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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之美，无言以表！
成语道：一叶障目，不见泰

山。若想发现泰山之美，首先应有
一颗发现的心，再有一双发现之
眼，其次你还要到达现场。每一次
探寻都是一次美学解读，让你心生
欢喜。

甲辰年立夏悄然而至，而这
个 “ 五 一 ” 长 假 ， 泰 山 依 旧 火
爆。“五一”运营的红门里街区华
丽绽放，惊艳了泰山红门广场，让
天下游客在登山起点感受到了浓浓
的泰山人文之美，为开启一次终生
难忘的“夜爬泰山”增添了美好
记忆。

泰山之美，美在自然，更美在
人文，因此，1987 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把世界第一个“自然和文化
双遗产”给了泰山。季羡林先生由
衷感叹：泰山是中华民族精神家
园。杨辛先生则一生近 50 次登泰
山，直到 102 岁魂归泰山。他们都
把“人”这个宇宙主宰融入泰山自
然之美中研究、讴歌，杨辛先生

的 《泰山颂》 8 句 32 个字，句句有
人：登，亲，骨，心，呼吸，吐
纳，海天之怀，华夏之魂。

泰山正因是精神家园，所以走
进了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里，有多
少华人，就有多少座泰山，人人心
中有座泰山，这是融入血脉和细胞
里 的 ， 所 以 将 孔 子 一 生 比 作 泰
山，故有“孔子乃人中之泰山，泰
山乃山中之孔子”之说，即便将不
久 于 世 ， 孔 子 也 是 遥 望 泰 山 发
出“泰山其将颓乎，梁木其将折
乎 ， 伟 人 其 将 逝 乎 ” 的 人 生 绝
响。泰山是以人为本的山，是值得
每一个国人发现大美的精神之山。

汉武大帝时，为奉祀泰山专门
建了一座城，他还亲自赐名“奉
高”，奉高者奉祀泰山之谓也。这座
城 便 成 了 东 方 圣 城 、 东 方 第 一
城 ， 真 正 是 山 城 同 辉 ， 山 城 联
动。直到三国时，曹植还由衷感
叹：驱车挥驽马，东到奉高城。可
见当时城之美，城之重，城之大。

今泰安为重现山城联动，串珠成

链，全域发展，不断探索变流量为留
量，力争让天下游客留下来发现不一
样的泰山之美、泰城之美，做了很多
尝试，在红门徒步登山起点处，建
设红门广场，让游客有了一个蓄能
登山、“打卡”拍照的集散地。同
时，泰安打造的红门里街区，将现
代与古典、美味与时尚、文化和科
技深度融合，给人以极强的冲击
力。其中，“泰山神启”充分利用高
科技，让人身临其境，游客可在岱
庙国宝“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影像
世界里遨游。精心打造的“鲁菜
根 · 泰 安 味 道 ” 集 中 了 泰 山 周
边、大汶河畔、齐鲁各地的地方美
食，让天下游客“嘴游泰山”，在品
尝泰安美味的同时，吃饱喝足上泰
山。同时，泰山文旅集团更是将人
文关怀做到了极致，考虑到前来泰
山的游客饮食习惯的差异及民族和
信仰的不同，专门在“泰安味道”古
建筑风貌大楼一进门处设计了一左一
右“大素”和“大荤”两个明档，让
盼望食素上山和荤素自由的不同游客

按需选择，俭奢由己。本人得其信
赖，撰文并书法题写了“大素”“大
荤”两块牌匾的全部内容，深感
荣幸。

一切华丽绽放都是背后的辛勤
付出，红门里街区的打造体现了泰
安速度。我所了解的是在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里，泰山文旅集团克服一
切 困 难 ， 让 红 门 里 街 区 在 “ 五
一”假期全国游客到来时准时开启
服务，5 月 2 日 20 时，我到现场感
受改造后的红门广场气氛，红门广
场人山人海，红门里街区灯火通明。

泰山之美，美在发现，当我们
用心去感受时，我们发现，伴随着
大量游客攀登泰山，尤其是相当比
例的大学生游客到泰山，几乎所有
泰安市民都贡献了一份期待、一份
力量。游客在增多，泰城也在改
变：人性化治理，停车位导引，还
有路口及无处不在的交警和志愿
者……泰山以其博大的胸怀笑迎八
方客，泰安人民也在以不断探索的
温馨服务温暖着来访的客人。

春天的脚步渐渐远去，热情的
夏天悄然而至。在初夏，花草繁
茂，生机勃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
清香，让人心旷神怡。

我漫步在城区的林荫道上，两
旁是高大魁梧的行道树，树下还有
一个简要围起来的小花圃。花，叫
不上名字，只是普通的小花，于花
圃里灿然欢笑，坦率地开着。

阳光下，那花，似乎更迷人
了。红的、白的、粉的花朵，星星
点点，散发出一阵阵清香。我闭上
眼 睛 ， 深 深 地 吸 了 一 口 气 ， 清
香，幽邃飘来，沁人心脾。

初夏的花草，带着一种清新气
息。它不同于春天的花草，春天的
花，太娇气，连香中似乎也带着一
丝娇嫩，而初夏的花香则更加明
朗。这香，让人感到一种向上迸进

的力量，是涌动着的夏日模样。
记得小时候，住在农村，房前

屋后，满是树木，满是花草。夏
日，绿色满山野，花香伴草香。那
时候，我们总是喜欢去开阔的田埂
边走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
着花草的香气。

地 里 的 庄 稼 ， 安 静 地 生 长
着，小麦绿油油，翠色柔嫩。风吹
麦儿摇，农人忙不停。草青青，麦
青青。那时，人们也没有过多的物
质追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
懂得来自脚下这片敦实、厚重的土
地的深沉的爱。

累了，一屁股坐在田埂边的石
头上，甭在意石头上是否有泥土和
灰尘，喝着随手带着的苦山茶，更
加 懂 得 农 村 生 活 中 有 一 种 清 苦
在，便不会享乐和挥霍光阴。不

过 ， 看 着 田 边 的 一 株 株 的 狗 尾
草 ， 看 着 那 些 肆 意 开 着 的 牵 牛
花，顿时，心情明媚。

我 喜 欢 后 山 的 那 些 洋 槐
树。每到夏天来临，槐树上挂满
了一串串银白色的小花朵，那是
一串串晶莹剔透的小水晶，摇摇
欲坠。用绑着割刀的木棍，将槐
花小心翼翼地割下来，清洗，与
面 粉 调 和 ， 再 入 锅 小 炸 。 饼
香 ， 酥 脆 ！ 这 不 是 单 纯 的 槐 花
饼，而是尝出来的草木清香。

我也喜欢农村院坝里种的那些
兰 草 和 垂 盆 草 。 并 没 有 种 在 花
盆，而是直接种在土壤中，和门前
的竹林一样。气温好时，兰草会开
出一髻儿小白花来，香气，几乎闻
不到，像水，淡然。垂盆草就不一
样了，星星点点地开着一地淡黄的

小花，香味说不上浓郁，至少要比
兰草显著。于是，从那淡如水的兰
草里，我渐渐懂得了“君子之交”。

远离乡村后，看不到原生态的
自然风貌。于是，就在阳台养了几
盆 多 肉 。 几 年 前 买 的 ， 是 在 深
秋。那时，多肉比较憔悴，培了点
土，浇了水，便很少顾及了。没想
到，它竟不声不响地活了下来，还
有了很多细小分支。去年，我将那
些分支剪下来，种在另外几个花
盆中，都存活了。今年，夏天来得
早，我的那些多肉也开花了，花朵
不大，香气很淡。看着它们一点点
地生长，慢慢地开花，我的身心也
得以滋养。

人总要有点爱好，不论是住在
城里还是生活于农村，种花、种
草，种一片自己的精神家园。

初夏花草香
□管淑平

发现泰安味道之美
——红门里感受侧记
□乐山

5月1日晚，红门里街区正式开街。 记者 陈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