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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如画的泰山天平湖，位于
岱岳区天平街道境内，20 世纪 60
年代建成，初名“大河水库”，又
名“岱湖”“泰山西湖”，湖水来
自泰山之阳西部流域，最大容量
约 5000 万立方米，初始主要用于
防洪和灌溉。天平湖是泰安抽水
蓄能电站的“下水库”，担负着山
东电网调峰、填谷任务，后扩建
为 水 上 公 园 ， 对 外 开 放 。 2005
年，天平湖被评为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

泰安得名源于远古“泰山安则
四海皆安”的传说，泰安这个地名
始于公元 1136 年，寓意“国泰民
安”。泰山 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中国首例世界文化与自然
双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
东方文化的缩影。国家富强、人民
安康，是中华儿女的夙愿。

天平湖因在天平街道境内而得
名。2000 年，天平店乡改为天平
街 道 。 天 平 店 乡 1985 年 设 立
时 ， 因 古 驿 道 上 的 天 平 店 村 而
得名。

天平店村名的由来，可追溯到
清光绪八年 （1882 年），那时的天
平店叫“天明店”，后更名为“天
平店”，寓意“天下太平”。处处平
安无事，社会祥和安宁，是全人类
的心愿。

“天下太平”是我最早认识的

4 个 字 。 1958 年 ， 家 中 发 生 变
故，不满 5 岁的我被送往天平店村
二姨家。在寄居天平店村的日子
里，衣食无忧的我喜欢看表兄弟姐
妹玩“安六州”“天下太平”的乡
间儿童游戏。

“安六州”，就地取材，玩法
有 点 儿 像 下 围 棋 。 玩 “ 天 下 太
平”游戏时，两名儿童各拿滑石或
树枝在地上靠近自己的一侧画一
个“田”字形方格。不同的是，滑
石代替粉笔在石板上画，树枝代替
笔在土地上画。然后两人以类似现
今“石头、剪子、布”的方式猜
拳，谁赢了，就在自己的方格内
按“天下太平”的笔画顺序写上一

笔。赢一次写一笔，从左至右、先
上后下，谁先在“田”字形方格里
写完“天下太平”4 个字，谁就是
最后的赢家。我问表哥：“‘天下
太平’是什么意思？”他说：“‘天
下太平’4 个字，共 16 笔，10 代
表‘十全十美’，6 代表‘六六大
顺’，具体什么意思，一时半会儿
我 也 说 不 清 ， 上 学 后 你 就 知 道
了。”孩童时代，我们无忧无虑地
玩 耍 ， 享 受 纯 真 的 快 乐 。 长 大
后，为“天下太平”，17 岁的我应
征入伍，为国守边 18 年。“国泰民
安”和“天下太平”，是世世代代
中华儿女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
共同夙愿。

泰安天平湖逸事
□赵家栋

母亲的挂历
□张修东

雪花，落下的频率高了；爆
竹，零星的炸响勤了。年，愈行愈
近了。

这天，我去母亲那里，母亲
说，记得给她淘换一本明年的挂
历。我一口应承下来。

这些年，时事变化快，母亲让
我给她弄一本挂历，都用上“淘
换”俩字了。似乎只是一转眼的时
间，挂历已经悄悄离开人们的生活。

前几年，客户走访送来风景挂
历，兄弟公司寄来广告挂历，亲朋
好友捎来国画挂历。说实话，这个
时期送到母亲手里的挂历，母亲都
是优中选优，挑拣了最喜欢的才
留下。

母亲开始挂挂历，大概是“农
转 非 ” 来 到 煤 矿 矿 区 以 后 的 事
儿 。 过 去 在 农 村 老 家 ， 快 过 年
了，母亲会趁着赶大集的机会，从
摊贩手里买一本日历。有一年，母

亲嫌硬纸袼褙日历牌上的日子看不
清楚，索性买回一本厚厚的 365 页
的日历。那时，挂历很稀罕，普通
人家没钱买。

在农村生活的日子，有日历陪
着，不显孤单。母亲说，一张一张
地过日子，日子过得慢，人也老得
慢。冬藏春闲时，母亲总在晚上睡
觉前撕下当天那一张日历。夏种秋
收忙碌时，母亲已经顾不得天天
撕，只能三两天搭伙，将走过的日
子一股脑儿扯下。忙，已经把日子
过糊涂、过颠倒了，哪有时间去顾
及日历是否疼痛。时间一久，周末
放学回家的我发现，识字不多的母
亲不再撕日历了。“撕掉了，那一天
就找不着了，再也不会回来啦。”母
亲对我说。

经济拮据的每一个日子，虽然
过得艰难，但在勤劳善良的母亲眼
里，却都是值得纪念的。

邮 递 员 那 清 脆 的 自 行 车 铃
声，捎来父亲在矿做工发放的工
资，也带来了全家过年的资本，还
有一家人的欢乐。新买的日历，母
亲 舍 不 得 撕 ， 于 是 找 了 个 小 夹
子，在墙上砸上一个钉子，将元旦
以后的日子夹住，然后挂起来。母
亲说，收到你父亲寄来的工资，才
算开年，掀起日历来，日子显得轻
松。那时，我还弄不懂母亲话语的
含义，直到后来年长了，阅历丰
了，才悟出些道理。

多少本日历被时间的列车甩到
身后，母亲的户口迁到了矿上，分
配 了 楼 房 居 住 。 母 亲 也 赶 起 时
髦，不再喜欢日历，转而挂起挂
历了。

这几年，不管是从矿区附近集
市上购买的娃娃挂历，还是镇上统
一发放的贺年挂历，每当一本用
完，母亲也不扔掉，而是放在门后

面，说是既能护门又能看画。
这些年我还发现，干干净净的

挂历上，母亲记下了一些数字，譬
如在每月1号的右上角写个“1”，3
号的右上角写个“3”，5 号的右上
角写个“2”。这个数字背后的秘
密，我是不能直接问母亲的。1 号
下午，我去母亲那里，顺便交给
她“月钱”（这是母亲的叫法，我
们弟兄仨称作“养老钱”），第二
天 ， 当 我 再 去 母 亲 那 里 送 蒸 包
时，发现前一日的挂历上清清楚楚
地写了个“1”。经过一段时间的验
证，原来，母亲的挂历派上了特殊
用场。

日子从指缝间流过，挂历依旧
在墙上挂着。母亲的挂历，换了一
本又一本，但在母亲眼里，每一天
都是新的。那一本本挂历上，寄托
着母亲对儿孙团聚的期盼，更沉淀
着一家人推杯换盏的欢声笑语。

天平湖。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