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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说说

我老家那地方，把蛇叫长
虫。

长虫是瘆人虫，一般人见
了都畏惧三分。我小的时候，
似乎不怎么怕它。不知从几
岁开始，也不知什么原因，仿
佛天生有仇，只要见了长虫我
就要想法弄死它，尽管觉着很
瘆得慌。

那时候长虫格外多，只要
到地里割草、拾柴禾，不碰上
长虫很难，有时候碰上好几
条。只要碰上我，长虫就难逃
毙命。割草、拾柴禾，我弄死
的长虫最多。

割草的时候，只要听到旁
边沙沙的声音，循声望去，一
准是长虫在爬行。这是长虫
被惊起快速逃跑，摩擦杂草发
出的响声。说实话，长虫是怕
人的，碰到人割草，它赶紧朝
外逃。但它爬得再快，也不如
人走得快。逢此时，我必定追
上去杀死它。要是看见长虫欺负蛤蟆，我的气就更大。

有一回，我在一条小水沟旁边割草，割着割着，忽听
见“哇哇”几声蛤蟆的惨叫，活像遇险的人在呼“救命”。
这是蛤蟆被长虫攻击，将要丧命时发出的求救声。

我立刻直起腰，握着镰刀走过去，不远的沟沿上现
出了奇观：长虫吸蛤蟆——一条绿花大长虫盘在稀疏的
草丛中，扬头吐着信子，往前1米多的地方有只蛤蟆，屁
股朝着它。蛤蟆被吸着，挣扎着向后退。

狗东西敢欺负蛤蟆！我立时气冲脑门，抡起手中镰
刀三脚两步地赶上去。那长虫见我气势汹汹的样子，吓
得掉头就逃。我几步赶上，挥镰就砍，立时将它砍作几段。

再回头看那蛤蟆，它有气无力地趴在原地，像被注
了毒素似的一动不动。我知道这里的长虫没毒，也听说
过凡叫长虫吸过的蛤蟆不死也脱层皮。

我把蛤蟆放入水里，它晃动了几下，就趴在边上不
动了，看起来很痛苦。我紧握住镰刀，挺直了站着，望着
碎作几段，却仍在抽搐、扭曲的长虫，再想想被救下的青
蛙，心中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

毁坏长虫，大人们很反感，一听说又砍死了长虫，就
骂我。为了这事，娘不光狠狠训我，还不让吃饭。奶奶
更是嫌我好杀生，心忒狠。她说，长虫是个牲灵子，也是
一条命，没招你没惹你，你老砍杀它有啥好处！

奶奶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小孩子很怪，
常常作害长虫，见了它就杀死。有天夜里，一群长虫爬
到他家，到床上缠人。小孩子的爹娘用棍子打，用刀砍，
但蛇身砍断又接上，越砍越多，越砍越大，满屋子都是长
虫。最后，一家三口都叫长虫活活咬死、缠死。奶奶说，
长虫邪乎着呢，千万别再招惹它了！

奶奶讲得有鼻子有眼，我有些害怕，但下地割草，碰
上长虫，手还是痒痒，不由地对它举起屠刀。与我常在
一起割草、拾柴禾的几个小伙伴，不大敢伤害长虫，常夸
我有胆子。他们越夸，我就越谝能。这哪里是胆子大？
今天看来，实实在在地就是个“二百五”。

我不听老人的话，不知天高地厚，依然我行我素。
真正让我醒悟，结束对长虫伤害的，是一次背长虫回家。

夏季的一天，我独自下地割草，热得头疼口渴。就
割了一小堆草，也就几公斤的样子，用绳子捆上背起来
向家赶。我没看见长虫，心想，可能是长虫也怕热，今天
没出来。

到家将草放在院子里，刚拽出绳子的时候，瘆人的
情景出现了：一条又粗又长的红花长虫，从草里爬了出
来。那长虫朝我扬起头，晃几晃，不停地吐着信子，好像
在说：我们与你无冤无仇，你却毁坏我们，坏孩子，小心
报应！

我吓得立时一身冷汗，差点蹲在地上，不知如何是
好。奶奶也看见了，她看看发呆的我，再看看扬着脖子
的长虫，赶紧双手合十地念叨起来。说也怪，那长虫停
下示威，匍匐下来朝墙角的柴禾垛爬去，一会儿就没了
踪影。

这回我相信了奶奶的话：这么一小捆草，它是怎么
钻进去的？是捆好了进去的，还是没捆之前钻到草里
的？从哪里爬过来的？它在我背上怎么没咬我？怎么
没缠我的脖子？一大堆的追问等我自己回答。

我害怕极了，生怕那长虫藏在柴禾垛里，夜晚出来报
复，把柴禾垛翻了个底朝天，虽然没有发现那条长虫的
影子，但我相信它是藏在了院子的某个隐蔽的地方……

背长虫，是我儿时的一个真实故事，它刻在了我的
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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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路过泰安高速服务区见有泰山石摆件卖，想
买一块摆在公司的长案台上，看了又看终没有买。

在济南租的房子，阳台的一角有堆房东的物品，从
中发现一块石头摆件，蒙着一层灰尘，一副不登大雅之
堂的模样。一番粗略打理，和泰安卖的也差不多。

将这石头拿到办公室，摆在长条案台上，与墙上的
书法作品呼应，文化品位骤升。

这块石头，或女娲补天时剩下的边角余料，或做过
原始人类的工具，后被遗弃在山谷中；或在山谷沉睡了
成千上万年，有一天被好事者发现，打理完了，配上木底
座，摆进卖场成了商品，又被房东买来摆在家里。这块
石头的未来，也必与过去一样，有太多太多的“或”。今
天摆在我的办公室里，便是与我有缘。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作品，到今天
已有600多年，经历过惊心动魄的巧取豪夺，经历过名
士大家的宠爱有加，几经人手，还险些化为灰烬。

那些经手的人，皆与这图有缘；若无缘，即便贵为天
子的乾隆，亦未曾见过真品。但缘终有尽的时候，这些
人都已作古，而这画卷依旧。现被分为《无用师卷》和
《剩山图》两部分，一半在台北，一半在杭州。

与这画卷的生命相比，那些经手之人，只是曾经的
保管员而已。人生有许多东西，真的想清、悟透了，才会
放下，才会少些贪婪而多些奉献，也才会少些烦恼而多
些快乐。

这块石头与我有缘，摆在我办公室的长条案台上。
有一天房东想起来，将其收回，那也是明天的事儿。也
许房东早把它忘了，它属于我的时间可能会久些，但终
究要分离，它不属于任何人。

人的生命也如这石头，只有大约3万天；无论贫穷、
富有，都将逝去。用心体悟生命，才是真正拥有，心境快
乐才是真正的财富。

石说：物皆非财
胡成江

没来任城之前，就听说过竹竿巷。有天
午后，我在任城一家店里问老板，有没有手工
编制的小竹筐。店老板立刻热情推荐我去竹
竿巷。他说，离这也不远，步行就能到。那天
正好女儿放暑假也在任城，我们一起踏上老
运河的石桥寻找竹竿巷。

走走逛逛，很快来到竹竿巷，看见古色古
香的老建筑，突然感觉找到了城市的底片。
这里应该是历史敞开的书中一页，一种跨越
时代的敬畏和激动油然而生。

女儿已迫不及待地走进一家小店，我见
里面厨房用品一应俱全，有各种手编竹制用
品，大小齐全，精致得不亚于艺术品。我选了
一个最小的竹筐，我要用它装馒头、包子，让
一件艺术的作品装满生活的幸福。

我在另一家小小的店面里，发现小时候
过年母亲给我买的那种黄色手工小篮子，仿
佛我的童年并没有走远，那个提着黄色小篮
子的自己，瞬间向我走来。

女儿被古色古香的书画店吸引了，走进
一家小店，里面的文房四宝让她大开眼界。
酷爱书法的女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古老的、
卖文房四宝的老店面，她像挖到宝藏一样兴
奋，准备买宣纸和毛笔。

我出神地看着她和老板对话，如同穿越
在那个穿长衫的年代，一个女孩子选她喜爱
的文房四宝。这里有最齐全的品类，最亲民
的价格和最带时代感的服务。最后，女儿挑
选了两刀宣纸和两支羊毫笔，这才恋恋不舍
地离开。

我想，她回到泗水县城的中学，一定为今
天的发现而骄傲。她说这是济宁最好的地
方，有她逛不完的乐趣。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名片。我去天津大
姐家的时候，她带我去了古玩城、海河、玻璃

桥，还给母亲买了天津名吃十八街大麻花。
突然很想念母亲，我来任城这些天，儿子带我
去了大商城，还看见过外国友人。

我还有一个心愿，那是我下一个目标，我
要寻找母亲童年爱吃的玉堂酱菜。这家老字
号的店面，在即将跨越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让
母亲那么念念不忘。

那时候，外祖父是个手艺很好的木匠，家
里过得殷实。外祖父对我母亲非常疼爱，知
道玉堂酱菜很有名，会托人捎回来。母亲回
忆说，玉堂酱菜是用小小的手工编制的小竹
篓装着，里面有花生、杏仁、萝卜干，非常好
吃。

我的母亲从未来过任城，想母亲的时候，
我会想起玉堂酱菜。我在中秋节前回家看望
母亲，要带上母亲喜欢的童年味道。

老字号的味道，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
一个城市的符号。这张名片上，刻着我们的
回忆和幸福。

■刘建新 摄影

名片上的幸福
张辉

“圣”与“盗”，一正一
邪，自然是水火不相容的
了，但与2000多年前的兄
弟二人扯上关系，那就另
当别论了。

在素以“孔孟桑梓地，
文明礼仪邦”著称的济宁
邹城市，于绿树碧瓦的亚
圣孟庙鹄望东南，距城区
20公里许，200余棵树龄
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猪牙
皂树的掩映下，静静地坐
落着一处始建于春秋时期
的千年古村——看庄镇柳
下邑村。

这个村现分为东、西
柳下邑两个行政村。其
实，东柳下邑因位于普阳
山西麓，原称普阳山；西柳
下邑原名刘家峪，缘于刘

姓最早迁此居住。
现在的村名，与一位古人有关，他就是和

圣柳下惠。因这里曾是柳下惠的食邑，清末
秀才王金奎春游至此，建议村民将村名改为

“柳下邑”，以河为界，分为东、西柳下邑。
据史料和遗迹考证，柳下邑村是鲁国大

夫柳下惠及其弟柳下跖的故乡。村中流传的
兄弟二人的故事众多，其中“和圣井”与“小柳
泉”的传说颇为生动，流传甚广。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柳下邑村民风淳
朴，风调雨顺，百姓安逸。不知何时，村里连
年大旱，村民求神拜天，仍滴水未降。村南原
名盗泉，又称响马泉、饮马泉的小柳泉，几近
干涸，百姓苦不堪言。

村中一白发智者，为求甘霖，辗转乡间。
一日，他又斜倚着村东的皂角树哀叹，不觉惚
然入梦。见柳下惠踏着七彩祥云，飘然而至，
手捋长须，凝望此树，喟然叹曰：“此树灵秀，
佑村泽民，华冠之下必有甘泉！”言毕，如清风
一缕，消失在云端。

白发智者惊醒，立即带人，依梦中柳下惠
所言而挖。少时，果见井水喷涌而出，水清甘洌，
村民欢喜。因柳下惠被尊称“和圣”，为感念和
圣托梦赐井，村民将此井命名为“和圣井”。

小柳泉名字的由来可谓一波三折，原名
“盗泉”，与柳下惠的弟弟柳下跖有关。柳下
跖因领导奴隶起义，被奴隶主诬名为“盗”。
《尸子》记载：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
其名也。是谓君子不饮盗泉之水，即指此泉。

因盗跖是响马的鼻祖，盗泉又被称为“响
马泉”。后来，村民觉得此名不雅，便改为“饮
马泉”。清末秀才王金奎在此看到和圣桥、饮
马泉等遗迹，遥想当年和圣在此劳作生息，其
岑鼎立信、坐怀不乱的故事仍被人们口口相
传，其弟柳下跖率奴隶起义和盗亦有道的传
说亦被津津乐道。

王金奎抚今追昔，突然觉得兄弟二人皆
名满天下，和圣有井，盗圣有泉，实是美谈，但
饮马泉名字稍显不雅。想起柳下跖为弟，相
对柳下惠为小柳，故美其名曰“小柳泉”，并随
即赋诗一首：“和圣有井盗有泉，大柳小柳根
相连。岑鼎立信千古风，盗亦有道口口传。”

汩汩不竭的和圣井和小柳泉，见证了村
庄的千古变迁。柳下惠兄弟二人的故事，也
伴随着猪牙皂的生长，世代相传，历久弥新。

如今，村东和村西新栽植的几千亩猪牙
皂树，正茁壮成长，全国最大的猪牙皂种植基
地在此建成。为了纪念两位先贤，村民在村
东种下两棵柳树，一大一小，成为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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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人在外地

发现

1903年4月20日，威海卫租借地首任文
职行政长官洛克哈特等13人，由山东巡抚周
馥邀请，自威海乘船西行回访山东内陆。经
蓬莱，23日在寿光北的羊角沟换帆船走小清
河，27日到了济南。在历城黄台桥码头，被安
排了13响礼炮、1500名士兵列队的隆重仪
式。在山东省首府济南，会谈、阅兵、接受宴
请、参观游览至5月5日。而后，经宁阳、兖
州，9日往曲阜拜谒孔庙、晤面衍圣公孔令贻，
12日去邹县谒孟母林、孟庙等古迹。5月13
日，来到济宁。

洛克哈特，自取中文名字“骆任廷”，是个
被称作“洋儒士”的中国通，熟悉中国文化，并
收藏中国字画、陶瓷器物和珍贵照片。他在
曲阜赠送孔府“不亦乐乎”隶书匾额，在济宁
会晤了洋务派干将、兖沂曹济道兼运河道张
莲芬。洛克哈特随行摄影师将此行重要节点
都拍摄下来，比如在济宁拍了洛克哈特与张
莲芬及其儿子的合影，以及古城南门外、南门
东南运河河湾、运河济宁段等。

图①即“古城南门外”，主要记录的是济
宁南门外运河之上舟楫塞港、帆樯如林的景
象。岸上的建筑也被忠实地记录下来，从左
到右是南门桥，桥上车来人往，桥下舟船穿梭
——布市口，熙熙攘攘的人群——玉堂酱园，
门前有一着长衫者欲躬身进店——济阳会馆

坊，两位妇人模样者从坊内走出，坊前蹲坐三
两闲人——民舍，一群人围在后墙边似在看
布告。图的中部是桥堤、运河南岸堤墙和背
有包袱的两人拾级而上的简易码头。

照片中的济阳会馆牌坊，是目前能够看
到此建筑的唯一影像资料。

文字资料，介绍简单明了的是赵玉正老
师《我记忆中的济宁古城》中的记述：“济宁南
门桥以西，运河南岸，建有四柱三楼式石雕牌
坊一座，楣匾刻‘济阳会馆’，墨底红字。实非
会馆，此坊建于清雍正四年（1726年），为感念
康熙时济宁知州赵之鹤的德政而建，石坊楣
匾背面刻‘万民感恩’四字。清代，内部有旧
房屋十余间，为赵之鹤祠堂，民国时期被警察
四分所占用，1958年划归玉堂酿造厂以后，拆
除改建。现已无迹可寻。”

这位赵之鹤是何许人？做过哪些让济宁
百姓感恩戴德的事？一个感恩德政坊为何又
额题为“济阳会馆”的呢？

赵之鹤，字松年，号梅坡，清代奉天（今沈
阳）汉军正白旗人，以功臣子弟身份考取笔帖
式，随征葛尔丹叛乱之后，出知四川纳溪县。
从康熙四十六年至雍正三年（1707—1725），
知济宁州，长达19年，是清代济宁地方官在
任时间最长的一位。前任吴柽任职14年。
王道亨，乾隆年间4任知州，才10年露头。

清咸丰八年版《济宁直隶州志》用了近4
页篇幅记述了赵之鹤的政绩，而同职别官员
传记，都没有超过2页。记述中也没有惊天动
地的事，但都与当地民众衣食住行素常生活
密切相关。

譬如，康熙四十八年秋，大雨，城中平地
走船。西城地洼，又水泄不利，积成一片湖。
赵之鹤冲在一线，开水道发现旧排水沟，重新
疏通整修，横一纵二共3条，长达1公里多。
沟成并立公约，此后每年入夏之前就要修治，
西城壅水之患至此而止。

济宁州税课局，税额不到一千两，但税吏
每年都数倍加码征收，中饱私囊。赵之鹤到
任后，痛加裁革，免去杂税60余条，南北商贾
深得其惠。

本地盛产蚕茧，因济宁是京杭运河中枢
之地，畅销甚远。有土豪看准了这块肥肉，想
独吞，以此为业的农民怕断了生路，极为惶
恐。赵之鹤上下奔走，百方为求，才摆平此
事，保住蚕农们的饭碗。

再譬如，为扫黑恶抓了两人，一个是母亲
到州庭请诛的贼子阮某，一个是外号虎头鱼、
无恶不作的街痞。赵之鹤免前者死罪，阮某
此后改恶为良；而对后者斩立决，州人称快。

州志中，就记述了这5项政绩。而赵之鹤
管理济宁19年，却在雍正二年济宁升为直隶
州时，被以不能胜任为由，降职堂邑知县。州
志对这件事作了浓墨重彩地描述——

“去之日，百姓提筐挈榼，跪拜献觞者以
万数。（王元启《祇平居士集·赵之鹤传》记：自
朝至暮，始抵康庄驿；达晩，始至汶上。）既出
城，万人号泣。侯（指赵之鹤）为堕泪，为郁结
不能食，遂感疾，行至阿城，竟卒于旅次。”

济阳会馆坊的建立，也有详实记载——
“州人无以报，为塑像，建生祠南门外、漕

河之南。
之鹤禁之，改为‘济阳会馆’，自毁其像。

众潜立木主，后刻像于石，至今尸祝不衰。
（万民感恩）坊，在南门外河涯、济阳会馆

前，雍正四年为知州赵之鹤建。”
济阳会馆坊，在运河岸畔矗立了230多

年，遗址在今宣阜巷牌坊东侧。
赵之鹤做官19年清正为民，换得230余

年济宁民众的感恩追思。

①古城南门外的济阳会馆坊（1903年摄）
②济阳会馆坊石刻匾额（2006年摄）
③洛克哈特随行摄影师所摄济宁古城南

门外120年后的景象
■资料图片

济阳会馆坊济阳会馆坊：：济宁人心中的济宁人心中的““感恩碑感恩碑””
高建军

烟波浩渺的微山湖，是上天对齐鲁大地
的恩赐。数年前，因为岚菏高速跨微山湖特
大桥选址调研等事项，几次到过这里，但都匆
匆而过，无暇进湖赏其美景。今年7月，终于
休假专程来到了微山湖。

其实，微山湖是独立的湖泊名字，和它相
连着的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统称南四湖。
盛夏里的微山湖，一片云蒸霞蔚。鲁南地区
今年雨水丰沛，使得湖水充盈，碧波荡漾；千
里苇荡，万顷荷花；沙鸥翔集，鱼跃水面；远帆
堆云，舟楫连天……这般景致，我之前在报刊
电视上曾见过，但身临其境，还是为这无边大
湖的辽阔之美所震撼。

我怕日晒，午间不敢下湖，特约了一艘渔
家小船，又做了车游南阳的计划，用两个傍晚
游览了南端的微山湖和北端的南阳湖。

第1天游览的是微山湖，小船在下午5时
左右起航，夏日的太阳久久不肯落下，将晚霞
洒满湖面。坐在船上，舟行劈浪微风起，满眼
荷花一湖香，感觉畅怀至极。

小船下行，在霭色中缓缓驶过有名的微
山岛，别看这岛高不足百米，它可是北方最大
的内陆岛，微山湖、微山县皆因此山而得名。
岛上有殷商贤人微子之墓，有春秋目夷之墓，
有刘邦开国军师张良之墓，还有铁道游击队
纪念园。古今名人，铁血丹心，使得微山不
微，昭如日月。

说来也巧，行在微山岛畔，不知从何方传
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西边的太阳快要
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
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歌声是那么熟
悉，而今泛舟湖上，此情此景，分外亲切。

循声相问歌者谁？船家说不知道，在湖
上经常听到这歌，可能是岛上有人唱的，也可

能哪条船上的人唱的，顺水而来不知向。但
是那歌声、那琵琶声清晰悠扬，具有穿透人心
的力量。我忽然意识到音乐的魅力是无穷
的，它的无穷在于递进，随人生的经历变化，
在地点的变化中体会不同。

第2天傍晚，我驱车到了最北端的南阳
湖，乘船到了古京杭运河四大名镇之一的南
阳古镇。过去，这里商贾云集，十分繁华，乾
隆下江南时曾在此镇下榻。古镇四面环水，
韵如江南，以宽阔的运河为“街面”。这里邻
近鱼台，是典型的鱼米之乡。夕阳西下，渔舟
唱晚，稻花飘香，散发着独特的水乡魅力。

更巧的是，泛舟南阳古镇，又听到了郭兰
英《我的祖国》这首经典歌曲：“一条大河波浪
宽，风吹稻花儿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
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是乔羽老先生作的词，他用白描诗的语言，
把听歌者瞬间带入了美丽的画卷。

从小到大，我一直想搞清楚乔老爷写的

这条大河在哪里？好多人跟我一样有这个问
号，据说有人曾在采访时问过他，老先生说这
条大河不是特指哪条河，而是每个人心中都
有的那条河。也有人说这条河是长江是黄
河，我不大认同。

到了南阳古镇，我突然意识到，这条穿行
微山湖的大运河，很可能就是歌中的那条大
河。因为乔羽出生在济宁任城，离南阳古镇不
远，他18岁以后才离开家乡，微山湖应该去
过，南阳湖两岸的稻花飘香他也应该不陌生。

至于说他说的“每个人心中那条河”，我
认为是泛指，他自己心中所指应该是这里。
但据济宁人说，乔羽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
条大河”是任城老运河给的灵感。乔羽出生
时的老宅院，距离老运河不过1公里。

老运河穿过任城，与南四湖是相连的。
微山湖是胸襟博大的湖，泛舟其上，我忽然觉
得，山入诗歌水生曲，不用说这美丽的湖光山
色，光这歌曲就是最好的洗礼。 ■成岳 摄影

泛舟循歌微山湖泛舟循歌微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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