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节，泰山景区迎来大量
游客，热门景点都挤满了人，我去
了泰山僻静处看蜡梅，感受新春第
一缕梅香。

我沿着环山路西行，至普照路
北端三岔路口处，右手边是通往普
照寺的石板小路，青石板被岁月打
磨得光滑锃亮，微微泛着黄晕的
光，沿着山岭平整处蜿蜒前伸。“枝
横 碧 玉 天 然 瘦 ， 蕾 破 黄 金 分 外
香”，沿着小路拐进山门，我仿佛嗅
到淡淡香气，侧耳倾听是否有蜂蝶
嬉闹？我孑然前行，探幽寻芳，竟
也有了些情趣。

泰山有多处地方可赏蜡梅，普照
寺东邻的梅园就有各色的梅花树，含
有蜡梅、冬梅、红梅等品种，每年开

春就会盛放，适合初春时节，呼朋唤
友踏青共赏。岱庙里的蜡梅也颇具
规模，婀娜生趣，造型别致，周边居
民常就近品赏，拍照留念。普照寺的
蜡梅借着山势，斜倚了一方筋脉暴突
的山石，仿佛是从一隙石缝中挣脱而
出，淡淡的一抹鹅黄，映衬在灰瓦红
墙间，高贵典雅，轻吐芬芳。山石描
红“ 梅 花 岗 ”，青 山 静 默 ，胸 怀 半
开，但见这丛蜡梅，疏枝摇曳，暗吐
幽香，铮骨柔情映衬着、依偎着、对
视着，傲寒斗霜，是一种多么执着的
热爱？若皓月当空，不知这蜡梅在青
石上倒映能勾画出多少浪漫呢！

普照寺的蜡梅是抗日将领冯玉
祥所栽植，以梅咏志，表达了一种
革命到底的意志，是一种信念，也

是 一 种 希 望 。 世 人 多 以 梅 花 自
喻，北宋宰相王安石也为此写下了
著名诗句：“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
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此
诗表达的正是身处艰难环境中，仍
然满怀希望，坚持操守的梅花品
格。今年很多人来泰山祈福，大概
是期许一个美好的未来，是困苦之
后仍然欣喜向前的达观。

泰山最具悠久历史的蜡梅，是王
母池主殿前侧栽植的两株盛大蜡
梅，丛生的树冠自然天成，在天空交
颈 缠 绕 在 一 起 。 据 考 证 ，这 从 蜡
梅，树龄超过 400 年，每年初春满树
金色花蕾，静悄悄地在枝头迎接春
暖。王母池紧邻虎山水库，在梳洗河
西岸高高的山崖之上。梳洗河是泰

山七条河流之一，发源于泰山中天
门，也有说源自南天门，流经中天
门、经石峪、三叠瀑布、醉心石、汇入
虎山水库，最终流入大汶河，融进黄
河。梳洗河最早见于《山海经》，称
之为环水、中溪，河水跃出虎山水库
就是王母池，传说是王母娘娘梳洗沐
浴过的地方。

我在山东矿院读书时，每年初
春，常与同学们相约去王母池赏梅
拾香，出学校东门沿着梳洗河东岸
蜿 蜒 向 北 ， 约 一 公 里 就 到 王 母
池。因来去自如，每个花期我总会
访寻多次，并拍了很多青涩的照片
留念，还把蜡梅夹在书本里做成标
本，很久以后，偶尔翻书抖落仍然
会散发清香，像人间情谊长存常香。

漫步泰城庞河岸边，一棵棵粗
壮的柳树映入我的眼帘。呵！顽强
地柳树忍受着初春的寒冷，发出了
新芽，甘愿做报春的使者，把春的
气息带给人间。

我欣赏着满树的柳青，触景生
情，回想起了童年吹奏柳笛的场
景 。 我 家 的 村 庄 坐 落 在 苗 河 岸
边，河两岸生长着高高低低的柳
树，沿着河堤，成排成行，棵棵枝
繁叶茂，粗大健壮。

每年的春天，温柔的春风吹绿
了 柳 枝 ， 柳 枝 上 绽 放 出 簇 簇 新
芽，蓬勃的柳枝婆娑摇曳，曼妙妖
娆。柳芽恰巧生长于家家青黄不接
粮食短缺之时。我和小伙伴们在各
自家长的指派下，爬上柳树撸柳
芽，同时还会把粗细不等的柳枝掰
下来，用来制作柳笛。生长在乡间
的孩子，总喜欢在吹奏柳笛中享受

童年的快乐。
制作柳笛非常简单，先把柳枝

用 劲 拧 “ 脱 骨 ”， 然 后 脱 下 柳 枝
皮 ， 用 铅 笔 刀 把 柳 皮 管 截 成 小
段 ， 再 用 指 甲 把 较 硬 的 外 皮 抠
去，留下里面的纤维层，一只柳笛
便大功告成。

制作柳笛有学问，吹奏更是有
技巧，将柳笛带哨的一段含在嘴
里 ， 再 用 双 手 捂 住 柳 笛 的 另 一
端，吹奏中一捂一松，吹奏的气息
与双手巧妙配合，柳笛就会发出起
伏变化的曲调来。

柳笛有粗有细，有长有短，粗
细长短的柳笛发出的声音各具特
色。细短柳笛发出的声音清脆洪
亮，尖细绵长；粗长柳笛发出的声
音浑厚粗犷，宛如牛哞之叫，又似
马啸之鸣。因此，柳笛的长短要适
中，每个人都会制作不同规格的柳

笛，吹什么歌用什么笛，都是有讲
究的。

春天的夜晚，一轮明月悬挂在
夜空，明亮的月光照着原野，照着
苗河岸边的柳树林。月光下，我和
伙伴们在沙滩集合，举办了一场柳
笛吹奏晚会。十几个孩子坐在沙滩
围成一圈，嘴里含着柳笛。不记得
是谁用柳笛吹奏出歌曲 《打靶归
来》 的前奏，十几只柳笛紧紧跟
随，一曲终了，《小白杨》 又被吹
起，歌曲刚吹奏完，又有人领先吹
起了豫剧 《朝阳沟》 选段：“亲家
母 ， 您 坐 下 ， 咱 们 说 说 知 心
话”，豫剧唱段用柳笛吹奏，别有
一番韵味。

在那个年代，现代京剧风靡全
国，剧中的唱段脍炙人口。我们吹
奏 京 剧 选 段 ， 侦 察 排 长 杨 子 荣
的 《打虎上山》 唱段，成为我们吹

奏的经典，那慷慨激昂的节奏，悦
耳动听的旋律，让人热血沸腾。短
细柳笛的清脆洪亮，宛如乐器中的
京胡、长笛，粗长柳笛的浑厚低
沉 ， 犹 如 乐 器 中 的 黑 管 、 大 提
琴，各种粗细长短的柳笛声混搭在
一 起 ， 酷 似 一 场 交 响 乐 队 的 演
奏，把柳笛吹奏推向高潮。虽然我
们缺少乐理知识，吹奏的节拍把握
不准，笛音参差不齐，可小伙伴们
个个兴高采烈，情绪高涨，沉浸在
欢快的氛围里。

说起柳笛，它有一种乡土的韵
味 ， 能 满 足 孩 子 们 对 乐 器 的 奢
望，让他们感受到吹奏乐器的乐
趣。柳笛的声音又像一股清清的泉
水，在人们的心间流淌，唤起了许
多童年的回忆和感慨。柳笛响起
时，已是明媚的春天，让人们感受
到春天的到来。

柳笛声声话童年
□姜广富

泰山蜡梅
□张明俏

静谧淡雅是早春
□管淑平

提及早春，大概人们最先想到的
是唐代诗人韩愈笔下的那句：“天街
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
春留给人们的印象，都是朦胧的，像
一个浅浅的梦。

悄悄来到人们身边的早春，或
许是从泥土里刚冒尖儿的小草，或
许 是 从 枝 头 开 出 的 第 一 朵 迎 春
花 。 早 春 的 色 泽 ，是 浅 浅 的 一
个“淡”字。此时的风变得温柔，气
温也有了几分回暖，春天就在我们不
经 意 间 悄 悄 接 过 了 冬 天 的“ 接 力
棒”，给人们以慰藉和惊喜。

虽然气温有所回升，但乍暖乍
寒 的 节 奏 是 免 不 了 的 。 尽 管 此
时，已没有皑皑白雪三千里的寒
冷，但若不注意，可能会被感冒纠

缠，折腾个三五日。我时常觉得早
春乍暖还寒就是冬天临别前的最后
一丝倔强。一下子，冷风四起，让
人忽然有所怀疑，仿佛有种又进入
冬天的错觉。

过完年，人们也还没有从热闹
中抽离出来，闲暇之余，还会在心
头盘算着新一年的规划。整个冬天
我 都 很 少 出 门 ， 当 知 晓 春 季 开
始，心里也有了几分跃动。大概很
难有人会不爱春天，春天是一个富
有 生 命 力 的 季 节 ， 也 是 一 个 美
丽、神奇，充满希望的季节。

早春是低调的，低调中带着一
种清新雅致的美。沉睡了一冬的种
子，终于铆足了勇气，冲破泥土的
束缚，向着春天的门槛迸发；在阳

光下弯曲缭绕的枝丫没有冬日里的
肃杀，虽然绿叶还未长出，但我仿
佛看到了隐隐的嫩绿。

我居住在城里，感官变得有些
迟钝，对于春天的到来似乎并不敏
感 ， 当 新 闻 推 送 的 资 讯 告 知 立
春，我才知道又是春季了。若是居
住在农村则不同。记得小时候，每
至春来，我都会听到枝头的鸟鸣开
始多了起来。人们看看河沟里的冰
就能知道春天何时来到，冰消融的
速 度 若 是 快 些 ， 则 春 天 就 来 得
早。等冰化了，人们会扛着锄头赶
去农田，翻拾一下早春的土地，为
新年的春耕做好准备。

人勤春来早，育苗嫁接忙。那
时 候 的 春 天 像 是 被 人 们 呼 唤 来

的。与土地打交道的农人，会在立
春 到 雨 水 的 这 段 时 间 里 进 行 春
播，通常像土豆这类农作物，播种
需要提前进行。

人们处在深冬与早春的“交叉
路口”，有时也不免生出一些零碎的
心绪。大地在冬天休养生息，直至
春天万物复苏。早春，尽管是寒冷
的 ， 不 易 察 觉 的 ， 却 是 最 可 贵
的。因早春是孕育，是希望，所有
美丽都是从这里启程。

大自然的四季是多姿多彩的，我
们人生的四季也同样精彩纷呈。有
了四季，我们的生活才有秩序，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轮回的所
有美好环环相扣，大自然以朴素的更
迭提醒着人们规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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