

乾隆十六年（1751年），王尔鉴转任巴县知
县，期间整顿吏治，重视文化事业之外，最可称
道的当属“巴蜀十二景”的厘订。巴蜀山水是
幸运的，经王尔鉴撷选的巴渝十二景，作为当
地风景旅游名胜，至今为人熟知。

对于峄山来说，王尔鉴的匆匆离去，给峄
山的宣传与发展留下些许遗憾，但同样带给后
人诸多启示——绿化与美化山体，深入发掘峄
山文化资源，强力打造峄山旅游品牌，这些足
以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

①峄山牌坊②王尔鉴邹鲁秀灵石刻③王
尔鉴《二十四景碑》《种桃碑》

■郑建芳 摄影

三百年前王尔鉴是怎样惠政峄山的三百年前王尔鉴是怎样惠政峄山的
邓庆猛邓庆猛

我的家乡是临清乜元，一个偏远的农村，
很多朋友因我而认识了“乜”字。

离乜元有三公里的侯崮村，有座二十多米
高的土冢，那是方圆百里的至高点。每逢佳
节，乡亲们都去那登高望远，据说天气好时，可
以望到百里外的泰山。

老家旁有一洼池塘，冬日玩冰，夏日戏
水。大雨磅礴时，水会顺着旁边的小沟一直流
到村后的大河里。那儿装满了我的童年，摸
鱼、放羊、掏鸟、戏水、烤地瓜、摆擂台……。上
学后听老师说，那条大河叫十三支渠，它连着
京杭大运河。从那时起，就盼着自己快点长
大，去大运河看看。

明澈与憧憬

命运之神终于在初三时降临，我班被一分
为三，我大部分同学分到了三班。班主任是吴
学生老师，我生命中第一位恩师，他发现了我
在美术方面有些天赋，鼓励我学习美术，还将
我推荐给贾伏申老师。

贾老师早年毕业于山东艺专，有幸成为他
的学生，人生有了奔头。那是我学习最刻苦的
一段时间，常秉烛至深夜。真正沉下心来，也
才发现数学并不难，学习也同样会带来快乐，
成绩好才会更有尊严。经过一年，我进了临清
第一中学，来到了京杭大运河畔。

临清是运河边的一座小城，会通河与通惠
河交汇于此，因运河而兴，明清时期有“富庶甲
齐郡，商贸亚两京”之誉，能就读于临清第一中
学，实乃大幸。

教我们的是刘西林、李绪海老师。
刘老师是位长者，早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

院。刘老师的公子涵宇，和我一起学习、画画，
亲如兄弟，我也常食宿在刘老师家。

李老师刚从曲阜师范大学毕业，我有幸成
为他的开门弟子，因身材外貌相近，李老师外
出又常带着我，常被人误为亲兄弟。

每逢周末，我常拿着画作去贾老师家求
教。贾老师出身书香世家，博览群书，给我讲
画时很少就画论画，而是旁征博引，讲文学与
生活，让我明白绘画的整体、主次、铺垫、渲染、
境界等内在道理。

那时还未曾读过三国、西游和红楼，但有
贾老师评画时的引证，名著已了然于心。贾老
师让我学会以比较的方法把握整体，以已知规
律解决未知。

学习之余，我常去清真寺、鳌头矶、钞关、
舍利塔、龙山贡砖遗址，依稀感受到京杭大运
河曾经的繁华。第一次见到梦寐中的京杭大
运河，河底几近干竭，一群闲散的人在河道两
边，以为在挖河藕，后来知道，那是两河交汇
处，事故多发，过往船只容易相撞。大冬天的，

他们趁着水浅在挖古董。这让我很意外，更憧
憬还在通航的京杭大运河，想去那看看。

儒雅与闲适

1995年，我顺理成章的考上曲阜师范大
学，来到了孔子故里。苍柏、古建、金瓦、灰砖
伴着孔府家酒的浓香，弥漫着这个小城。

曲阜师范大学坐落西郊，周围都是田野。
入学伊始，我们住在校外北公寓。跨进校园，古
木参天，高楼林立，跨出校园就走进了庄稼地。

让我兴奋的是，从宿舍里便可望见九仙山
和石门山。这对原来只去过侯崮冢的我来说
何等兴奋，果然“高度决定视野”。

课余时走遍了三孔等名胜和胡同，对环境
了解会增加安全感，尤其是走在十二府窄狭的
巷子里，两边青瓦高墙，沉沉的像捂在冬天的
被子里，很惬意。

美术系坐落在学校的东南角，一座半拉小
楼，毛岱宗、顾黎明、姚永、杨象宪、陈我鸿、陈
玉圃等一大批名家曾在此任教。高考前我曾
受毛老师和顾老师蒙教，大学选了国画专业，
跟杨象宪、茅林等老师学习。

杨老是潘天寿、陆亦非、诸乐三等先生高
足，性格耿直，脾气倔强，教学认真，对学生乃
至青年教师都要求严格。同学迟到或早退，他
都会大发雷霆。但如看到我们认真学习，便喜
笑颜开像个老顽童。

杨老书画皆精，书法崇尚金石，所以石鼓
文、散氏盘、好大王、石门颂等，都是我们案桌
上的必备法宝。有时，杨老还带我们去孔庙赏
析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原碑，只可惜那时
不懂，看着黑乎乎的石碑，多走马观花了。

曲师作为孔孟之乡的高校，非常重视礼节
和亲情，学生根据老师的年龄或辈分，称杨老、
陈老、高老、马公、徐公等。逢年过节，学生会
去老师家问候，聚餐时座次尤为讲究，主宾、副
宾、主陪、副陪更是秩序分明，对待师长除了亲
近还有敬重。

高洪奎老师就是我既亲近又敬重的一位
先生。高老是中文系古汉语文学的教授，精研
唐诗宋词，喜好书法。我们是同乡，从乡邻论，
应尊称高爷爷，我也成了高老家的常客，无论
学业还是生活，遇到困惑都去求教。

高老广博、豁达、稳重、理智，曲师求学期
间是我的精神依靠，毕业后留在了济宁，时常
会曲师看望他。十多年前，高老不幸突发疾病
过世，从此曲师少了家的感觉。

来济宁工作也有一些机缘巧合，读大三时，
五一长假返校，因意外事故，绕道济宁。大巴穿
行在法桐间，雨后阳光穿过嫩绿的树梢，洒在行
人的脸上。路上片片的积水，映着树梢，伴着白
云和蓝天，恍惚人游离在湖光山色之间。

洁净的环境，悠然的行人，加上雨后的芬芳，
这是我第一次意外来到济宁，也意外喜欢上了这
座城市。毕业后，我竟阴差阳错来到了济宁。虽
然曲阜与济宁相隔咫尺，感受却大不相同。如果
说曲阜像高耸的城墙，济宁更像潺潺的溪水。

到济宁后，我先看见了京杭大运河。宽广的
水面，穿梭的货船，停泊的渔舟，船上的鱼鹰……
这才是我心中的京杭大运河呀。生活几年后，真
切感受到济宁真是因水而生的城市，因济水而生
济宁，因运河而盛济宁，因四湖而活济宁。

水是济宁的灵魂，闲适是济宁的性格。纵
横的河流，交织成这个城市的脉络，河水闲适
的流淌着。“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我也想
顺着运河去南方看看。

又有澄怀与淡泊的南京，六朝古都，十朝都
会，山川灵秀，文学昌盛，经千年岁月洗礼而成
融儒之文雅、道之豁达、释之融通的文化气质。

2005年金秋，我跨进梦寐以求的南京艺
术学院，成为方骏先生的学生。在南艺最难忘
的日子还是和荣强、可燕、杨亮等一帮哥们，客
居江新洲的那段时间。

江新洲是长江上的一个小岛，虽与南艺近
在咫尺，却如隔世。傍晚或与杨亮漫游在田
间，他谈着项子经，我聊着康定斯基，或与荣强
坐在江边，吹着江风，喝着扎啤，看着隔岸的金
陵，谈论对岸的美女。元堂、老温、钝夫等好
友，也常造访寒舍，在家从不下厨的我，竟让这
帮哥们培养成了厨子。那段时间，真有奔着艺
术家去的那股劲，画画、吹牛、谈古论今。

对南艺和南京，总有雾里看花的感觉，从
来没有真切的端详过她，只是沉静在她那优雅
迷人的气息里。

每逢周一，是与方先生的见面时间，通常
坐早7：00的船出岛。方骏老师，典型的江南
文士，崇尚宋元高华、明清秀灵，取钱选之净
丽、董玄宰之淡远、老莲之清古、渐江之冷峻。

方先生尤好宋词集句，宋词中那明山净水
的佳句与图画珠联璧合，纯然是景语与情语的
辉映，散发着名士风流的儒雅。跟先生学习之

始，先生就常提醒，不要去学习他的风貌，要保
持自己独立思考，就如当幼鸟会飞时，母鸟首
要尽快将他们逐出鸟巢，让幼鸟尽快适应环
境，提高生存的能力。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如学生尾随
自己，久而久之，就失去探究事物的动力，形成
思维惯性。现代教育是开放的教育方式，师生
关系是一个阶段的特定关系，而非一生契约。
先生这种“澄怀味象，淡泊明智”，对我影响至
深。而今先生已仙逝，会时常回想起先生。

广博与通达

2011年秋，我北上中国国家画院，求教于
卢禹舜先生。在南艺求学时，朱新建老师告诉
我们，“如果把南京、杭州比作大超市，那北京
就是批发市场，有机会还是要去看看的”。

到北京后，我选择离798较近的草场地住
下来，想感受艺术家的冲动与创作力，也与“正
本清源”的国家画院间保留一些游离。我每天
坐公交几个小时，游走在两点之间，在纠结心
理中选取着我的需求，寻求着自我的平衡点。

北京的确是个大商场，鱼目混珠、良莠不
齐，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我的判断力，时常作
取与舍的选择题。卢老师“有容乃大”的教学
理念，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我内心那份纠结。

卢老师说，画家不能因为追求固化的风
格，而排斥其它元素的融入，而应以自信开阔
的姿态对待，就像大海不会拒绝任何一滴水一
样，而是让它融入与化解，形成自己绘画元素
的一部分。他说一位成熟的画家要有大海般
的胸襟、乘风破浪的感知、气定神凝的淡泊、乾
坤扭转的睿智。卢禹舜先生的广博与通达，开
启了我的格局，拓宽了我的视野。我放下了狭
隘的执，忘掉了多余的知。

运河古城临清，运河之都济宁，南京与北
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沿着运河游走。恍
然间意识到，事物不仅有它的广度，还有深
度。我的认知领域还在广度层面上寻索，余生
想要趟过这条河，去河对岸看看……

■刘建新 摄影

临清至济宁：趟过这条河，我要去对岸
张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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