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文红

“山上的槐花开了，周末上山喽！”
我在群里“吼”了一嗓子，很快就聚
了 七 八 个 好 友 。 我 们 驱 车 从 县 城 出
发，向着我的老家奔去……

我 的 老 家 在 南 部 山 区 ， 群 山 连
绵，景色秀丽。我们停好车，徒步向
山上走去。

“真香啊！”不知谁喊了一声。我
们 往 远 处 一 看 ， 满 山 遍 野 一 片 银
白，微风吹来，送来阵阵清香，沁人
心脾。

“快看，蒲公英，我们挖吧。”女
士们挖起了蒲公英。男士走出一段路
后 ， 见 女 士 们 挖 起 来 没 完 ， 大 喊 起
来：“快走了，我们是来摘槐花的，不
要顾此失彼。”女士们快马加鞭追了
上来。

“快看，牡丹！”护林员大叔的小
屋前盛开着一簇紫红色鲜花。我们驻
足 欣 赏 ， 在 山 野 中 能 见 到 这 “ 高
贵”的花，我们都觉得稀奇。“是芍
药，儿子给我栽的。”大叔笑呵呵地和
我们打招呼。

越往上走，山路越陡。我们互相鼓
励，继续前行。“到了，快看，蓝色的
小屋。”走在最前面的小薛喊道。果
然，蓝色彩钢瓦制成的屋顶在一树树
洁白的槐花掩映下，是那么显眼。

蓝 色 的 小 屋 ， 就 是 我 们 的 目 的
地 。 小 屋 建 在 山 坡 上 ， 周 围 全 是 槐
树。小屋南边有一条蜿蜒的小河，小
河上面是一个小水库。水如明镜，青山
倒映在水中，煞是好看。小河流水潺
潺 ， 欢 快 地 流 淌 着 。 旁 边 有 一 山
泉，泉水汩汩地冒着，成了我们的取
水处。

大伙儿到达目的地后，把带来的食
物、酒水放下，迅速散开，仨一伙俩一
团地摘槐花。

不 摘 槐 花 的 伙 伴 也 没 闲 着 ， 取
水、烧水，擦桌子、凳子，去河里洗
碗、洗筷子，忙得不亦乐乎。

烧水这活小吕最愿意干，只见他捡
来干树枝、干草，找来三块差不多一样
大 的 石 头 ， 把 它 们 放 置 成 “ 三 足 鼎
立”状，这就是“炉子”了。灌满一壶
水，放在“炉子”上，点着干草，再引
着干树枝，炉火旺了起来。

这边水烧开了，那边摘槐花的伙伴
也回来了。喝茶、聊天。不知不觉已到
中午。菜肴、酒水摆上桌，大伙围坐在
一起，午餐开始。菜肴更美味，酒水更
醇香。不觉间，已酒过三巡。

“来一首，来一首！”大伙冲着爱
唱歌的小任喊。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
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
江鱼满舱……”小任把矿泉水瓶子当话
筒，真的唱起来了。

“阿郎赫那赫尼那雷呀，赫雷那尼
赫雷那……”大家随节奏边拍手边和了
起来，歌声响彻山间。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百
斗……”唱。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
手……”和。

一时间，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欢
乐的笑声荡漾在山谷。

不知不觉，太阳西斜，酒足饭饱的
我 们 背 着 刚 摘 的 槐 花 ， 踏 着 落 日 余
晖，恋恋不舍地向山下走去……

朋友，待到槐花飘香时，你来吗？

待到槐花飘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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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高级教师，国家心
理 咨 询 师 、 泰 山 名
师、泰安市优秀教师。

□曹春雷

赵波平，泰安人，泰山景区中
天门管理区林业正高级工程师、泰
山文化协会会员，曾主编《泰山故
事——景物篇》，参编 《泰山石敢
当造像》《泰山石刻书外拾锦》《北
方乡土树种园林应用》等。

□赵波平 文/图

泰山上的黄河神

泰 安 旧 城 仰 圣 门 北 为 岱 宗
坊。坊南北两侧原有庙宇相连，分
别有丰都庙、三曹庙、升元观、三
皇 庙 、 玄 帝 庙 、 观 音 堂 、 梳 妆
楼、行宫、玉皇阁、北斗殿、青帝
观、后土殿等。其中，金龙四大王
庙在北斗殿北，人称大王庙，实为
河神庙，御史郡人赵弘文曾为重修
庙碑记篆额。民国 《重修泰安县
志》 卷二载：“金龙四大王庙，在
玉 皇 阁 北 偏 。 按 ， 神 为 南 宋 谢
绪，行四，隐金龙山，宋亡，投苕
水死。明天启四年以拥护漕河封今
号，祀于单县之黄堽。清康熙元年
祀此，有王纪碑。”

金龙四大王是黄河神，管河中
风浪，全名叫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
之神。传说河神姓谢名绪，钱塘安
溪 人 。 其 祖 父 谢 达 被 封 为 广 德
侯 ， 并 建 庙 祭 祀 。 谢 达 有 孙 四
人，谢绪行四，曾在金龙山建白云
亭。他于宋末隐居到苕溪，时刻不
忘恢复中原。到宋朝灭亡后，他誓
曰 ：“ 吾 生 不 能 报 宋 ， 死 若 有
知，必展此志。”遂投苕溪死，时
苕溪忽然暴涨至丈余。人们都以为
是谢绪显灵了，就在金龙山给他立
庙。据说朱元璋率兵与元军在吕梁
鏖战。一天，朱元璋见云中有一名
天 将 挥 戈 驱 动 黄 河 倒 流 淹 了 元
军，元兵大败。夜间，朱元璋做一
梦，梦见一书生拜见，自称钱塘
人，姓谢名绪，玉帝特派遣其为河
伯官，今天特意来帮助灭元军。朱
元璋醒后，回忆梦中情形，即封谢
绪为金龙四大王。此后，人们在黄
河或运河沿岸建庙，祭祀金龙四大
王。金龙四大王常是紫袍金身、顶
盔 披 甲 、 手 持 钢 鞭 的 形 象 。 商
人、船家、渔民岁时奉祀，祈求免
遭 风 浪 ， 多 有 渔 获 。 沙 畹 《泰
山·一种中国信仰专论》（秦国
帅 、 雷 阳 译） 记 载 ：（大 王 神
像） 他右手拿着一把宝剑，左手拿
着一块金锭。

为什么在泰山建黄河神庙？或
因泰山俯瞰黄河，为黄河安澜入海
屏障；或因自古朝廷治河、治运成
功后，必到泰山告成功；或因济运
之水来自泰山。总之，建黄河神庙
于泰山，体现了古人河山一体的
理念。

《泰 山 · 一 种 中 国 信 仰 专
论》中大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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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天，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有个
小院，院里有道篱笆，篱笆上有几朵喇
叭 花 ， 篱 笆 下 是 菜 地 ， 菜 地 里 有 萝
卜 ， 红 的 、 白 的 。 没 事 时 ， 挨 着 篱
笆 ， 拿 个 马 扎 坐 下 ， 看 书 ， 看 得 累
了，就看萝卜。

在乡下，我就有这样的小院。小院
里的篱笆是母亲用秫秸扎起的，圈起来
的地方，母亲种了红萝卜、白萝卜。篱
笆是用来挡鸡狗鹅鸭的，虽然歪歪扭
扭，但风吹也不倒。

为什么要种两种萝卜呢？有一次我
问母亲。母亲正坐在篱笆旁，忙着针线
活，秋日的阳光，正暖暖地照在她的脸
上 ， 她 头 也 不 抬 地 说 ：“ 因 为 好 看
啊，有红的、白的，都水灵灵的，看着
多滋润啊。”

萝卜确实是美的。白萝卜高挑，腰
纤细，肤洁白，若凝脂，如碧玉，是不
胜娇羞的姑娘。红萝卜圆滚滚的，坐在
菜 地 里 ， 腆 着 大 肚 子 ， 像 “ 弥 勒
佛”，总是乐呵呵笑着，这种胖胖的
美，是“憨厚”的美。

没事时，我喜欢拿个马扎，在篱笆
旁看萝卜。萝卜看我。我们对视。海子
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
现在就关心粮食和蔬菜。此刻，世界与
我无关，我只关心萝卜。我想和它们对
话，想知道它们从一粒粒种子，是怀着

怎样的梦想，破土而出，终于能在这里
和我一起沐浴阳光的。

有人说，喜欢与植物对话的人，心
一 定 是 柔 软 的 。 我 深 以 为 然 ， 不 柔
弱 ， 你 的 心 怎 能 静 得 下 来 ？ 不 静 下
来，又怎能听到植物的声音？听不到它
们的声音，又怎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
音呢？

喜欢萝卜，更因为它身上浓浓的烟
火气。这种烟火气，是浓郁的生活气
息，不是俗气，而是雅气。萝卜有很
多吃法，生吃萝卜、凉拌萝卜、水煮
萝卜、腌萝卜条、晒萝卜干，当然也
可以萝卜炖菜。

我最喜欢的吃法是生吃萝卜，只有
生 吃 ， 才 能 最 好 的 品 尝 萝 卜 的 味
道。把萝卜洗干净后，剥去外皮，直
接生吃。或者把萝卜切成圆片状。吃
一口，脆、甜又略带辣。清淡，但又
很有味道，这就是我所喜欢的。人生
也是这样。

立冬后，母亲就把篱笆下的萝卜拔
了 ， 放 进 院 子 前 的 地 窖 里 。 想 吃
时，就到地窖里取上几个。有时我回
乡下，母亲会装上一些萝卜，让我带
回 城 里 。 漫 漫 冬 夜 里 ， 我 将 萝 卜 洗
了，切了，一片一片地嚼，慢慢地会
嚼出岁月的味道，母爱的味道，还有
人生的味道。

红萝卜，白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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