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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仲秋，我和县政协的
杨君驱车前往景阳冈游览。我
们特意带了两瓶三碗不过冈
特酿，到当年武松打虎的地方
畅饮，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乘车行驶四十余里，穿过
巍峨壮观的“景阳冈”石碑坊，
举目远眺，只见树木笼罩，一
片郁郁葱葱，像半空中浮动的
一片绿云。啊，我又来到了景
阳冈！

侨居异国他乡四十余年，
游子远行隔天涯，梦中思乡千
百回。十年前，一乡亲捎去两
瓶景阳冈陈酿，诱人的酒香把
我的乡思撩拨得再也无法平
静，遂趁中秋佳节之际回归了
故乡。而现在，我从电视上观
赏到景阳冈改建后的旖旎风
貌，被其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
和古朴雅致的名胜古迹所陶
醉，才决定重游一回景阳冈！

和杨君跳下轿车，我们一
起步入景阳冈大门，迎面望见
一座假山上，镌刻着“古风犹
存”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沿
蜿蜒小径朝东南走去，便是

“三碗不过冈”酒店。此刻，不
知怎的，我蓦然想起了“透瓶

香”酒。是呀，武松当年就在这
酒店里豪饮了十八碗“透瓶
香”，酒助人胆，他不顾酒家再
三劝阻，醉醺醺地登上了景阳
冈……

杨君叫了一声，使我从沉
思中渐渐转过神来。于是，我们
举步往前走去，沿一条曲径爬
上一个两丈余高的大黄沙冈。
冈顶右侧立着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标志；左侧矗立着著名书法
家杨萱庭书写的一块巨大的

“虎”字石碑；正中是一座被松
柏环抱的山神庙。庙当门盘踞
着一尊护家神彩色泥塑，两旁
屹立着东水神和西火神彩色泥
塑。四周墙壁上绘有四宫八卦
图，分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
雀，后玄武；每宫七星宿，四七
二十八宿，每天有一位值日官。
此情此景，我仿佛感觉到庙内
弥漫着一种神秘奇妙的灵气，
禁不住浑身猛地一颤。哦，也难
怪当年武松威力无穷，在门前
徒手打死猛虎！

我们从庙后顺坡而下，漫
步在一片碑林中，最为显眼的
就是那块携刻着武松像的石
碑，其姿态活灵活现，栩栩如

生；再就是著名诗人臧克家的
手笔———“呼啸一声草木惊，
从此冈上少人踪；英雄意气铁
拳功，不许人间恶虎行。”还有
费孝通、吴作人、李苦禅、爱新
觉罗·溥杰等名家的墨迹，真
草隶篆，琳琅满目。碑文内容
保存了各种史料，仿若一座大
型的石质书库。

踏着卵石小道，穿过蓊蓊
郁郁、枝密叶绿的树林，我们
来到卧虎池旁，观赏到两只斑
斓的猛虎，时而仰天咆哮，时
而做扑捉鸡兔的游戏，逗引得
游客们轰然大笑。

过了卧虎池，曲径通幽又
一高丘，垂直高度达四十余
米，主要由山门、大殿和钟亭
三部分组成。大殿门上方书写
着“武松庙”三个大字，两侧楹
联是“铮铮铁骨顶天立地，凛
凛人杰呼风唤雨”；大殿内正
中供着一尊腰佩宝刀、颈挂念
珠的武松塑像，头顶上方悬挂
一匾额，书写着“勋业昭彰”四
个金字，周围饰以木质彩刻壁
画，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武松一
生的英雄业绩。

从武松庙走出来，在整个

浏览区的制高景点上，朝四周
鸟瞰：北望是一泓浩淼碧波的
景阳湖，西望是绿树环绕的虎
啸亭，南望是仿古建筑的张家
猎户旧居，东望是供群猴栖身
玩耍的铁丝笼。上空有两只苍
鹰在翱翔，似乎在欢迎远道而
来的游客。

从武松庙拾级而下五十
多层台阶，向西南一拐，看到
一座武松打虎浮雕，艺术地再
现了《水浒传》中所描述的武
松与猛虎搏斗的激烈场景。此
座浮雕是根据中国著名画虎
大师刘继卣先生的书画雕刻
而成，其背面还有他的一首

《武松打虎》诗———“虎啸声喧
草莽闻，崖前落木坠纷纷；奋
起铁拳神威振，人虎搏斗惊密
林；折木摧岩腥风散，狂吼数
声毙冈前。”诗作高度概括了
武松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英
雄气概和不惧强暴的大无畏
精神。

我和杨君漫步在景阳冈
上，观不够风景名胜，诉不尽
乡思乡情。不知不觉间，夕阳
渐渐坠下，晚霞火焰般燃烧起
来，给整个景阳冈浏览区涂上
一层金红色，景色分外迷人。
璀璨秀丽的自然风光，深厚绵
长的历史文化，令景阳冈魅力
独具，闻名遐迩，吸引着愈来
愈多的中外游客来这里观光
旅游。

一轮铜盘似的明月升上了
树梢，新月把它那清流的银辉
洒在我们身上，沙地上印下两
个斜长的、浮动的身影。不多
时，男女游客三个一群，五个一
簇，说笑、唱歌、跳舞、饮酒、赏
月，欢度佳节，好不热闹！

杨君在一块小石板上摆
上美酒佳肴酒菜，叫我入座。
我面对满满的一杯酒，望着杯
内的月儿，闻到一股扑鼻的酒
香，便似乎有点醉意了。

景阳冈上，月光融融，幽
风徐徐。我恋恋不舍地移动着
脚步，举首遥望夜空，圆月皎
洁，妩媚动人！禁不住一阵柔
肠百转，浮想联翩：假若我能
腾云驾雾奔上广寒宫，吴刚捧
上三碗不过冈特酿，让我与嫦
娥共饮，岂不乐哉！

重游景阳冈

学 路
二三十年前，由于我的故

乡水村小得连个学校也没有，
因此，不得不从小学一年级开
始就到邻村去跑校。冬天天亮
得晚，又加上要上早自习，因
此，一个村的小伙伴们很早便
要从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
背起书包，哈着冻得通红的小
手，使劲跺着双脚，结伴去上
学。有时候，实在太冷，会趁
着天黑，去路边人家的秫秸垛
里抽几抱玉米秸，点燃后，一群
小孩乐哈哈地烤着火取乐。那
感觉往往是暂时的热乎，等秫
秸化为灰烬，又重新走在学路
的寒风里，浑身冻得更深更透
更刺骨时，便常常产生出“不如
不”的感觉。

那时，乡村的土路上是基
本看不见汽车的，偶尔有辆拖
拉机驶过来，孩子们便会嘻笑
着追逐一番。如果恰遇拖拉机
是同向的，稍大点的男孩子是
不会放过机会的，偷偷地爬上
拖拉机，让其捎上一程，这便会
大大地缩短上学的时间。

有一次上学，等一辆拖拉
机慢腾腾驶过来，我和我的同
学元海像往常一样，分散在拖

拉机的两侧，等拖拉机驶过，
我俩便闪身分别抓住拖拉机
后车厢档板的一侧，跟着跑
了几步后，熟练地翻进了车
厢。等我们一路打趣着，转
眼间快到学校路口时，却发
现开车的师傅突然加快了速
度，飞一样往前开，路两侧
的树也在成排地往后倒，我
仍然尝试着翻身下车，元海
对我说：“今天情况不对，这开
车的家伙是成心跟咱作对，看
来他是把五个档全挂上了。”
元海就是逗，这时候还有心
开玩笑。那时农村流传着一
个笑话，说一个老汉坐着拖
拉机去赶集，路上问开车的
师傅，你这车有几个档，师
傅回答说，算上倒档共五个
档，老汉便说，咱再开快一
点，你把五个档全挂上吧。
果然，无论我们怎样努力，
都没能从那辆高大的“五○”
拖拉机上逃下来。拖拉机一口
气将我们拉到离学校两公里
开外的长城岭脚下，趁爬坡减
速时，我俩才迅速地跳下车
来。不用说，那一天我们两个
都迟到了。

放学的路上则完全相反。
那是一种摁都摁不住的欢快和
轻松。一队队放学的孩子，那就
是一群群脱缰的“野马”和出笼
的“小鸟”，纵使哪一个孩子一
天中碰到了什么解不开的难题
或者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
情，那些少年的烦恼也都似一
缕青烟，是经不住放学路上那
小风一吹的。

放学路上，男孩间相互嬉
笑着追打跑闹，女孩间娇怯地
窃窃私语。弹弓弹出的石球带
着哨音飞出，铆足了劲从手里
扔出去的石块，说不定会砸在
谁的身上或者打破谁的头，随
后便是一阵夹杂着哭声的喊
叫和吵骂。看到一群更小的

“皮猴子”，等瞅着近处没有女
同学时，便几个人站成横队，
各自掏出小鸡鸡，喊“一、二、
三”，齐步走，看谁尿的距离更
长的景象时，大孩子们是不以
为怪的。那或许是因为都有过
类似经历的缘故吧。

放学路上，时间是不受限
制的，只要你愿意，哪怕你在外
面玩到天黑再回家，大人一般
情况下从不会过问。

在我家院子的后面，是一条
被山水常年冲刷而成的长长的
河沟，河沟的西侧是一道宽宽的
石梁，其上间或蓬勃生长着杏树
和樱桃树，周边还茂密地杂生着
荆棵和酸枣，星点的鸟窝点缀其
间，是一派盎然的生机。小学的
后几年，每天下午放学后，我都
会背着书包躲进河沟西沿一个
深深的石窝里，然后从石洞的深
处翻出藏身其中的小人书，津津
有味地读起来，那一刻全然忘记
了外面的世界。往往伴着袅袅
而起的炊烟，等到一遍又一遍
响起的母亲唤儿声，才想起应
是回家的时刻。现在想来，这小
小的石窝，应算作我最早的书
屋，因为除了那时能借到的小人
书外，像《封神演义》和《说岳全
传》这样的大部头，都是在这里
被我啃下来的。

现在的城市里，每到上下
学的时段，学校驻地必涌满接
送孩子的家长。车接车送，人声
喧嚣，在重重簇拥呵护下，孩子
们便完成了每天在家和学校这
两点间的交接。两点一线，缺少
了学路这重要一线的娃娃们，
他们有难忘的童年吗？

泰山豆腐以泰山脚下的泰安
城东南的黄家庄村制作的豆腐为
典型代表，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因泰山豆腐具有鲜嫩如乳、
色白如雪、绵滑细腻、浆细质纯、
食如鱼脑、无豆腥味、且有弹性、
久煮不老不碎、营养丰富等特点；
还因所用的地下水来自泰山岩体
裂隙流出的泉水，甘甜清冽，被古
人誉为“泰山神水”；再就是出豆
腐率高，非常神奇，故被称为“泰
山神豆腐”。

据史料记载，泰山豆腐宴始
于汉代，繁荣于宋代，明清达到了
鼎盛。在封禅活动中，帝王要提前
三天沐浴吃斋，以示对“天”的虔
诚。汉武帝封禅泰山时，下令行斋
戒礼。唐高宗封禅时，“斋食”以豆
腐、白菜组成素食而食之。乾隆帝
在泰山行宫的餐食单中，原料大
部分是泰山豆腐。伴随着两千多
年的泰山封禅祭祀活动，泰山豆
腐成了名吃中的“王中之王”，以
泰山豆腐为主题的泰山豆腐“御
膳”招牌应运而生，影响至今。

笔者在泰安工作时，住单位
的宿舍。每天上午七点来钟，清脆
悦耳的豆腐梆子敲响，宿舍院里
的住户便知道是黄家庄村的孔姓
妇女进小区卖豆腐来了，纷纷下
楼买她的豆腐。她蹬着三轮车，一
般是拉2至3个豆腐，过春节时就
拉得多些。一个豆腐大体20来斤，
一个多小时就能卖完。她在我们
这个院里已经卖了20多年的豆腐
了。一年四季，除了下大雨或者下
大雪的天气外，基本是天天来，我
家几乎是天天吃她的豆腐。后来
到外地工作，但仍然忘不了吃泰
山豆腐，有时是托人捎，有时去泰
安时自己买，但都是买这位孔女
士的，一次要买十几斤，除了自己
吃外，还送给邻里和朋友们品尝。
凡是吃过泰山豆腐的，都赞不绝
口地说好吃。

据介绍，泰山豆腐的制作工
艺是：1 .碾糁。精选北方优质黄
豆，在石碾上压成豆糁；2 .磨浆。
将豆糁放入水中浸泡半天后，在
石磨上磨制成浆，然后经过摋豆
浆包挤压出浆；3 .煮浆。将豆浆放
在大铁锅里，用木柴最好是果树
枝子烧煮豆浆，将煮熟的豆浆用
瓢浇入大缸内；4 .下膏。将浇入大
缸内的豆浆“下膏”，让豆浆凝固
成豆腐脑；5 .成型。将木质的豆腐
模具底部铺上一块布，将豆腐脑
倒进模具里，上面再盖上布，放上
木板，用石头压住。这样，一个香
喷喷的豆腐就制作完成了。第二
天清晨再将豆腐“翻个个儿”，就
可以去卖了。据介绍，1市斤黄豆
能做出7至8斤豆腐，你看神不神
啊？

泰山豆腐看上去细腻鲜嫩，
像是触手即破的样子，其实不然，
把泰山豆腐放在手掌里，会顺势
下来，但不会裂开，这也够神的
吧。

泰山豆腐的吃法很多，炒、
炖、煎、炸、调均可。如葱炒豆腐、
韭菜炒豆腐、芹菜炒豆腐等，也可
将豆腐煎一煎或者炸一炸后再
炒；又如白菜炖豆腐、海米炖豆
腐、鱼头炖豆腐、菠菜炖豆腐等；
最简单的吃法就是调豆腐，如香
椿豆腐、蘸水豆腐等，还可包豆腐
素包。泰山豆腐宴能做出300多道
菜来，比较出名的菜品有一品豆
腐、八仙瑶池聚会、佛手豆腐、人
参豆腐、芙蓉豆腐、荷花豆腐、豆
腐丸子、豆腐盒子等，色香味形俱
佳。不信你就尝尝，肯定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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