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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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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哼唱着这首老歌踏上济宁大地的。

济宁市与我的家乡重庆市万州区因东西部
协作而结缘。深秋时节，我们前往济宁“走亲
戚”，当地朋友安排到微山湖采风，我激动的心
情溢于言表。

脚步不能抵达的地方，梦想可以到达。
微山湖曾是我小时候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在农村老家的阁楼上，珍藏着我哥用压岁钱从
乡场买回的几本连环画，其中的《微山湖上》尤
其让我爱不释手，不知翻看了多少遍。

《微山湖上》讲的是杏花庄小驹子、二牛、丫
头3个少年，跟随老爷爷在微山湖上放牛，巧遇
湖上长大的小女孩荷花、抗日老战士赵大叔而
发生的故事，读来生动有趣、扣人心弦。

书中所描绘的湖区儿童生活，令我这个山
乡娃倍感新奇，其中学划船、叉鱼、摸鱼等生动
细节至今难忘。多少闲暇时光，因为这本小人
书而变得鲜活起来。

遥远而神秘的微山湖，令年少的我心驰神
往。后来，村里放坝坝电影《铁道游击队》，因为
我对微山湖的向往，很快就学会了电影插曲《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多少次，背着背篓打猪草的我，面对夕阳西
下的家乡山水，禁不住引吭高歌：“……西边的
太阳快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
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仿佛置身
抗战胜利前夕的微山湖，感到无比畅快。

后来才知晓，这部电影拍摄于1965年，那
一年我刚好出生。20年后，我刚参加工作，同名
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在央视播出，片头曲
《微山湖》优美动听，风靡神州，也深深地镌刻进
了我的青春记忆。

一本连环画、两首影视插曲，让我爱上了微
山湖，甚至每每念及“微山湖”3个字，都会唇齿
留香，生发出无限美好的遐想。这或许就是文
艺作品的独特魅力。

机缘巧合，我青少年难以抵达的梦想，竟然
圆在了临近退休之年。在前往微山湖的车上，
我一边透过车窗欣赏济宁秋色，一边静心聆听
济宁文联的朋友讲述微山湖的前世今生。

在山东、江苏、安徽3省的交界区域，有一片
面积约 1266 平方千米的辽阔水域，叫“南四
湖”，由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构成。
从高空俯瞰，连成一片的四湖，形如一柄硕大的
玉如意。由于微山湖面积比其他三湖大，南四
湖也统称为“微山湖”。

微山湖得名于湖中的微山岛，而微山之名
源于微子。微子是孔子的祖先，也是商纣王的
庶兄。商朝灭亡后，微子建立了宋国，去世后葬
在宋国城邑留城的一座山上，微山因此而得名。

站在流经留城的古泗水河畔，孔子曾经喟
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留城还是汉代
著名谋士张良与刘邦的初遇之地，也是张良功

成身退的归隐之地。
微山湖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微山湖的

形成是区域地壳变动、黄河迁徙泛滥、大运河开
挖改道等因素共同创造的杰作。明万历三十一
年（公元1603年），黄河在微山附近决堤，造就了

“南四湖”。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四湖
连成一片，微山湖形成今日规模的时间只有150
年。所以说，微山湖这个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
湖，也是中国最年轻、最有活力的特大型湖泊。

通往独山岛的水上公路像一道彩虹，横跨
在微山湖一角。我们迎着薄雾来到这里，大家
一边兴奋地与当地渔民交流，一边留影。公路
左侧，不大的湖面布满点点木桩。当地渔民说，
木桩下连着养贝设施。右侧湖面烟波浩渺，水
天相接处云雾茫茫。阳光洒在澄碧的水面，浮
光耀金，浪花拍岸，发出细微的声响。

我的心中回荡起《微山湖》的优美旋律：“微
山湖哎，阳光闪耀，片片白帆好像云儿飘，是谁
又在弹响土琵琶，听春风传来一片歌谣……”

我们乘车行驶在湖畔公路，一路欢声笑
语。车窗外，微山湖湿地的深秋风景在光影中
不断变幻，我的思绪却在济宁与万州之间来回
切换。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相距1200千米
的万州与济宁，有幸在鲁渝合作中携手，两地的
因缘际会，或许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两地都曾经历沧海桑田。济宁微山湖因河
成湖、河湖一体，黄河、大运河与50多条河流，共
同塑造了微山湖，让这里从繁华城市、沃野桑田
变成汪洋大泽；万州长江段因三峡工程建设，由
江变湖、江湖共融，三分之二的老城沉入湖底，
26.3万移民告别故土。两岸青山环抱一湖碧
水，峡江古城的千年文脉，与高峡平湖的壮美景
观在这里相映生辉。

两地均为水陆要津、商贸重镇。济宁是“运
河之都”，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被誉为“黄金水
道”，这里商贾云集、舟楫如梭、贸易兴盛；万州是

“渝东门户”，长江“黄金水道”的十大港口之一，
这里水陆交会、帆樯栉比、通江达海，是三峡库区
及周边地区对外交流、扩大开放的“桥头堡”。

两地都是遐迩闻名的红色沃土。抗战时
期，微山湖活跃着令日寇闻风丧胆的铁道游击
队；万州则是抗日前线重要的兵员集结地，先后
有110万川军从这里出发奔赴抗日前线。解放
战争时期，巴蜀名将刘伯承、邓小平在济宁组织
领导了羊山战役；万州勇士张树才在微山湖畔
的徐州碾庄圩舍身炸地堡，用生命打通了淮海
战役通向胜利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
不少南下干部扎根万州、建设三峡，功不可没。

两地都肩负着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使命。
微山湖，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不仅是连接

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
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保障一泓清水北上，
让曾经的“酱油湖”蝶变为“清水湖”，折射出济
宁人的大局观和家国情怀。

三峡库区，是我国最大的战略淡水资源库，
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事关国家发展
全局。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确保一湖碧水
向东流，是万州人自觉践行“上游”责任的挺膺
担当。

自2010年7月协作启动以来，两地人民志同
道合、并肩追梦，谱写了山海情深的动人篇章。

济宁朋友用“一条鱼”的故事将我的思绪拉
了回来，这条鱼就是微山湖特有的“四鼻鲤
鱼”。所谓的“四鼻”，其中两个鼻孔是真的，另
两个实际上是两根凹进去的短须。

四鼻鲤鱼肉质细腻，味道鲜美，在清代就曾
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誉，是久负盛名的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因为济万协作，四鼻鲤鱼命运的齿
轮开始转动，实现了“跃龙门”的梦想，成为两地
朋友津津乐道的协作“明星”。

2021年春，首批40万尾四鼻鲤鱼鱼苗，乘
坐飞机跨越山海，游进了万州大山里的池塘和
稻田。在万州长滩镇龙泉鱼乡，济万联手建成
微山湖四鼻鲤鱼繁育养殖示范基地500亩，年
繁育300万尾，年产值2500万元，带动50户农
村家庭，户均增收2万元。在万州推广稻渔综合
种养6000亩，带动4000户农村家庭，户均增收
4000元。长滩乡民抱着宝贝“四鼻鲤鱼”开怀大
笑的视频，曾刷屏我的朋友圈。

“万州烤鱼”水灵灵地开进了微山湖畔。两
地政府支持江来好（重庆）食品有限公司与微山
县当地企业合作，建设“微山湖江来好万州烤鱼
产业园”，运用万州烤鱼技艺开发微山湖优质渔
业资源，园区总投资5000万元。

“江来好”以500万元现金及品牌、专利、技
术、销售渠道等混合出资，占股30%，投产后实
现年加工烤鱼1500吨，年产值3亿元。推出的
微山湖四鼻鲤鱼“万州烤鱼礼品、冷链预制菜、
休闲即食”等系列主打产品，深受人们欢迎。

微山湖四鼻鲤鱼因为链接“万州烤鱼”，达
到了“鱼生”的巅峰，它烤熟后浓郁的香味，从济
万两地飘到了全国，飘出了国界。

谈笑间，我们来到微山湖江来好万州烤鱼
产业园。刚下车，一缕熟悉的烤鱼香让我们倍
感亲切。员工们无不对产业园的未来充满信
心，相信逐梦微山湖的“江来好”将来会更好。

在这里，我们听取了微山湖舌尖上的非遗
——全鱼宴的介绍。微山湖全鱼宴历史悠久，
是鲁菜的主要代表之一，深受孔子“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思想的熏陶，选料注重鲜活，讲究时

令新鲜和原生态，烹制精细，技艺精湛，味道鲜
美。

据说，乾隆皇帝在第4次南巡时，曾对全鱼宴
大加赞赏。通过介绍，让我们了解到微山湖烤鱼、
漂汤湖鱼丸、油淋鳜鱼片、辣白汤黑鱼、炝拌鳝鱼
丝、红烧鮥鱼、银鱼炒鸭蛋等微山菜品，以及融色、
香、味、形、器、滋、养为一体的微山湖食文化。

告别微山湖，我们造访了生机勃勃的济宁
春江港。2023年，两地成功开通总长2800公里
的江河联运新航线。这年的9月2日，“济宁—
万州”集装箱航线在这里成功首发试航，一条满
载96标箱、2000吨小麦的驳船从春江港出发，
穿过烟波浩渺的微山湖，开赴上海太仓港转长
江航道，10月3日抵达万州新田港。10月15日

“济宁—万州江河联运航线通航仪式”在万州港
举行，成为鲁渝协作又一标志性成果。航线开
通后，两地依托各自资源、资金、渠道优势，深入
开展煤炭、粮食等贸易合作。预计今年可实现
贸易物流业务额10亿元。

千年运河情牵万里长江，百年微湖拥抱千
里平湖。江河情长，世纪梦圆，让鲁渝协作拓展
了新通道、新纽带。

3天的圆梦之旅很快结束了，我们于恋恋不
舍中挥别济宁。在大安机场候机厅，3年前曾赴
济宁采风学习的女儿打来电话，兴奋地说起她
与文友傅叔叔联袂创作的歌曲《情牵微山湖》，
发来微信语音让我分享。

文字不能到达的地方，歌声可以抵达。
飞机腾空而起。透过飞机舷窗，我俯瞰着

雨后初晴的济宁大地，耳畔响起女儿饱含真情
的钢琴弹唱声：“情牵微山湖，从此山海相依、守
望相助。千里同心，共赴征途……”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
①河湖上的船只 ■华洪力 摄影
②③小人书《微山湖上》 ■资料图片

圆梦微山湖
陈志

10月10至11日，在第十三届山东文化艺
术节新创作优秀剧目评比展演中，大型山东梆
子《竹竿巷》斩获“十大优秀剧目”，演员杜玉珍
荣获“十大优秀演员”。

山东梆子《竹竿巷》，由济宁市文化和旅游
局重点打造，济宁市山东梆子剧院创排，讲述
了抗战时期，济宁竹竿巷“仁和记”女掌柜何冰
秋一诺千金，不计个人恩怨得失，拿出全部家
业，置生死于度外，在日寇围困之际，想方设法
给微湖大队和飞虎队运粮的故事。剧情跌宕
起伏，扣人心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集传承运
河文脉、彰显儒商精神、诠释家国情怀于一身
的精品剧目。

传承了造福一方的运河文脉

竹竿巷是老济宁的一个独特街区，起于元
代，盛于明清，因大运河商贾云集而兴，是大运
河两岸的传统商业“河街”。这片区域，曾是老
济宁商业街巷最为集中的地方，是大运河文化
的典型代表，承载着数代济宁人的记忆。

在剧名创意上，剧目直接使用“竹竿巷”命
名，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本身就传播与弘扬
了运河文化。

自古以来，北方少产竹木。明清以来，一些
商人和运粮人看到了商机，开始从南方运输毛
竹到北方。随着竹器加工业规模不断扩大，竹
器经营户在运河沿岸的街巷中聚集，形成了竹
器加工业街巷——竹竿巷。

在大运河山东段，济宁、临清、德州、聊城有
竹竿巷，而在天津也有竹竿巷。一看剧名，观众
自然而然地就会将其与大运河联系在一起。在
舞台呈现上，舞美道具又选取了运河标识，比如
货船、芦苇等，同时悬挂最具竹竿巷特色的建筑
样式，一下子拉近了观众与记忆中的“竹竿巷”

和舞台《竹竿巷》的距离。
在幕间转场，《竹竿巷》也别出心裁，将运河

文化巧妙植入。
头四幕，一位老汉，敲着大锣，沿河嘶哑吆

喝。“大闸口，卖瓷器。小闸口，卖鲤鱼……”吆
喝声起，竹竿巷鲜活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作为“因河而生”的城市，老济宁的买卖、休
闲、游艺等美好记忆，大都与运河和竹竿巷息息
相关。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大运河，更离不开
竹竿巷。观众的心一直被剧情牵动，转场间隙，
灯光一启，老汉吆喝声起，多姿多彩的运河市井
生活场景鲜活再现。

从叙述结构上来说，这位老汉是局外人，一
个“跳进跳出”式的人物。这样的过渡转场，不
仅承上启下，也使剧情衔接得紧凑流畅。观众
刚从剧情一维空间中回过神来，又接着进入了
另一维空间。

两个维度，剧情上没有交叉，各自呈现。但
两个维度，与推动剧情发展，又有着千丝万缕的
关联。同时，一遍又一遍向观众交代故事背景
和时局环境——这是发生在竹竿巷和竹竿巷商
贾身上的故事。

四幕转场到五幕时，选用了粗犷的运河号

子启承。“千斤呀，万斤呀，嗨！铁锚呀，动身呀，
嗨——”京杭大运河鼎盛时期，每年运粮漕船二
万余艘，首尾连接十几里，舟船连楫，帆樯如云，
船工号子此起彼伏。

号子是鲜活的大运河文化记忆，舞台上气
势恢宏的运河号子响彻云霄，舞台下的观众，心
绪也早已穿越舞台，穿越到南来北往、商铺林立
的运河两岸。

彰显了一诺千金的儒商精神

剧中有句唱词特别令人感动：“你说道竹竿
巷之所以千里名扬，就在于守信义诚实经商。
我应允任成事绝非是敷衍安慰，是因为上百个
好男儿芦荡断粮。既然我答应了他临终嘱托，
践诺言赴微山绝不彷徨……”整个故事，也可以
说是围绕这句话展开。

元代关汉卿《陈州粜米》中有谚：“受人之
托，忠人之事。”是什么精神让何冰秋一诺千
金？毫无疑问，是儒商精神。

儒商精神根植于儒家思想，立足于中华文
化，强调“诚信”“仁义”“以义取利”“兼济天下”
等。儒商不仅将“义”摆在商道首位，还时刻以

“仁义礼智信”要求自己，让自己“达则兼善天
下”。

济宁是儒学的发源地，受儒家思想影响，大
运河济宁一带产生了许多“富而仁”的儒商。这
些儒商，以“利济天下”为目标，将“仁义礼智信”
根植于心，何冰秋就是典型代表。

面对日寇对粮食的封锁和特务队的暗中作
梗，明知很难买到粮食，何冰秋还是掷地有声，
决定践行诺言。何冰秋对孔广仁说：“不知者不
为怪，可知者不为——还叫人吗？他们个个都
是打鬼子的血性好汉……”在践行诺言的同时，
还处处为合伙人着想，决定一人做事一人当，不
把孔广仁牵涉进来。

“广仁哥千般理由来阻挡，我知道他是为我
安全着想。此一去南阳镇祸福难料，倒不妨留
退路把他推到一旁。许下的诺言我自己承当，
哪怕是龙潭虎穴我独闯南阳。”

独闯南阳，驼爷提出苛刻条件。她先是再
三周旋，希望把孔广仁的股份抛除。紧追而来
的孔广仁在责怪何冰秋后，拿出“大不了从头再
来”的勇气，没有半点犹豫，就用“仁和记”全部
家产与驼爷签署契约。

何冰秋和孔广仁不仅“富而仁”，而且将财
富置之身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诚信仁爱、一诺
千金。

他们是商贾，虽然对日寇恨得咬牙切齿，但
又苦于无力抵抗，从内心深处本有“夹缝中生
存”的思维。但他们又不是一般的商贾，他们是
儒商，面对日寇列强的为非作歹，面对微湖大队
和飞虎队的生死未卜，他们伸张正义的诉求被
唤醒，骨子里的爱国激情被触发。

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仁和记”的掌柜与合
伙人，而是竹竿巷里那群有血有肉、有仁有义的
商贾英雄。何冰秋和孔广仁不惜毁家纾难，把
重道守信、重义轻利的儒商精神展现得淋漓尽
致。

诠释了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

真正吸引和感染观众的,是“何冰秋”们的
舍生取义。无论是应了表弟任成的“临终托
付”，还是任由驼爷“敲竹杠”，何冰秋没有退缩，
毫不犹豫，绝不言弃，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民族大
义一方。

孔广仁一开始虽然犹犹豫豫，可是关键时
刻也没有半点反悔，坚定地支持何冰秋。当然，
这其中有亲情、爱情的交织，但更多的却是同仇
敌忾和英勇无畏，还有骨子里的家国情怀。

也许，他们并不懂得“位卑未敢忘忧国”，但

他们能分得清孰轻孰重。“当得知你也是为抗
日，我当即命她手下留情。抗日保国是大义，不
可以因私仇互害内讧。”本可以为夫报仇，当何
冰秋得知驼爷带着船粮，随军支援抗日队伍，及
时制止了报仇行为。

何冰秋如此，孔广仁如此，驼爷亦如此。
在一般人眼里，帮会多少带有一些匪性。

其实，在水运和渔业方面，“帮”是重要的生产组
织，可谓水上自然村。各帮由帮头统领，共同抵
御自然风险，反抗社会压迫。

驼爷的船帮虽然也有一些匪性，但本质上
还是漕运生产组织。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
不带一点匪性，也难以跻身生意市场。驼爷身
上带着匪性痞气，有自己的狡黠精明和小私心，
但在大是大非、民族利益面前，他毫不含糊。

驼爷翻何冰秋刺杀旧账时，道出了自己的
心声：“鬼子攻打汶上县城，国军得知他们后方
空虚，就想抄后路，收复济宁。打鬼子我赞成
啊，就背地里带着船粮随军支援。”

在何冰秋说明来意后，驼爷沉思：“冲着微
湖大队打鬼子，遭了难我应该帮忙……”孔广仁
声讨他“趁火打劫”时，他气呼呼地呵斥：“我冲
的是微湖大队、飞虎队，不是你们！”

驼爷虽然处处撂着狠话，并趁火打劫，看似
不与何冰秋为伍，但话里话外，全部都是“冲着
打鬼子”。相比何冰秋和孔广仁正面形象，驼爷
匪里匪气，时刻盘算自己的“小九九”，猛一看不
能算是正面人物。但这些话撂出来，瞬间让人
刮目相看。

为解救被困的微湖大队和飞虎队，协助他
们突出重围，驼爷也决定“押上一家子人的性命
和船帮的生死”，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带船护送
粮食，硬碰硬地对付特务队。驼爷骨子里的江
湖侠义，比起何冰秋、孔广仁自始至终的正义形
象，驼爷的行为，更为可爱，更显悲壮。特别是
由“匪”转“好”的那一刻，“我要带船帮弟兄们，
加入微湖大队……我不能为了活而活着！”舍生
取义的爱国情怀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一出好戏，既要符合大众审美心理，还要言
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这种表达是多维的，有
地域文化，有人物命运，有故事冲突，而思想主
线又是唯一的，地域环境、情感恩仇、人物命运
等等，都为讲好济宁故事服务。

一根主线，交织着众生万象、情义伦理和道
德感化，让观众随着剧情的发展，在不经意间接
受剧作要传达的美好理想追求和深刻社会价值
取向，最大限度引发共鸣。《竹竿巷》做到了。

①《竹竿巷》剧照②主创采风③拉场④彩排
■刘明艳 王雅蕾 摄影

《《竹竿巷竹竿巷》：》：运河文脉与家国情怀的同构交融运河文脉与家国情怀的同构交融
王崇印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