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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时值盛夏。清晨，我从岱
下万仙楼北泉汲水归，过环山
路南小巷时，见民居院墙与水
泥路间有一株丹参，花开正艳。

丹参，为多年生草本植
物。被冠以“参”字的中药，大
多是补虚药，而丹参则属活血
药，因其表面呈棕红色、形似参
而得名。丹参具有改善血液循
环、缓解胸闷疼痛、降血压、清
心除烦、促进睡眠等功效，常用
于治疗心血管不适、淤血疼
痛。丹参因其独特的药用价
值，自古以来便被视作健康长
寿的象征，寄托着人们对强健
体魄和绵长寿命的美好祈愿。

丹参的民间食用方法，一
般有泡水、炖鸡汤等。岱下早
市上，5至8月常见山民出售全
草紫花丹参，偶见白花丹参。
白花丹参中微量元素和其他活
性物质的含量比紫花丹参高，
其除了拥有紫花丹参的功效
外，还能治疗脑血管病等，比紫
花丹参稀有、名贵，主要产自泰
沂山区。

小巷的那株丹参，蓝紫色
的花朵层层叠叠缀满枝头，在
朝阳下泛着绸缎般的光泽。紫
中透粉的花瓣宛如少女晕染的
胭脂，顶端的花穗由深及浅渐
次绽放。有的全然舒展，恰似
振翅欲飞的紫蝶；有的半含笑
意，犹如孩童嘟起的粉唇，这般
娇憨情态，着实惹人怜爱。

深秋，丹参茎叶枯萎；寒
冬，丹参根在地下默默积蓄力
量；春风化雨时，丹参嫩绿的叶
子悄悄钻出地面；盛夏，盛开的
丹参花散发出类似薄荷与檀木
的淡淡清香，花萼上坚硬的细
刺尽显柔中带刚的野性美。小
巷的那株丹参让我想起“墙角
一枝梅”“为有暗香来”等千古名
句。它低垂着花序，不与百花争
艳，却绚烂了一方小小的天地；

每年盛夏，
蝶 不 来 花
开，蜂不来
花也开，自有
一番风骨。

往 事 如
昨，初识丹参
是我上小学
时。为交学
费，我每年
春夏都要到
山上岭上挖
远志和生地
的根，晒干
后拿到药材

公司去卖。一年暮
春，我到邻村姥娘
家摘杏，翻山越岭，
汗湿衣背，进门见
桌上多半盆淡红色
的凉开水，一碗喝下
去，微凉、微苦、微涩，余味
微甘。姥娘说：“这是丹参水，
给你妗子喝的……”我妗子与
我舅结婚十来年，一直没怀孕，
后来按民间偏方用丹参煮水加
红糖服用，盼望早生儿女。临
别前，姥娘指着晒在高粱莛盖
垫上的全草丹参，嘱咐我上山
采药时看见了就挖些回来。自
那时起，我才知道丹参就是乡
音中的“血山根”。

假日，我和发小踏着晨光，
到故乡山上岭上寻觅草药的踪
迹，感受大自然的清新与美丽，
挖草药远志、生地，价格高，卖
了交学费；挖丹参，盼望我舅和
妗子早日生儿育女。丹参既怕
旱又怕涝，多见于向阳山坡、草
丛、路边、河边沙土地。寻找丹
参虽说艰辛，可我满怀期待。
盛夏盛开的丹参花有红有白，
根据花色，随着蜂蝶和风中似
有若无的花香，不难觅到丹参
生长地。丹参和其他野生草药
一样，找到就是几株或一片，

“挖大留小”的乡俗传了一辈又
一辈；用根根草草、枝枝叶叶，
有病治病、无病防病，传了一代
又一代。

野生丹参，是大自然对人
类的恩赐，挖掘、开发、保护、利
用中草药是国人的共识。20年
前，故乡人张玉清4次雇用直
升机在泰山上播撒何首乌、四
叶参、黄精、紫草等100多万粒
种子的义举，至今被传为佳话。
丹参，这种兼具药用与观赏价
值的植物，以“安宁祥和”为花
语，既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质朴向往，也象征着心灵深
处的平静与和谐。

丹参告诉我，花草盛衰有
时，人生青春难续。活在当下，
珍惜与亲友相处的每时每刻，
无比珍贵。

泰山脚下有条河，
唱着一首古老歌。
创世几亿几万年，
汶水西流不停歇。

啊，泰山，
你承接着上天的琼浆。

啊，汶水，
你流淌着泰山的玉液。

（一）

人们常说，悠悠岁月，逝水
东流。而泰山脚下流域广阔的
汶水却与众不同，一直从东往西
流。此乃何因？还需从泰山说
起。换言之，如果没有泰山，也
就不会有“汶水西流”。

据传泰山的形成源于 25亿
年前的一次造山运动。伴随着
山呼海啸，堆积了不知多少亿年
的岩石突然从海底隆起，泰山从
此露出海面。

泰山位于华北平原东侧，绵
亘于齐鲁之间。它突兀挺拔，壁
立千仞，巉岩峥嵘，直插云端，被
视为五岳独尊、国之魂魄。

对于泰山的雄伟高大，汉武
帝刘彻曾赞叹：“高矣，极矣，大
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
矣！”明太祖朱元璋则在御制《泰
山高》中说：“岱山高兮，不知其
几千万仞；根盘齐鲁兮，不知其
几千百里；影照东海兮，巍然而
柱天。”

……
或许就在泰山形成的同时，

它四周的根基以及纵横交错的丘
陵沟壑，也相继呈现出东高西低
的地貌格局。如此一来，也就产
生了汶水从东往西流淌的现象。
有人根据《山海经》记载推断：泰
山与汶水几乎是同时形成的。它
们如同一对孪生姊妹，同生同活，
相互打扮得花枝招展，格外引人
注目；又犹如一对夫妻，一刚一
柔，一唱一和，鸣奏出千古绝唱。
如果说泰山是一位历史巨人，目
睹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兴衰荣
辱，那么汶水就是一幅流动的历
史画卷，记录了人们从远古走来，
辛勤耕耘、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

汶水亦称大汶河，它虽没有
长江那么浩瀚，也没有黄河那么
激荡，却有一年四季的温柔、奔
放、丰腴和厚重。《诗经·齐风》
中描述它：“汶水汤汤，行人彭
彭，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李白
在此怀念杜甫：“思君若汶水，浩
荡寄南征。”

汶水，既是泰安人的母亲
河，载浮载沉，滋养、润泽了齐鲁
大地，又是一条人文水流，孕育
了两岸的文明，催生了影响深远
的孔孟思想，造就了一方物丰民
富的新天地。

汶水，来自泰山峰顶及其周
边诸水，是黄河东部末端最长的
支流，也是泰安最长的河流。

（二）

奔流不息的汶水像一曲扣
人心弦的乐章，不分昼夜，时刻
演奏，而其序曲便是从大汶口以

上的广阔水域开始的。这片水
域由瀛汶、牟汶、石汶、泮汶和柴
汶 5 条河流汇成，也叫“五汶会
师”，而后蜿蜒西去。有人说，从
南京到北京，大汶口在当中。大
汶口是平坦的神奇宝地，也是闻
名遐迩的历史古镇，这里的文
化、商贸都很发达。

来到大汶口，除了看汶水，
还应好好看一看大汶口遗址。
这里平畴百里，阡陌相连，一派
美好如画的风光。

1959年，兴修津浦铁路复线
时，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具有重大
历史价值的新石器时代墓葬
群。此事立刻引起了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和高度关
注。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
早在 6000 多年前至 4500 多年
前，泰山一带的先民就已经在这
块河滨沃土上创造了灿烂的文
明。这些文物是我们研究原始
社会晚期母系和父系氏族社会
阶段的重要实物资料。

大汶口墓葬群，已先后进行
4次发掘。这里遗存丰富，器物
精美，为考古和历史学界提供了
新的研究瑰宝。人们将这里的
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与“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并称
为三大文化系统。

从发掘的石器、陶器和骨器
等遗物可以断定，在大汶口，先
民拥有了长期定居的生活条
件。当时先民同大自然作斗争，
主要依靠用石料和骨料制作的
各种工具。他们用石斧和石铲
砍伐树木、清除杂草、开垦土地，
用石刀和骨镰杀猪宰羊、收获
谷物。

从随葬的大批日用品来看，
大汶口文化时代，我们的先民已
经不是披头散发、赤身露体了。
他们已制作出象牙梳子梳理头
发，有的还佩戴装饰品，这反映
了当时他们丰富的精神文化
生活。

大汶口文化充分显示了中
华民族的勤劳勇敢和创造精神，
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如今，当地政府建立健全大汶口
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其永葆灿
烂的古老文化之光。今年6月，
国家文物部门公布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名单，大汶口考古遗址公
园成功入选。

（三）

“五汶”在大汶口汇流后，汶
水由多条河变为一条更加宽阔的
河流，夏秋雨水丰沛时，河水呼啸
而过，蔚为壮观。而到了冬春枯
水季节，汶水则更换模样，河水由
浑浊变得明澈，由飞速前行变为
缓慢而流，像一位刚刚成熟的少
女，带着一点羞涩，温柔可亲。那
些成群结队的鱼儿、虾儿、蟹儿，
一会儿顺水而下，一会儿又逆水
而上，自由自在。此时看汶水西
流，是一种特别有意味的享受。

从大汶口到戴村坝，是汶水
的中游。这里除了说汶水长流

外 ，最 需 详 写 细 说 的 就 是 戴
村坝。

明代迁都北京后，因南粮北
运、人员交流的需要，重新疏浚
大运河被提上日程。这个任务
落在了工部尚书宋礼的肩上。
他征调十几万民众，开始疏浚河
道，还建了几个坝，可有一段水
脊成了“拦路虎”。

如何把汶水引过水脊，使其
顺畅地流到下游？宋礼四处奔
走，寻求破解之道，直到遇上当
地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白英从
小与大运河、大汶河打交道，涉
水行船经验丰富，熟稔周边山川
河流。针对水脊难题，白英提出
了“借水行舟，引汶济运”的治理
方案。他协助宋礼勘察地形，绘
制蓝图，精准把握周边和水系，
决定在大汶河下游南城子附近
地势高于水脊之处筑坝拦河，抬
高水位，蓄积水量。明永乐九年
（1411年），戴村坝建成。之后，
他们又在大坝南侧开挖小汶河，
作为引水通道。从此，戴村坝就
像一颗心脏，源源不断地为大运
河输送水流。

大汶河上，石坝横卧，积水
成势，白浪成瀑。戴村坝是我国
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其设
计之巧妙，造型之美观，实为罕
见。它历经 600 多年的浪涛冲
击，仍铁扣紧锁，岿然不动，令人
赞叹。今年3月，水利部黄河水
利委员会公布首批黄河水利遗
产名录，戴村坝入选。此外，戴
村坝还是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的遗产点之一。

如今，随着水系改变，戴村
坝已不再承担引汶济运的功
能。大坝水域及周边已成为群
众亲水、赏水、乐水的好去处。

（四）

汶水从戴村坝急流而下，直
奔大清河，再进入东平湖。东平
湖自然天成，钟灵毓秀，人文厚
重，是我省第二大淡水湖，也是滞
蓄黄河洪水的大型水库。此外，
这里还是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
中八百里梁山泊的唯一遗存
水域。

从东逶迤西来的汶水，悠闲
自得地流进东平湖。在这里，它
将结束漫长的旅途，安顿下来，
过一段“稳定生活”。若蓄水量
超标，便可提闸让湖水汇流黄
河 ，继 而 再 汹 涌 澎 湃 地 流 入
大海。

汶水，不仅流出了文化，流
出了文明，流出了众多遗址、古
迹，流出了广袤大地的粮果飘
香，还流出了无数美丽感人的故
事 。 这 里 选 写 几 个 ，供 读 者
品味。

你知道“有口皆碑、坐怀不
乱”的柳下惠吗？他就出生在汶
水河畔。柳下惠“坐怀不乱”的
故事，版本很多。以其去庙中避
雨时，“正好有一年轻美貌的女
子也在。因下雨天冷，女子请求
同坐取暖，他拒绝并解开外衣将

其紧裹，一夜未动邪念”为多。
这是说他为人道德高尚、品质优
良。柳下惠是鲁国大夫，长孔子
百余岁。他以礼智著称，被尊为

“和圣”。柳下惠墓位于今新泰
市宫里镇西柳村。

汶水之滨的汶阳田，春秋时
期属于鲁国。因它是鲁国的膏
腴之地，又距齐国边境仅有几十
里地。齐国曾发兵进鲁，争夺过
这块沃土。后来齐桓公又发兵
渡过汶水，将鲁国的汶阳田尽夺
而取之。公元前681年，鲁庄公
参加了齐桓公举行的会盟。盟
约签订之后，鲁庄公的护卫大将
曹沫突然提着宝剑抢上前去拦
住了齐桓公，说：“君以济弱扶倾
为会，独不为敝邑念乎？”此时齐
桓公的首席谋士管仲急问：“然
则大夫何求？”曹沫道：“齐恃强
欺弱，夺我汶阳之田，今日请还，
吾君乃就歃耳。”事后，齐桓公果
将汶阳田尽数交割还鲁。

东平湖畔的父子状元，至今
被传为佳话。他们即宋代的梁
颢、梁固父子。梁颢于宋雍熙二
年（985 年）进京科考中选。殿
试结束，太宗召见梁颢，询问了
他的门第出身，钦定为第一名。
他是北宋开国以来第 20 名状
元。这年，梁颢只有 22 岁。不
承想，后来梁颢出任代理开封知
府后仅数月便暴病身亡，年仅
42 岁。梁颢的长子梁固，于宋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进京赶
考，在宋真宗亲自主持的殿试中
名获第一，被授予密州监城之
职，后调京任著作佐郎，负责史
馆工作。32 岁那年，梁固因病
去世。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兖州太守金一凤奉旨修建
一座高8.5米、宽10米的盖顶青
石斗拱牌楼式“父子状元”坊，立
于今东平县州城街道，两边石柱
上还刻有一副很有教育意义的
楹联：

是父是子同作状元千载少
为忠为孝流传历代一门多
你听说过无盐娘娘的故事

吗？无盐娘娘出生在汶水北岸
的无盐村，是春秋战国时期人，
名叫钟离春。她相貌虽有些丑
陋，但才华出众，不畏官场，不惧
国君。她只身一人风风火火地
跑到齐国，面对齐宣王，直言相
劝：停建宫，远小人，戒女色，修
国政。齐宣王听后大喜而从之，
使齐国大振，并封钟离春为后。
后来，村里人都尊称她为无盐娘
娘。这个故事一代一代地传下
来，一直传到今天。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是汶水岸边的罗庄人。相传，明
初《三国演义》问世之后，引起朝
野震动。明太祖朱元璋斥作者
大逆不道，罗氏家族面临满门抄
斩，不得不离开祖籍，远走他
乡。所以，现在的罗庄人，无一
罗姓。明太祖的一句话竟把《三
国演义》扼杀，幸好后来在众多
文人、学者努力下，《三国演义》
才重见天日，大放光彩。

汶水西流
□韩尚义

锄归
荷锄归来柳荫下，
父拿烟袋子倒茶。
慈母点亮炉中火，
手持蕉扇话桑麻。

割草
手握铁铲肩挎篮，
只见青草不见天。
回家再把猪羊喂，
换得金元交书钱。

暑期记忆两首
□赵传河

盛夏丹参花盛开
□赵家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