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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下午茶

纵深

周末济宁故事

独家报道 那块水土，物华天宝，明
珠璀璨，底蕴深厚，让我深深
地依恋，这便是家乡山东济
宁。它宛若一船幽雅的渔
火，在异乡的点点繁星里，盘
桓着，姗姗而来，时常萦绕在
我梦里。

济宁市位于鲁西南腹
地，东壤孔子、孟子诞生地
曲阜和邹城，南括中国北方
最大的淡水湖南四湖，京杭
大运河临城而过，北望英雄
的梁山。可以说，济宁是水
上漂来的一座城市，多重文
化在此交融，独树一帜的济
宁运河文化在此落地生根，
枝繁叶茂。

年少，对济宁的懵懂认
知，是从一船蓬草开始的。
那年，父亲把一船晒干的蓬
草从南阳湖顶风破浪送到
了济宁州。我坐在高高的
蓬草上欣赏沿线的风景，在
烈日下，我时而跳入水中，
手揽船帮，纳凉嬉戏，时而
问，济宁州还没到，咋那么
远？父亲微笑着，耐心教我
水中行船的摇橹号：摇—啊
—摇—哟\双手抓撸把儿半
边飘\叉开双腿弯下腰哟\伸
开胳膊使对劲\不慌不忙向
前摇哟\摇—啊—摇—哟。

“前面就是济宁州，包
子油条吃个饱哟。”听着父
亲的吆喝，我抹抹嘴角，咬
牙坚持着。九十多里的水
路，可想而知父亲的劳累和
艰辛。在热闹纷繁的济宁，
我人生第一次吃到最好吃的美食：济宁州的羊肉包子、
豆腐脑。暮色西移，父亲领我穿过老洋桥，买了一包火
柴，灯火阑珊的水城济宁好美呵，济宁在我心中打下烙
印。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济宁一家新闻单位，我几乎访遍
古城的每个角落，济宁城让我走心的依旧是水，是城内
的涓涓清流。那时，城市还没大的扩容，济宁很有看头
的几个地方大多在太白楼中路上。站在老洋桥上望南
北方向，一条蜿蜒的河道穿城而过，犹如长龙卧波。河
道在太白楼路折了一个弯，径直流向西方，引入改道的
京杭运河内。这是京杭大运河穿越济宁古城的原河道，
现已废弃，但古运河两岸商贩的叫卖声，仍然不绝于耳，
约一公里长青石板铺就的竹竿巷街商店林立，时至今
日，依旧兴隆。

有一年春节前，大雪苍茫的午夜，我坐车回故乡省
亲，车从洸河路东即将行驶上洸河大桥时，突然看到大
桥上灯火通明，洸河两岸银装素裹，绵延绕城的街灯照
亮着顶风夜行的人，我甚是惊奇，济宁也是不夜城了。
车进市区，街面没有了结冰，穿行在大街小巷的扫雪车
在霓虹灯的装扮下，城市变得那样亲切，可依可偎，是家
的感觉。

记忆中，济宁人民公园里的一池清澈之水，令人难
忘。夏日，睡莲卧于池中央，微风中荷莲掩映，游船在悠
扬琴声中穿行过廊桥，清水从山涧水帘洞奔泻而下。它
位于城市的中心，也是济宁最繁华之地，不仅本地人爱
逛，也是大多外地人来济宁要游的去处，我的亲朋好友
就常来此驻足，朋友们戏称，公园中那泓清澈见底的池
水，是济宁一双明净亮丽的眼睛。

公园的西邻、古运河北岸的太白楼，声名远播，千年
不衰，因诗仙李白驻足济宁二十余载而得名。济宁的古
迹群还有声远楼、铁塔寺、浣笔泉、凤凰台、千年古槐树
等，依然诉说着古城的辉煌和荣耀。

我曾慕名寻访古城八景：白楼远眺、南池荷净、行宫
春晓、凤台夕照、峄岫晴云、墨华泉碧、麟渡秋帆、西苇渔
歌，令人遗憾的是，名胜古迹有的已无处可寻。我多么
希望昔日的风景重现，再一睹它的芳容。

新建南池公园再现了“南池荷净”古景风貌。夏日
里某个清晨我去拜访，济宁的南池公园疏朗别致，卵石
小径与廊桥相依，错落有致的绿植与池水合璧，四季苗
木葱郁，花团锦簇，池中游鱼群居，蒲草、苇荷萦绕，在喧
闹的盛夏，实乃恬静休闲的绝佳去处。

位居城市西北角的凤凰台进行了扩容改造，上凤凰
台登高望远，“凤台夕照”佳境重现。再次登临太白楼，
凭栏远眺，古运河畔，楼台水榭，古建筑群中商铺繁华热
闹。

水是有族群体系的，好比济宁城区的流水和河道。
京杭运河临城而过，洸河、蓼沟河、古运河、越河、太白湖
等城内水系作辐射状。路通桥，桥连水，是水韵济宁的
一大景观。近年来实施的河底清淤、两岸截留、水源建
设、岸线绿化美化亮化、环城高架桥的建设、滨河商业建
筑等综合治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济宁已驶入城市
发展的快车道，重现“运河之都”风采，济宁呈现出新的
勃勃生机和无穷魅力。

一个明媚春日的清晨，一袭温暖滋润的清风从城市
南端太白湖吹来，沿着宽阔的荷花路径直向北，仿佛整
个济宁城都能嗅到它温存的暖意。太白湖上，鹤鸥对
舞，绿鸟鸣歌。湛蓝的天空下，太白湖绿得那么耀眼，那
么醉人。平静辽阔的水面一望无际，碧波荡漾处，是顽
皮的游船拨弄了温婉的水姑娘一下，水面荡起的层层涟
漪，似水姑娘明眸善睐，回眸间，甩落飘散的缕缕秀发。
远处水天一色，湖中绿树掩映下的几个渔村，犹如满池
碧荷上不经意间结出的几簇莲朵。这里小径通幽，水草
丰美，荷香四溢，树木葱茏，游人如织。新城和美景相依
相偎，真可谓花香十里动济宁。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这个春日中午，我站在小城
济宁南环路的铁架桥上看帆影船队。京杭大运河上的
行船繁忙有序，往来如梭，延绵几里的船队，犹如游走的
水牛，卧波前行。大运河行进中的货船四季如初，昼夜
不歇。济宁水资源丰富，河道密布，随着京杭运河济宁
段三改二工程即将完工，水路交通日臻完善，“通江达
海”不日将成为现实。

傍晚，夜幕下的南池公园微风习习，空竹声声入耳，
成为忙碌一天的人们遛弯休闲去处。夜深人静，一眉新
月挂在明洁的夜空。“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此时的
南池枕着皎洁的月光，甜美入梦。

我在济宁街巷里踱步、穿行，寻觅诗和远方。当今，
济宁正日益展现出水系贯通、生态宜居、城水相依、碧水
灵动的水城风貌。这自然风光，这水乡风情，令人赏心
悦目，美不胜收。水乡济宁犹如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
卷展现在世人面前。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03月18日 第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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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一片树林，一块菜园，以及菜
园旁边的一口老井，常在我梦中若隐若现，因
为这片树林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我的童年。

树林的西边是一条不宽的马路，弯弯地
通向去龙门山的路，两旁是两片树林，西面是
中册一村的，东面是小张家庄村的。东树林
里三户人家，最北是少亲大舅家，中间是长泉
大舅家，最南边是我姥姥家。

这三家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垒的，面积和
样式一模一样，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房子
了。很小的窗户，远远望去，显得特别耀眼。
一张木床在窗户边，一口盛粮食的大甏在墙
的角落里，一张八仙桌放在东边，一盏煤油灯
放在桌上，这就是全部的家当。

屋前屋后都是庄稼地，小时候就跟在姥
爷姥姥后面忙活。地的东面是条小河沟，两
旁种满了芝麻，长满了狗尾巴花、喇叭花、兰
老婆花，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

夏天我和姥爷姥姥坐在院子里乘凉，就
望着满天星斗，遥想天空的深邃，夏夜是数
着星星进入梦乡的。等到王三绝户叫，就知
道秋天来了，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这种鸟了。

我也学着布谷鸟的“咕咕”叫声，望着在
田地里忙碌的人，常尾随他们身后拔人家地
里的花生吃。今天拔张三的，明天就去远一
点李四家，没有一家因为少了花生找上门来
的。

姥姥家的菜园靠近路边，一旁是老井，用
来打水浇灌黄瓜、西红柿、茄子、豆角，还有几
棵西瓜。老井是姥爷自己挖的，每到雨季都
被灌得满满的，和地面一样平，分不清哪是
路，哪是老井了。

树林里全是水，有时水深得和老屋前的
地一样平，就像住在船上。蛙鼓虫鸣的，简直
就是天然的演唱会。雨下完后，二姨不放心
就会来看看。

姥爷每天天不亮就去二姨家的砖厂上
班，天亮了就回来，下午四点多又去上班了。
姥姥常说当年领着我妈妈、大姨、二姨去黄河
北要饭的事情，每次都让我听得酸酸的，从小
养成了节约粮食的习惯。

每到周末，一放学我就背着书包去姥姥
家。每次走到半道上，都会遇见姥爷来接
我。那时候电话很少，一个村里顶多是大队
里有，就更别说手机了。

也不知道姥爷是不是会算，每次都算那
么准；而只要我从姥姥家回家的时候，姥姥总
是站在门口望着，直到看不见为止。长大了，
才深深地懂了姥姥姥爷那份牵挂。

虽然姥姥姥爷都已故去，但我的思念却

没有淡去，浓浓的亲情，常在梦中回到那片树
林，那座温暖的小屋。可我现在又去哪里寻
找那树林，那菜园，那老井，还有那老屋？

很想坐在姥姥的身旁，我写作业，姥姥一
边给我扇着蒲扇，一边和蔼地看我，为我送上
夏日的清凉。可是树林早已不在了，都变成
了庄稼地。我多少次去找过那树林，站在路
的两旁，重回儿时的岁月，可我怎么也找不
到菜园、老屋和老井了。

但我找到了永远的亲爱，永远的乡愁……
■李海波 摄影

我还在那片树林
徐明金

春天总是要买些茶叶的，尤其在江南。
将近春分，街头开始出现新茶，樱花树上

飘落的花瓣，随风散开，一些飘入商店，有意
无意粘附在土特产柜台包装新茶的透明袋子
上，翠绿的里子贴了绯红标签。

富春江边栽了许许多多的花树，春梅过
后，玉兰、樱花盛开，随即茶香携带山野气息
加入，各式花香混合着刚刚加工完成的新茶
鲜香，清新醉人，一直要延续到杜鹃、梨花和
桃花登场又谢幕。

富阳温暖湿润的气候十分适合茶叶生
长，是重要的绿茶产区，各乡各镇的山间坡
地，遍长这种看似平常的草木。当地人不辞
辛劳地打理，使得富阳茶叶品质绝佳。拔山
高峰茶、安顶云雾茶、春建龙井茶是其中的佼
佼者，深受江南百姓喜爱。

清明节前产的茶叫“明前茶”，清明后谷

雨前产的茶被称为“雨前茶”。由于清明节前
气温普遍较低，发芽有限，生长速度缓慢，产
量很少，所以明前茶比较贵。雨前茶虽不如
明前茶嫩，但由于芽叶生长相对较快，积累的
内含物丰富，往往滋味鲜浓，耐泡。而谷雨之
后的茶叶，一般比较粗老，另当别论。

随着气候变暖，以及管理技术的改进，在
市场价格的导向下，明前茶明显增多。

最早上市的新茶，叶嫩又小，极为精致，
泡在水里，让人看着怜爱。但是我是不敢去
碰的，原因只有一个字：贵。

除了价格原因，从口味上，我也喜欢迟一
点出的茶叶，叶片厚实些，味道更甘醇，可以
冲泡三四回。

过不了几天，马路边上开始出现比较集
中的茶叶摊位。我知道的是桂花西路公交车
站附近的地方，每天早上有村民带着自家产
的茶叶，理得清清爽爽，码得整整齐齐，等候
买主挑选。

那段时间，我的魂似乎丢在了那里。上
下班常常专程绕道过去，趁着看看茶叶质量，
请卖家解开扎得紧紧的绳子。一打开密封的
袋子，茶叶清香扑鼻而来，我仿佛置身茶园，
陶醉其间。

我喜欢喝绿茶，它有一种与江南韵味极
为契合的特质，清爽淡雅，含蓄内敛，仿佛是
天然为江南人量身定制的生活品格。

我请老板卖给我二两，对方若是不忙，一
般能得愿。我就揣了二两茶叶，加快步伐，赶
到家里煮水泡茶。随着热气升腾的开水注入
玻璃杯，茶叶翻滚、静置、下沉，满屋茶香。

第二天上班路上，我换个摊位再买三两，
然后揣了三两宝贝，步履匆匆，到了办公室与
人分享。

选择不同的摊位买，原本是想比较个高
下，便于确定价廉物美的那家长期定点。可
是，从茶叶交到我手里的那刻起，我就忘了卖
家的模样。我买二两或者三两，完全不是为

了货比三家，远远做不到那么精明。
价格在不断变化，几乎一天一个价。茶

农一年到头修剪除草施肥杀虫，春天时价格
的神经却异常敏感，对市场完全同步。我常
常不解，他们每天不同的信息是从哪里得到
的？

不多久，在产茶多的村镇，集中的茶叶市
场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交易红火。城区
农贸市场随处可见新鲜茶叶，有茶农自产的，
也有专门售卖的。春天在江南的这个城市停
留时，似乎专门眷顾了茶叶。

我不去茶叶市场购买，但是几乎每天买，
几两、半斤，或者一两斤。每个清明前后，累
计总要买茶十几斤。

喝绿茶，我还贪图它的方便，一只玻璃
杯，一壶山泉水足矣。绿茶在杯子里被水唤
醒，最终为水付出全部生命。烧水，冲泡，简
简单单，我可以隔着玻璃欣赏它的翠绿婀娜，
品尝它鲜香四溢的绿叶清汤。 ■苗青 摄影

春天，从明前到雨前
黄玉林

4月3日，具有浓郁济宁元素与运河文化
色彩的电视剧《运河风流》登陆山东卫视。此
前是在2022年4月29日由北京卫视首播，并
在芒果TV同步播出，国内多家卫视随后转
播。此番在山东卫视的播出，引发了全国各
地尤其济宁观众注目。而《文化周末》要讲述
的，是《运河风流》关于济宁的、鲜为人知的背
后的故事。

作为第一部“指名道姓讲济宁”的影视
剧，《运河风流》展现了济宁文化、运河文化在
中华文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它的创作初
衷是写“鲁商”，而不是今天看到的“运河”。
故事还要从9年前的2014年4月说起。

2014年4月25日上午，著名剧作家高满
堂在济宁香港大厦举行座谈。此行高满堂是
接受山东省委宣传部领导提议，就创作《鲁
商》电视剧专程来济宁采风的。

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杜庆生，前
一天下午接到与会通知后，决定建议高满堂
改写运河的题材。座谈会上，杜庆生主要介
绍了大运河以及济宁以河兴市历史、儒家文
化与运河文化融合交汇的内涵，重点推介了
玉堂酱园和白英治水等典型素材，这段发言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与会的济宁方面有关专家，也从各自的
角度进行了发言交流。

高满堂最后表示，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
启发，特别是杜庆生会长满怀激情讲述的运
河文化和发生在运河上的中国故事，使他深
受震撼，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要改变
创作方向，原打算写“鲁商”，下步要着重写

“运河”。
在这次座谈会之后，《运河风流》创作团

队多次来济宁调研。杜庆生、朱承山等济宁

本地专家，为创作团队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
料。《运河风流》在北京卫视播出后，网络媒体
作了这样的推介：山东济宁，南临微山，东辖
曲阜，大运河穿城而过，得交通之便，浸孔孟
之风，自古以来政要商贾云集、文人雅士汇
聚，是北方赫赫有名的水陆大码头，被冠以

“运河之都”的美名。
《运河风流》，由张新建执导，是编剧高满

堂等《闯关东》原班人马，历时5年精心创作的
又一精品力作，由巩峥、宋佳伦、李乃文、王媛
可、萨日娜、岳旸、李大强、王绘春、李强、梁琳
琳等主演，以发生在济宁段运河上的真实历
史人物故事为原型，讲述了民国初期以黄子
荣、宋鲁生、杨春早为代表的“济宁三杰”跌宕
起伏的个人与家族命运，讴歌了运河儿女追
求大仁大义、大情大爱、大诚大信的情怀与境
界，是一部彰显民族主义英雄气概和炙热的
爱国情怀的好剧。随着这部以济宁为主线的
年代剧的热播，一定可以带火济宁城，助力建
设全国一流文化名市，重铸运河之都辉煌。

今年的4月5日，在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
会，《文化周末》记者专访了杜庆生。他谈到，
《运河风流》是儒家文化和运河文化融合交汇
的济宁文化。

济宁是人文始祖黄帝、伏羲和孔、孟、颜、
曾、子思“五大圣人”的故乡，中华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和儒家文化发源地。历史上的济宁同
扬州一样，曾经是大运河的诞生地，又是号令
大河南北、统驭四面八方的“中国运河之都”，
从而成为运河文化的集中体现地。

这样一来，济宁就同时具备了无与伦比
的“儒家文化、运河文化”的丰厚资源优势，以
及“孔孟之乡 运河之都”两大世界级品牌。
正是这种少有的历史机缘，在济宁大地上构

筑了一幅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同生共长、交
流互鉴的壮丽图景，将儒家文化的敦厚仁义
同运河文化的开放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生成了以“沟通、包容、创新”为核心，以诚信
谦和的工商文明为主体，以“敢于担当、鼎力
革新”的“运河精神”为特质的独具特色的济
宁运河文化。

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应当首肯的就是善
于沟通的本能。正是这种本能和由此产生的
无限活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政治的沟通，促成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
沟通，造就了古代中国的几度繁盛；民族的沟
通，实现了我国多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沟通，
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中华文化。同时，由“沟
通”引发和融入的“包容、创新”，共同构成了
运河版的融合发展模式。

《运河风流》同样体现了儒家文化和运河
文化中“沟通”的魅力。思想文化范畴上，大运
河形成了以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汶上老人
白英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在治理运河过程
中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敢于担当，不避艰险、
自强不息，勤奋敬业、鼎力革新的精神，以及在
顺应自然中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科学理念；
以林则徐、潘季训、朱之锡为代表的数百位满
腹经纶、满怀报国之志，献身于治运大业的河
道总督所奉行的忠孝为本、礼义为重、节俭为
先、创新为要的做人为官之德；以孙玉庭家族
为代表的诗书传家为本、忠孝礼义立德、包容
创新建功的家族文化；以玉堂酱园为代表的运
河工商业形成，并恪守的“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诚信为本，礼仪为先”“买卖不成情义在”
等为主要内容的儒商文化理念和行为规则。

通过对济宁地域流传的戏剧、曲艺《岳家
军》《杨家将》《小姑贤》《墙头记》等优秀传统
剧目，将忠孝节义等传统美德口口相传，代代
相袭，使之成为中国人祖祖辈辈笃行恪守的
道德信条的文化印记等，都在《运河风流》有
所反映。

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珠联璧合，产生了
历久弥新的济宁儒商文化。杜庆生介绍，《运
河风流》对济宁儒商文化做了细致描绘。运
河文化首先是一种工商业文化，这种文化追
求的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是怎么赚钱怎
么干。而济宁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孔孟
之道、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世代济宁人，重礼
仪、尚伦理、尊中庸、重义轻利，以及“文不经

商，士不理财”，是本土居民世代恪守的基本
信条。

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这种文化观念开始
受到工商文化的极大冲击。济宁凭借融南汇
北的地理优势，在吸引了大批外地商人、手工
业者的同时，也使他们的文化观念、生活习惯
在此保留和推演。

南北漕运最盛时，济宁“市杂荆吴客”，有
数以万计的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的商
人和手工业者在此定居经商。他们创办了大
批商号、手工业作坊，如苏州人戴氏创办的玉
堂酱菜铺，专营苏州糕点的兰芳斋食品店，以
编制竹器闻名的竹器一条街——竹竿巷等。

外来商人具有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务
实、创新精神，济宁人与南北商人在长期共事
和生活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经过互
相影响甚至斗争，最终融汇糅合。“看似冤家
却有缘”，儒家的仁、义、诚、信、和、中等信条，
一并揉进了工商经营的规范之中，从而形成
了儒商文化的基本理念。

正是由于运河文化自身极强的包容性，
促使在“义利观”等理念上差异巨大的运河文
化与儒家文化最终实现了交汇融合，促成了
运河文化由工商文化到儒商文化的华丽转
身。有句顺口溜这样描绘济宁人：“南京到北
京，没有怀庆精；怀庆到济宁，一精也不精”。
一个“精”字道出了商人的机巧与儒生的原
则，在磨合中提炼出的精髓，运河文化与儒家
文化终于珠联璧合。

以“正气传承”为家训的黄子荣，秉承“信
义为本”、恪守诚信、货真价实的宋鲁生，恪守
祖训“洁身正骨”的杨春早……《运河风流》中
三大家族的命运流衍，展现了济宁文化在中
国传统社会主流阶层的重大影响，阐述了人
性与情感的选择，极具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是一部富含生活美感和人文色彩的影视剧。

■图为《运河风流》海报与剧集截图

《运河风流》写鲁商到写运河的华丽转身
本报记者 刘帝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