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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 关注当下，反
思现实，状写自己生活的一方
水土，再现当地日新月异的发

展变化———“写作”是展示各地
市文学创作的一个平台，也是
反映齐鲁大地时代变迁的一个

窗口。
投稿邮箱：q l w b x i e z u o @

163 .com

临朐之韵

山韵

临朐多山。山是屏障，也是资
源。

守着山受穷的日子，人们叫
这山是“穷山”，贫瘠得连兔子都
不来拉屎。可是如今，这些山都

“欢活”了起来：沂山、嵩山、石门
坊成为著名的旅游景区，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客人前来赏山玩水，
怡情滋趣，“灵气所钟，山水临朐”
的美名由此日益远播。而那些瘠
薄的连草木都长不好的一座座
山，居然也是一个个令人咋舌的
宝藏。那里面，有的蕴藏着金银铜
铁，有的怀抱着大小不一、形态各
异、质地迥然的石头。石头虽是石
头，但是这里的石头是别具一番
风味的，因此被称作“奇石”。

以心观石，一块块都是似了
画如了诗的。这些石头，形成变化
于地壳运动之间，蕴山峦峰壑之
灵魂，沐日月之光辉，美在古朴自
然，奇在形神兼备。粗狂与精妙，
阳刚与阴柔，拙丑与玲珑，无一不
是巧夺了天工，和谐了天地之气。
一峰则坐地神游，一石则奇幻千
寻。方寸之间，山瀑流云，耸崖峭
壁，江河湖海，山川风光，世态万
象，或浓写或淡墨，潇洒淋漓，栩
栩如生。

那些真正有内涵的奇石，不
仅讲究个形似，更渗透着丰盈绵
长的文化底蕴，历史老人的“评阳
说月”，“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千古
绝唱，梁祝化蝶的美丽传说，《白
蛇传》中的西湖断桥相会，《西游
记 》中 的“ 孙 悟 空 三 打 白 骨
精”……我常常久久徘徊于奇石
馆所、乡村集市，观其形而悟其德
性，悦目养眼，启智而明心。

还有那红丝石，经过打磨制
成的红丝砚纹理清晰如丝，质地
细腻柔滑，集实用价值与观赏价
值于一身，被誉为“世界名砚”；那

个叫山旺的小山村，竟然以“万卷
书”的方式记录、珍藏了远古的历
史，填补了世界上的多项空白，被
誉为“化石宝库”，引得无数人追
寻并沉湎于此，对天浩叹，低头沉
思……

宋代的陆游有云：“石不能
言，最可人。”临朐的石头，越来
越声名大振，走向了五湖四海，
或被把玩于股掌，或被装点于居
室，或被安放于公园街头，一石
成景。临朐因此获得“中国观赏
石之乡”的美誉。以石为媒，为载
体，临朐围绕石头做起了大文
章，逐渐形成了“买全国，卖全
国；买世界、卖世界”的奇石产业
格局，临朐成为全国最大的观赏
石集散地。

在五井莲花山，我亲眼目睹
了一块石头的挖掘过程。经过了
数日数月的艰辛之后，当那块巨
石在起重机的轰鸣中走出深坑的
刹那间，我看到，那块形似巨龙的
石头身上立即披满了万丈霞光，
显得那么威严，那么富有生气，就
像刚刚被唤醒的沉睡。

是的，遇上这么好的时代，所
有沉默或者隐藏的美好，都将被
唤醒。

文韵

临朐地处山区，土地瘠薄。但
就在这片瘠薄的土地上，长出了
一片葱郁的“文化绿洲”：书画之
乡、小戏之乡、奇石之乡、中国民
间 艺 术 之 乡 、全 国 文 化 模 范
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临朐，
上至九旬老翁老太，下至五六岁
的童稚幼儿，吹拉弹唱、能书会画
者比比皆是。有的七十多了才拿
起画笔，却能很快就进入了佳境，
声名鹊起。有的农村妇女甚至摊
着煎饼拿起火棍就能在地上作
画。在临朐的大街小巷，书画社、
装裱店、艺术培训中心琳琅满目；
100多个群众性文化艺术团体风
采各显。朋友聚会，家人团圆，铺
开摊子就是一场书画切磋、才艺
交流。写着画着唱着弹着，似乎是
在不经意间，一个个书画大家、艺
术人才就走向了全省、全国。人不

可貌相。这句话用在临朐人身上
是再恰当不过了。走在街上，保不
准就和一个文化名人碰个迎面；
菜市场里，那个正和小商贩讨价
还价的也许就是一个大作家；街
头公园里，那个哄孙子孙女的大
伯大妈也许就是你崇敬已久的艺
人。

临朐的文化，是经过了时间
的积淀和升华的，所以愈显从
容、厚重和博大。在临朐行走，你
不经意间就会邂逅一场场韵味
悠长的文化盛宴，从吹拉弹唱到
泼墨挥毫，从古朴传统到现代高
雅，从稚子童音到耄耋起舞，从
政府组织到群众自发，你会发
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
浓郁的文化芬芳，这里的每一个
人血液里都涌动着文化的韵律。
群众文化艺术节、社区文化节、
文明之夏广场文化演出……在
文化的滋养里，临朐人把每一个
日子都过成了有滋有味、色彩绚
烂的节日。

文化是财富，不仅是精神上
的，也是经济上的。伴随着社会的
发展进步，曾经仅限于自娱自乐
的临朐文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
把把发家致富的“金钥匙”，实现
了向文化产业的精彩嬗变。书画
产业、奇石产业、雕塑产业、工艺
美术产业……临朐文化自此呈现
出了一种大的气度和气象。古色
古香的龙韵文化艺术城、宽敞现
代的中国奇石城、气势恢宏的五
井观赏石市场以及中国文化城、
金地旅游商城五大文化市场，汇
聚文化精华，打造了文化集散高
地；华艺雕塑、红叶地毯、宽惠红
木等一个个特色文化产业园区，
犹如一个个高昂的龙头，以蓬勃
的生机和活力辐射带动了更多的
文化产业链条。由玩文化到经营
文化，从分散经营到集约发展，临
朐文化的生机活力日益强劲，一
个全国知名的文化产业名城正在
悄然崛起！

岁月，承载着历史的脚步；大
地，积淀了文化的精华。亲亲的故
乡啊，你的凝重和深邃、宽广和博
大，让所有的歌喉都沾满金色的
音符。我在你氤氲的文化长廊里
漫步，禁不住就眼含热泪地奔跑
或者跳跃起来。

事情的起因，是那次回老家平度参加同
学聚会。酒桌上，有人说我的口音已经有很
浓的潍坊味了。

聚会结束后，我独自站在平度街头，望
着陌生的街道，陌生的车水马龙，陌生的行
人，陌生又熟悉的口音，感到很不是滋味。孤
独感突然袭上我心头。如果这是站在潍坊街
头，那特有的潍坊口音，尤其是那中间带着

“啊”字、尾音带“囔”字、用“奇”表示“很”的
老潍县味，二十多年的潍坊生活，已不自觉
融入我的口音里。

“奇好啊？”“奇好，你也奇好啊？”没准迎
面来了位熟人，笑脸外加一声招呼，那分亲
切，那分踏实，真是难以言传。抑或有电话或
短信过来：“过来囔，一桌子朋友就等你了。”
我回答：“好啊囔。”那一刻，我很想潍坊。

我爱潍坊的味道。
潍坊什么味？每次出发归来，动车以每

小时200公里的速度行驶，我依然感觉慢。听
到广播里说，“列车前方到站是潍坊站，潍坊
站到了”，除了脊梁麻酥酥的，还感觉到甜丝
丝的温馨，香喷喷的温暖。进入潍坊城区，满
耳朵的“奇好，还奇顺利吧”。尤其是手机里
潍坊籍战友的声音：“晚上给你接风好啊吧？
行啊囔。”眼睛接着就潮湿了。

潍坊味道让人不孤单。
节假日回老家住了几天，做梦也是满天

的风筝，也是缓缓流淌的张面河。家后头那
段张面河，春天，绿水倒映岸柳；夏天，花香
林荫小径；秋夜，竹摇月影；还有冬天的飞雪
亭台，陪伴我度过一个个年轮。晨练或散步，
归来融入早市，感受红尘的纷扰，回味生命
中的酸甜苦辣。时常想，假如离开潍坊，离开
这特有的人间烟火味，绝对会思它念它想
它。当年郑板桥离开潍县“相思不尽又相
思”，道出了身在异地潍坊人的乡思。

多年的潍坊生活，习惯了吃肉火烧，喜欢
上了和乐、肉丸子面条。最爱午后一觉，端着
氤氲着香气的茶杯，嘎吱嘎吱嚼着潍坊青萝
卜，惬意无限。当年军营里，曾对潍坊籍战友
说的“就着萝卜喝茶，气得大夫满街爬”不屑
且喷饭，而今才感觉出它的好来，还时常带几
个萝卜给父母尝尝。前年友人自北京来，从寒
亭高速口出来就跟我嚷：“大哥，我想吃潍坊
的萝卜。”临行，还跟我要了几箱带回去。老家
年夜饭的餐桌上，萝卜丸子、麻汁杂拌，炝芹
菜等具有潍坊风味的菜，成了保留菜目。

感受最深的还是潍坊的城建“风味”。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来到潍坊，见证了它日新
月异的发展和变化。脑海里常蒙太奇般闪回
到20多年前的东风桥、大十字口以及潍坊最
高档的建筑——— 鸢飞大酒店。我站在潍坊人
民广场东侧观光塔上放眼望去，市区的高楼
大厦尽收眼底。脚下宽阔秀丽的北海路，自
南往北缓缓流淌着的虞河，还有北海滩吹来
的别具味道的风。潍坊有了大都市的风采，
有了大城市的味道。

“月是故乡明。”在潍坊，敦厚的人情味
让人感到人生的光明。只身来潍坊时，潍坊
战友的家属买衬衣时也给我买一件；预备仓
的张大哥看我头发长了，把我按到凳子上让
我容光焕发；骑自行车跌卧街头，素昧平生
的潍坊人帮我扶起车子，搀扶我回家……这
些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潍坊兄弟姊妹啊，让
我品尝到人间真情，品尝到了潍坊的和谐
味、文明风。

潍坊，潍坊，潍坊的人间烟火，潍坊的万
家灯火，潍坊的山，潍坊的水，潍坊的人，造
就了潍坊特有的味道。它鲜美，它芳香，它甘
醇，它温馨，它友善，它和谐。

我爱潍坊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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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旭峰

□张克奇

潍坊是举世闻名的风筝之都，“鸢都”是她另一个美丽的称谓。生活在潍坊的作家更

是亲切又自豪地把这座城市称为“一个飞翔的城市”。在潍坊作家的眼里，潍坊的山，潍

坊的水，潍坊的人，造就了潍坊特有的韵味和风格。在临朐，“上至九旬老翁老太，下至五

六岁的童稚幼儿，吹拉弹唱、能书会画者比比皆是”；在有600多年历史的杨家埠，“一张张

浸润着风筝和年画的字纸，晃动着诗意的灵性，意蕴深厚而蓬勃”；而在风筝广场，“北方

民俗的浓郁气息扑面而来，潍坊人在它的怀抱里生长，将居家小日子过得像一幅幅杨家

埠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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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潍坊坊十十笏笏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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