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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西游记》
《水浒传》三部经典小
说都与石头有着深刻
的联系。王瑾这部开
创性的研究著作对中
国古代石头传说进行
了重建，并用“石头的
神话字典”中石头的
种种意义对三部经典
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比
较，阐明了石头传说
的诸种叙事及其互文
关系，为中国传统文
学的重大话题提供了
新视角。

《石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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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母亲节
朋友圈充满了对母亲的祝福

大家都在晒妈妈的好
和自己对妈妈的好
我的娘走了17年了

17年前，好像没有母亲节
也或许从来没有记得母亲节

只知道娘的生日
但从来也没有给娘过一个生日

甚至
都没有在娘的生日时给她个祝福

娘总在忙碌
我也在忙碌

因为娘在等她六十六的大寿
可惜的是

她只活了五十六
娘太年轻了

年轻到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
尤其是孩子们的重视

人生无常
她匆匆走了

她喂养大了我
我没有来得及回报她

她却在去世前
因为我抱着她做了一次检查

而一遍遍地向妹妹夸我
娘

就是这样付出全部
却又担不得一点儿回报

我太年轻
我年轻得也不懂回报

年轻得任性地活在娘的担忧和包容里
娘走了

心里空了
总觉得自己的内心无处安放

或许
下辈子再做您儿子时

会好一些吧
会记得你生日

记得随时问候您一下
叫一声娘

娘
□刘灿军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
在祖国大西北退休的战友，拼车组
团来爬泰山。从水浒古城赶到岱下
泰安时，已日过中天，拟翌日晨上山
看日出。

入住宾馆，稍作休息后，家居泰
山景区的我，充当导游，领老战友就
近观览胜景。王母瑶池西南百来米
处“涤尘泉”亭下，前来汲水的市民，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手提肩挑、车
驮车运，战友们称这为“泰山一景”，
忙拍照、录像。在战斗中负过伤、立
过功的战友老袁问我：“济南七十二
泉天下传，这儿泉源有多少？”我笑
答：“泰山有七十二名泉，环山路南
古代名泉六七十，从这儿到极顶都
有泉。”

20年前，我有幸翻阅了 200年
前山东泰安府知府金棨主持编纂的
《泰山志》，共20卷，第 4卷为“图”
集，最后一图为“岱岳泉源图”。“岱
岳”为泰山的别称，而这最后一图
中，有今岱下环山路南的 64泉源。
这《泰山志》岱岳泉源图中的泉，只
是泰山下200年前泉源的名泉。卷
中的岱岳泉源图，犹如现今的地图，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是没按比例
尺、左右两页刻画合成的示意图，图
中的千年古城泰安，四周环水，北为
泰山，西门外桥南有金星泉，西北侧
有广生泉……

金棨，安徽休宁人，清乾隆五十
九年（1794年）任泰安知府，放到如
今的话，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市委
书记兼市长（古代政法不分家），知
府下面有同知、通判等属下，分管一
府的督粮、军队、捕盗、水利等事
务。金棨在泰安任职期间，倾慕泰
山胜迹，常于政务之暇，缓带轻装，
登览泰山，遍游名胜。为修《泰山
志》，他“远考典章，近征文献”，历时

4 载，于嘉庆三年（1798 年）《泰山
志》脱稿。后金棨调任济南，《泰山
志》未能及时刊行。金棨以“亲老告
养”辞官，侨居常州，依然以终成《泰
山志》为己任。嘉庆十三年（1808
年），他出资刊印书稿，制成书版
433片，贮8箱，委托常州知府
转发泰安，交岱庙道人收
藏，被后世传为佳话。

在金棨的《泰山志》
卷 4里，第 20至 21页
为白鹤泉全景图，图
右下方为岱宗坊，
岱宗坊正北为行
宫、三皇庙，图
左上亭下为白
鹤泉，今不复
存。白鹤泉
原址在今红
门 路 西 ，
2006 年 红
门 路 拓 修
时，路西白
鹤 泉 牌 坊
移至路东、
山东农业大
学林学院树
木 园 西 南
角，并挖南北
两 水 池 人 工
注水，亦称“白
鹤泉”，并重建泉
亭，使此处成为一处
小型游园，留下关于白
鹤泉一个又一个“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的神话和
传说。

岱岳泉源图中，泰山脚下、泰
安城西南有一奇泉，名曰“臭泉”，因
水含硫黄有异味而得名。这上世纪
80年代还“常年喷涌不息”的古泉，

下有丰富的矿藏，随着盐、石膏矿的
开采、挖掘，地下水位下降，泉已不
喷涌。

随着自来水的普及和城镇化建
设，金棨岱岳泉源图中的泉，日渐难

寻；图上保存完美的
广生泉，在

岱下金山阳坡上，古称“青帝观”，观
内有“眼光殿”，殿前有“眼光泉”，北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宋真宗
登封泰山时加封青帝为“广生帝
君”，“青帝观”遂改为“广生帝君
观”，“眼光泉”也一并改为“广生
泉”。旱时，金山上的蓄水下降，成
为“间隙泉”；雨季，金山上汇聚的水

通过地下泉脉至园内，从两个石
雕龙嘴中流出。近 40 年

来，修复、扩建、绿化
后的广生泉，成了

泰安城内一座
园 林 式 的

公园。

泰山泉源逸事泰山泉源逸事
□赵家栋

从西汉武帝元朔三年（前 126
年）封鲁恭王的儿子刘恬为宁阳侯算
起，宁阳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宁
阳本来名气不大，可自打明成祖朱棣
从南京迁都北京，民间传唱“南京到
北京，宁阳在当中”，便有了“中京”的
称谓。

早先，宁阳县城的确很小，设有
东、西、南、北四关，东关有明嘉靖年
间所建的东岳庙，南关有义姑庙、吕
祖祠，西关有火神庙、关帝庙，北关
有北阁，供奉神医华佗塑像。1978
年春天，我第一次到县城参加中学生
普通话比赛时，城区南北只有 2公
里，东西宽约2.1公里。我住的是县
第一招待所，也就两层楼。在楼梯上
一走，滋润得我回家后给人讲咕了多
半年。只记得这是县城最好的地方，
其他的，都是低矮的草房、瓦房。
1982年冬天，我到县城的电影公司
学习电影放映技术，住上了三层楼，
第一次睡在钢丝床上，激动得到下半
夜还睁着俩眼。县城里当时只有一
家百货公司，想买点东西可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1983年大年初四，我到
县电影公司取电影拷贝，准备拿回乡
下去巡回放映。从我家东庄通县城
的公共汽车，中午进城就不再回去。
我是下午到的，电影公司也没人，我

只好先找了个小旅店住下。住下可
以，小旅店不开伙。正是过年的时
候，各个部门一律放假关门，大街上
冷冷清清，一家卖东西的也没有。夜
里连灯光都稀少，车辆行人更难遇
见。我围着大街转了好几圈也没找
到吃的，只好回到旅店，还不错，暖
瓶里有水，一口气喝了三大碗撑撑肚
子，孬好睡到天明。年初五，街上依
旧没有人卖吃的东西，饿到下午一点
多，我在一个拐角处看到有个小窗户
开着，就问有吃的吗，人家说没有。
刚想离开，人家从里边递出半包饼
干：“买不到东西吧。我有些饼干，
先垫巴垫巴肚子。”感动得我了不
得，给他钱还不要。一个县城居然买
不到吃的？至今想来，仍叫人不可
思议。

电影队解散后我进了乡政府，到
县城开会的机会多了，但发现县城只
在济（宁）微（山）路两边多建了几座
楼，变化仍然不大。全县城还不足3
万人，顶多算个乡镇驻地的规模，以
致外地人从这里经过，都说怎么看宁
阳也不像个县城，倒像个农村大集
镇。县里领导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
召开会议，请人制定县城建设整体规
划，启动城中村改造项目。眼看着县
城树木绿、红花艳，城区面貌大改观，

条条大道阔又宽……
改革开放以来，县城一步一步扩

大，城区面积由1982年的不足4.2平
方公里增至今天的21.5 平方公里。
几年的时间，凌云集团、万达购物中
心、新时代商厦接连开业，从早到晚，
想买啥就买啥。我弟弟头几年进县
城，顺顺当当地就到了我家。这几年
县城的大街大道东一条西一条，主干
道达到25条，总长度达4万余米，什
么金阳街、文化路，兴隆街、杏岗路，
连我都数算不过来，我弟弟更是晃晕
了眼。再进城，就摸不清道啦，只好
租车到我家。喝酒的时候他说：“这
宁阳城，变得忒快。”

县城东部，本是一片荒凉之地，
平时鲜有人光顾。自2010年起，县
里决定在这里打造成宜居宜养之
地，建起了一座融文化娱乐、休闲健
身于一体的复圣公园。爬上土山登
高一望，远处的县城、近处的村居、
路上往来不绝的大小车辆尽收眼
底。站在明心湖边的放生台上，眼
望碧波荡漾的水面，真感觉好像置
身在大海上。细观水中，微小的鱼
儿一闪一闪，游得好不自在。靠岸
边水浅的地方，有种植的莲。一片
碧绿里，青蛙蹲在叶片上呱呱鸣
唱。荷花盛开时，有红的、白的、粉

红的，一朵朵、一片片，或藏在荷叶
间，或挺立在荷叶丛中，有的似开非
开，不光吸引游人的目光，连小鸟们
也来凑热闹，非得上来啃一口尝
个鲜。

金阳广场建成后，几乎每天都有
几千人来健身。广场配置了音乐喷
泉，每到音乐声响起，水柱随着音符
的强烈和低弱而时高时低，最高能喷
到30多米，引得无数大人孩子像过
泼水节似的，在水雾里钻来钻去，即
便浑身湿透也笑得满脸开花。前年
我媳妇到北京走亲戚，亲戚特意领她
去看喷泉。见我媳妇没有半点惊奇
的样子，甚感迷惑：“这可是北京的喷
泉呀。”我媳妇平淡地说：“我们宁阳
的金阳广场上早就有了，比你们北京
的还好看。”这令北京的亲戚大为诧
异。我媳妇颇为自豪地说：“我们宁
阳城还是国家园林县城呢。”

借助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好多
人圆了进城的梦，城区人口由原来的
不足3万人增至现在的18万人，很多
人家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小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正如我打油诗里写
的那样：“取暖纳凉有家电，不用手摇
芭蕉扇。电磁炉上能做饭，香气喷喷
吃得惯。一年四季能洗澡，洗衣机子
哗哗转……”

“中京”宁阳
□侯中兴

徐英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出版

本书是复旦大学哲
学教授徐英瑾倾力
创作的三国题材长
篇历史小说，全书共
五卷，100万字。以
过往历史所忽略的
孙坚为枢纽，汪洋恣
肆却又细针密缕地
编织了一个宏大的

“前三国世界”，呈现
了东吴政权波澜壮
阔的早期创业史，以
及东汉帝国令人唏
嘘的衰亡历程。

《坚》

新书速递

王这么 著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出版

本书以现代人的眼
光和意识解读李清
照其人其作，将对诗
词的解读，融入对历
史风貌的描述和女
性的剖析中，达到
词、史、事、人交融，
既有故事亦有情意
抒写，缅怀李清照时
也不乏风趣的指点
评价，将其形象从标
签、符号、意象中抽
离，还原成一位丰
满、立体的李清照。

《山河共此忧愁》
风从林间穿过，沙沙作响，那是

树叶的序曲，是树叶的内心独白。
风里带着深深浅浅的花香。阳光从
树叶的缝隙间投射下来，然后在地
上留下斑斑驳驳的光影。树叶的绿
色在阳光的照耀之下，顿时立体，有
了光泽，有了韵致。

清早，我在上班的路途中，无意
识地向着路两边的植物投出几缕目
光，才知晓，原来夏天的颜色是一种
新鲜的绿色。小草，是绿绿的；树
叶，是绿绿的；就连公园的湖水，也
是一片广袤的绿。岸边的垂柳，随
风摇曳，把柔美的面貌留给了人们，
把婀娜的倩影留给了湖水。不得不
感叹于大自然的神奇和四季的魔
力，从春天开始生长，到了夏天，树
叶就悄悄蓊蓊郁郁起来，一片碧绿，
尽情地生长、迸发，欣欣向荣。

夏天的另一种颜色，我觉得应

当属于红色。红色是热情、是向
上、是拼搏，就像夏天散发出来的
魅力。炎热是夏天的标配，由内而
外，由外而内，里里外外都散发着
火热。万物都在这火热的怀抱中茁
壮成长。夏天，正如我们的青春一
样，需要用热血与汗水去浇灌。夏
天的火热，也是粗犷的，是诱人的
太阳一般的红色。世间万物缤纷多
彩，我们青春的颜色就是一缕缕亮
丽而又带着自豪的中国红。在五
月，在初夏，正是我们挥洒汗水的
好时候。

进入夏天，白昼变得很长，黑夜
来得很晚，一天的光阴似乎突然变
多了。我们仿佛一下子成了时间的
富翁。这长长的时间正好用来奋
斗。一年四季之中，夏天的位置我
觉得刚刚好，前面是已经打好了基
础的春天，后面是秋天的丰收，在夏

天，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那种向
着收获的喜悦出发的心情。在初
夏，似乎连脚下的泥土都仿佛有着
一种执着的力量，在拼了命地往外
涌动，将植物与庄稼所需要的能量
源源不断地提供。或许，只有在夏
天，才能真真切切地领悟：只有勤劳
与付出，才是对这个季节的不辜负，
只有播种与浇灌，才能让我们看到
希望。

夏天里，也潜藏着一些小欢
喜。白天我们通常是在广袤的农田
帮大人清理危害庄稼的杂草，也会
从庄稼地里挖一些土豆，然后烹制
一桌美味犒赏肚子；傍晚溜进草坪
逮几只蚂蚱，或者听听池塘里的蛙
鸣，要么看着空中飞舞的萤火虫，仿
佛就能领略童话故事里精灵世界的
面貌。进入初夏，冰箱里多了应季
的草莓与樱桃，还有杨梅与西瓜。

天气是燥热的，水果是新鲜的，若是
在外头玩累了就奔回家，一推开冰
箱门，准能收获凉悠悠的果木清香。

荷花与夏蝉，是夏天不变的信
使，准时而来。荷花，应时而开，用
一种淡美的粉红、清雅的芬芳，给人
们以视觉与嗅觉的享受。而蝉，只
是一股劲儿地待在高高的树梢，为
夏天尽情歌唱。那声音，是一种洪
亮，是一种庞大，是一只只蝉用单薄
的力量聚集起来的一首夏日狂
想曲。

进入夏天，我们心头的憧憬似乎
也变得丰富起来，就像使不完的力气
一样。去读书、去散步、去旅行……
甚至还想去海边走走，吹吹海风，听
听海浪的声音，才真正过瘾。一年四
季，夏天教会我们的，是尽心尽力尽
情地茁壮成长，努力长成心里期待的
枝繁叶茂。

夏叶已成帷
□管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