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从南南堤堤垂垂柳柳到到河河滨滨公公园园
周子元

讲述城事

我很早就听说福山旧有
“八大景”，“南堤垂柳”就是其
中之一景。福山城南关东侧的
内夹河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
美丽的风景区，据《烟台要览》
记载：“县城南关，沿堤种柳，春
日千株箸绿，纤条如丝，暖风徐
徐，河水潺潺，树下流林，船头
垂柳”。寥寥数语，便形象地描
绘出昔日“南堤垂柳”的动人盛
貌。

内夹河也叫清洋河，系福
山的母亲河，它源远流长，像一
条闪闪发光的玉带，绕过一道
道青山葱岭，飘曳在福山的腹

地，在城北注入大海。在其岸
畔，再配上株株婀娜多姿的垂
柳，其景色之绮丽壮观，曾倾倒
了往昔许多文人墨客，他们来
此游览之后，无不为之感动，写
出了不少赞美的诗篇。如“长堤
新柳”中云：“城边春晓绕芳丛，
万柳堤中一路通，笼岸已惊溪
尽绿，隔条忽讶杏偏红。”有的
甚至以“不让苏公万柳堤”的诗
句，与西湖苏堤相媲美，这虽未
免有点溢美之嫌，却应该是咏
者真情实感之吐露。

然而，历经连年战争的破
坏和大自然风雨的侵袭，昔日

的“南堤垂柳”到了解放前后，
已经渐渐失去了原有的风姿，
破旧得很不像样了。上世纪六
十年代初，我的工作调到了福
山城区，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
内夹河堤岸已有多处垮塌，变
成了布满垃圾的土坡，坡下的
河道里，一股股从暗沟里流出
的污水，形成了死水湾，成群的
鹅鸭在水中觅食，嬉戏。到了夏
天，这一带变成了蚊蝇的孳生
地，只有两季来临后，大雨洪水
才会把这里冲刷得干净一些。
每逢城里赶集时，这里便成了
牛羊骡马的交易场地，它造成

的环境污染就可想而知了，应
该说，解放后政府部门曾经采
取过一些措施，在岸边种植了
一些柳树，力求恢复旧貌，但成
效并不明显。改革开放前夕，我
离开了福山回到烟台市区，但
我的内心一直在惦记着那里的
变化，因为福山毕竟是我的第
二故乡，希望有一天，“南堤垂
柳”能重振其昔日的雄姿。

上世纪 九十年代退 休
后，我有了机会去福山赶大
集，那天骑着自行车，刚跨过
芝阳夹河大桥、放眼向北望
去，眼前的景象一下子把我
给惊呆了，颇有久梦初醒的
感觉，想不到离别十几年后，
这里的变化竟然这么大，只
见河两岸已砌成了坚固的石
壁，许多人坐在岸边柳荫下
垂钓 。河 岸 上是一 片“ 花 成
行，树成片”的小花园，有人
围坐在石桌旁聊天谈心，有
人在曲径中漫步，优哉游哉，
自得其乐。沿着河滨大道往
北，有个河滨广场，这里是市
民们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地
方，据说到了晚间最热闹。

贮立于夹河岸畔，我情不
自禁地感叹：眼前的河滨公园，
远远胜过昔日的“南堤垂柳”，
它靓丽、大气、醉人！我随即吟
咏了一首题为“夹河岸畔变花
园”的小诗：“曾是当年养鸭湾，
而今砌壁建花园，河滨大道成
仙境，绿荫幽深通海边”。借以
抒发我的激动之情，后被编入

《芝罘当代诗词选》书中。

癸巳年六月，廿二日，中舸舟船
部数人，赴昆嵛山无染寺。

无染寺者，胶东古刹也。始于战
国，建于东汉，兴于盛唐，末于晚清，
毁于民国，今仅存残址，供后人叹之。
船人曰：“千年古刹，其盛其衰，于人
于世，何其似也！”

寺虽不在，而山水皆灵。古人有
云：昆嵛山者，松蔓森邃，崖谷幽奇，
大川激沧海之浪，极顶峭虚危之宿。
今观其景，山净，水清，松柏茂，空气
新，宜人之地也。船人曰：“昔有醉翁
之意不在酒，今有船人之行不在仙，
皆在于山水之间也！”

船人游玩者，举家者成团，党朋
者成群，眷侣者成双，悠然者独行。或
行于涧，或憩于荫，或酣于石，中有清
茶石桌，流觞曲水。黄发垂髫，弱冠而
立，各有所得，自得其乐。船人曰：“久
居闹市之欢，徒羡乡野之净。其山，其
水，其景，其情，唯其中人方可知也！”

公元2013年7月29日，记于昆嵛山
无染寺。

船人游记
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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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剪影
叠加苇的剪影
仿佛铜版画时代
一个童话
叠加在我记忆河里
是难以叠加的你
大沽夹河
当年是几个年轻人
言必称我们
骑着自行车畅游
忘了性别忘了烦忧
你 大沽夹河
陪伴我们无声地流
如同穿行于远方
却隐约听到
高速路上刺耳的嘶鸣
城市不会走远
村庄灯火点缀山水明灭

大桥小桥跨越
汛期枯水期往复不辍
橡皮坝像巨大书脊
漫过几多清浊岁月苦乐
泡沫会破灭
漩涡渴望什么
守望河岸绿色
激情难于沉默
挥手之间
回音点燃月色篝火
大沽夹河
留住我们青春哦
你这漫漫岁月第一读者
大沽大沽夹河

大沽夹河
扈刚

刘文权

鸟落在山上，组成一个
“岛”字。长岛自古人鸟有缘，
早在新石器晚期，就出土了至
今尚不多见的鸟图腾鸟盉和
西汉时期的鸮樽。然而，鸟的
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崇尚。在
那科盲充斥的岁月，飞禽成为
人类的口中餐，鸟对人类敬而
远之。

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绿了
荒山秃岭。人们护林爱鸟，成
立自然保护区，辟建候鸟展览
馆，开展“爱鸟月”活动，终于
赢得了一个“人爱鸟，鸟护林，
林蓄水，水养人”的良性小气
候。

长岛地区的鸟类可分
候 鸟 、旅 鸟 和 留 鸟 三大种
系。黑尾海鸥是旅鸟的主要
成员，有许多无居民岛，是
它们 的 独 立 王国，一 统 天
下。它们的领土意识异常强
烈，一旦闯入其领地，将遭
到 盘 绕 包 围 、翅 尾 扑打和

“拉屎投弹”的群起而攻，游
人只有败下阵来。随着海上
旅游专线的开发，一个“井
水不犯河水”的人鸟关系，
在悄悄地发生改变。鸟随游
船飞，人伴鸥鸟行的和谐场
景，让游人触摸到大自然生
灵的脉搏。

一日，笔者随长岛顺航
公司的游船踏上了去高山
岛 的 专线。游船刚 出 珍 珠
门，眼尖的鸥鸟则不约而同
地向游船集飞。有捷足先登
的、有笨鸟先行的、还有以

老带幼的。一只只饥渴的眼
睛 ，向游人 投 来 乞 求 的 目
光。一旦某个得到施舍，会
引来“一食群争”的场面。好
奇的游客早就有备而来，特
别是中小学生放暑假随父
母 来 看大海 ，能有鸥 鸟 伴
游，与鸟为伍同行，成为游
岛的梦。

孩子们玩得高兴，面对穷
追不舍的鸥鸟，发放慰劳品开
始了。掰好的面食，一旦抛向
空中，几张贪婪的尖嘴几乎同
时争啄。有的食物落入海中，
则被低飞的“近水楼台先得
月”。即使抛食落在船后翻花
的浪迹中，也决逃不过鸥鸟尖
锐的眼睛。大家挤在船尾，站
在船舷，你投罢了我登场，旁
观者都好奇地分享这慷慨无
私、关爱生灵的义举。

在这里，翅羽刚刚丰满的
幼鸥，随老鸥觅食练翅，更利
于生长发育和种群的壮大。这
也大大地改善了盛夏食物匮
乏的栖息环境，为优化其繁衍
生息创造条件。

在游船上，所有旁边者
几乎都进入了角色。他们一
边观赏着这充满人情味儿
热闹场面，一边举起照像机
抢拍这难得的“人天合一”
的瞬间，下载了那洁白的活
音符在波浪的五线谱上奏
响的爱鸟之歌。一路上，旅
客的情绪被高效地调动起
来。因为有鸥鸟的伴游，什
么 旅 途 的 疲 劳 ，晕船的 苦
恼，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

长岛的海上生态游，是
一次活灵活现的人鸟组合
表演，叫人动情，钓人胃口。
它无需导游讲解，不必再寻
世外桃源，因为融进了大自
然，去获得知识、陶冶情趣
得到的回报，已是十分丰厚
了。

鲁从娟

约了三五好友，驱车来到
福山门楼水库附近，我们是来
这里赏花的。车子行驶在烟霞
路上，在门楼水库的上游，车
子驶上一条山间小道，走不多
远，就到了目的地。沿着小径
往里走，眼前豁然出现一座小
楼，如美式乡村别墅风格，掩
映在青山绿树中。近前一看，
几条狗儿在院子里撒欢。小院
旁边，有一片菜地，各种蔬菜
瓜果生长得茂盛，菜地的一侧
是一盈盈水塘。小楼的后面，
则是一片烂漫盛开着的油菜
花。恍然间，竟觉自己如那幸
运的武陵人，误闯入世外桃
源。我们几个如同刘姥姥进了
大观园，欢呼雀跃，开了眼界。

园主人是一位50岁左右
的男子，名子叫崔树仙。他脸
色红润，身体健壮。待人热情
诚恳，言谈风趣幽默。看他谈
吐不俗，熟谐世情，必是饱读
诗书之人，隐隐感觉，他是一
位深藏不露的都市隐侠，而不
像是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
庄稼人。慢慢熟悉了成为朋
友，在沟通聊天后得知，他原
来在福山轻工酿造机械厂从
事管理层次工作。后来一个偶
然的机会和朋友聊天谈起了
人生，改变了思维，决定回归
大自然，毅然放弃了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的轻松工作，承包了
这篇颇具规模的樱桃园。并在
山上盖起一座二层小楼，安装
了宽带、太阳能，订阅各种报
刊。他说，这里除了不能接通
暖气，其余的都与现代化接
轨。

平日里，即使过了采摘季
节，也仍有游客前来游玩，这
是一隅清静之地，远离一切喧
嚣。慢慢行走于山野间，上接
天下接地，似乎聆听到万物生

长拔节的天籁之声。游客们白
天垂钓，亲手摘蔬菜瓜果，或
登上山巅，观翠涛沉雾，听树
林低语。累了，就此休息，这座
二层小楼有足够的房间供游
客们作息。夜晚，看满天繁星
点点，静听虫儿呢哝。心中一
些烦心事，顿时云散雾开。住
上一宿，满身的疲惫随之释
尽。

他一年四季住在山上，与
青山为伴，与树木为伍。我打
趣说，怪不得叫树仙，天天与
山林为伍，自然就成“仙”了。
他就这样看似两耳不闻窗外
事，任外面喧嚣红尘，他自清
风明月。在他的脸上，分明看
到了“岁月静好”。想必他不用
每天周旋于官场、职场、生意
场，不用面对世俗的纷扰，更
不用全力以赴谋稻粱。隐居归
田，闲云野鹤，逍遥自在。古人
有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我非仁非智，却是钟情于葱绿
之山又向往于清幽之水。每天
置身于这山清水秀的世界里，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该是何等
惬意之事。

那天，玩累了，朋友们决
定留宿。夕阳西下，阳光静静
地落在小院里。放一把藤椅，
泡壶清茶，悠闲地看书、听幽
谷鸟鸣、吟唐诗宋词，院落里
溢满花香。恬淡优美的意境，
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田
园画卷。在这红尘喧嚣的世界
里，竟有这样一隅清静之地，
堪称人间仙境。工作压力大、
或者心烦之时，来这里小住一
宿，享受片刻的宁静，暂且客
串一把”东篱采菊“的悠然飘
逸生活。

我们每天踏着节奏飞快
奔跑，被钢筋水泥结构紧紧束
缚。想必，在这里才能寻找回，
我们心中所向往憧憬的世外
桃源吧。

人鸟亲近零距离 崔先生的别样的人生

人与自然 那人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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