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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一个寻梦的地方，
不论男女老幼，每个到这里畅游
的人，都能在这里开启自己独特
的寻梦之旅。伫立在威严的古城
门前，远远望见“台儿庄”的匾额
高高悬挂于城楼上，无言阅尽对
面的运河如练，舟舫如织。乾隆
皇帝御笔“天下第一庄”悬挂在
最上方，字体方正而沉稳，饱满
而圆润。城门两侧悬挂着一副楹
联“岸柳河桥，要平分邗水二分
明月；桨声灯影，岂独让秦淮十
里清歌”，读来让你回味良久。

悠闲漫步在台儿庄古城内，
一切仿佛是久已向往般熟悉的模
样，古朴淳厚的民风带着些许世
外桃源般的况味。那种温馨和归

依感就像流淌了千年的古运河，
让起伏的思绪变得缱绻和安然。
踩在苔痕斑驳的青石古道上，听
着古道旁的蜿蜒流水潺潺作响；
手触古色古香的石桥、廊坊、墩
柱，不见沧桑，心境澄澈；抬头目
落城墙、屋宇、青瓦、楼檐，不知是
你入画中，还是你本亦画……置
身其中，远离了城市的纷扰喧嚣，
忘却了世间的愁乱烦恼，似乎浅
浅的呼吸都能嗅到这座秀美古城
的情愫与气息。来过，你便再也不
能忘却这种令你穿越历史的感
觉；来过，你便再也无法摆脱这个
地方对你魂梦的牵萦。

行走在小巷里，不时撞着行
人的肩膀；渠水牵引着脚步，低摇
慢晃。静静的水声，风声，被岁月
侵蚀过的木门吱吱呀呀的开启
声，脚步叩响青石路面的声响，报
童沿街叫卖《申报》的童声，货郎
摇着拨浪鼓穿街而过，还有小贩
的吆喝：“冰-糖-葫芦儿”……众
多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如铮琮的
和弦。如果你有福气，邂逅“乾隆
皇帝”在台儿庄古城巡游的演出
队伍，会以为穿越了时空，误以为
是梦境而不是现实，惊喜而沉醉。

走累了，可以歇歇脚，听一出
运河大鼓，赏一曲柳琴戏。光影里
的小桥流水人家，满载的是生活
的喜悦。一个热爱文化、热爱旅游
的人，到了台儿庄古城无论是休
闲度假，还是开店经商，都会被这
里的情境所感染，陡然生出一种
前所未有的心平气和，多了一些
旖旎的气息。

台儿庄寻梦，每个人都有自
己不同的感受，我的感觉是它似
曾相识但又与众不同：周庄的石
桥青巷有水，但太秀气；平遥的
飞檐琉璃古朴却不见灵动；丽江
浪漫有余却沉稳不足；凤凰足够
神秘却没有厚重独特的文化积
淀……来到台儿庄古城，既能观
赏古运河的旖旎，又能体验昔日
战地的英气雄魂。如果你是一个
多愁善感的人，不免触发了思古
幽情，在享受时尚生活的同时，
还能领略多元文化的交融荟萃。

如今的台儿庄是环境优美、
风光宜人的风水宝地，重建后的
台儿庄古城将成为世界上继华
沙、庞贝、丽江之后第四座重建的
古城。站在高处，鸟瞰台儿庄古
城，映入眼帘的是满目峥嵘，在大
运河、月河、环城河的环抱下，这
座古老而又年轻的鲁南小城宛如
银色丝绸托起的一块翡翠，是一
座天蓝、地绿、水清、气爽、人文气
息浓厚的新兴生态旅游城市。

悠悠古运河千年流淌、生生
不息，有那么多的沿运城市因运
河的衰败而逐渐衰落了，然而台
儿庄随着运河整治计划的实施和
枣庄旅游的全面发展，全力打造

“抗战名城、运河古城、中华水城、
国际慢城”的5A级景区，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台儿庄一定会再现

“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
的历史古韵。古老的京杭大运河，
承载着昨天的辉煌与骄傲，必将
孕育出明天的希望和曙光。

寻梦台儿庄
□李海流

榴火正红
□侯铭

石榴以其火红的色泽，象
征着繁荣而美好的生活；以其
晶莹的颗粒而蕴含子孙繁多、
后嗣满堂之寓意。枣庄的市花
是榴花，鲁南有座石榴园，誉
之冠世。不知是枣庄有幸，还
是石榴有幸 ,也许是物华与地
灵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每当品
读枣庄的冠世榴园时，我总有
如此之思。

榴花染霞的日子，世界唤
起一天的晴翠。步履迈着满径
的榴影，视野溢满遍野的榴
火。思绪升起，翩然于榴乡的
千秋与今朝。

谈及鲁南的石榴，最该感
谢的应该是峄城匡坛村的西汉

人匡衡。“凿壁偷光”这个成语，
让这位三朝元老、两代丞相刻
苦学习的故事千秋传唱。匡衡
于宫廷御苑中移植张骞从西域
带来的安石榴栽植故里。

于是乎，连绵起伏的群山
之上，碧波潺潺的清泉溪流之
边，翠条绿叶，红花丹果，灿烂
无边，且枝繁叶茂，千秋不衰。

石屋山泉下，贾泉村的明
代光禄卿贾梦龙、兵部右侍郎
贾三近父子俩写尽无限榴乡
风情，《峄县志》彪炳史册。锦绣
之地，引得诸多文人雅客频频
光临。

晋代文学家潘岳游览峄地
石榴园，赞美石榴是“天下之奇

树，九州之名果”。晋代刘伶热
爱榴园美景和榴乡美酒，最终
老于斯，葬于斯。公元736年，诗
人李白从任城(济宁)、兖州东来
峄县，寓居石榴园一年之久，他
酷爱榴花和兰陵美酒，更热恋
榴乡的鲁女，写下了《咏邻女东
窗海石榴》的诗词。来此的有文
人，又不乏帝王、将相、政客。

“岳飞养眼楼”留下了精忠报国
的踪迹。明朝的权妃娘娘随朱
棣皇帝争夺江山，染病而薨，最
终选此地作为安息之所。而历
代的官吏们则在此谱写了光辉
的政绩，东汉名臣袁安因卓越
的成绩入内阁而位居三公；元
代的任譓，老百姓称他为“甘

棠”，至今此地有三个村庄称
“棠荫”以纪念他；清代知县张
玉树联合本地高才生成立文学
社，以“榴籽”作为地方文化符
号。追寻过往，这片土地丰厚的
人文确实让人慨叹不已。

而今，冠世榴园沧桑而显
高古，新姿更具独秀。春来群
山绵绵，叠翠泛绿，势如碧海。
清风拂过，起起伏伏，越此山
而至彼岭，苍苍茫茫，郁郁葱
葱，煞是好看。夏临登一望亭，
鸟瞰四野，见绿树丛中千蕊含
苞，万蕾绽放，如星火燃于翠
玉，若群霞灿乎青天，蔚为大
观。更有秋风至而千树含丹，
硕果累累，如初日而树树升
晖，似玛瑙而枝枝挺秀，着实
诱人。此景醉人，此情怡性。岁
月之幸，枣庄之幸。

古老的榴园今朝更加璀
璨，以其十八万亩的面积抒写
着时代旅游文化的强音，勤劳
的榴乡人民正紧张劳作，力争
三五年再造一个冠世榴园，励
志谱写榴园建设新篇章。冠世
榴园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优
美的自然风景吸引着来自全
球各地的游人。以石榴文化为
代表的榴乡黑陶、木刻、毛绒、
石雕、根雕、玉器等礼品、玩
具，走进千家万户。榴花果汁、
酒、蜂蜜更是享誉世界。

又逢秋意浓浓时节，走进
冠世榴园。正在筹建的中华石
榴博览园映入眼帘，第一届石
榴大会刚刚送走国际友人，新
建的冠世榴园的南大门正张
开她的双臂……此刻，我的心
中溢满了无尽的欣慰和喜悦，
这欣慰和喜悦是秋天的、石榴
的、冠世榴园的；更是历史的、
时代的、枣庄的！

家乡枣庄滕州，能够拿来
显摆的事儿确有那么几件。如
果扳着手指头一一数来，除了
墨子故里、国内第二大汉画像
石产地之外，在风物特产方面，
恐怕就要数羊肉汤了。

羊肉作为腥膻之物，闻起
来颇有膻味，吃起来却满口喷
香。羊儿食草，给人的感觉清爽
洁净。因此，上至达官贵人下到
平头百姓都好这一口。

刚参加工作时，我被分配
到一个叫做鲁寨的地方。这里
的羊汤历史悠久，据说年代已
不可考。同事在给我们接风的
时候曾一再宣称，来鲁寨不喝
羊汤是人生一大遗憾。因了这
怂恿，我渐渐也成了饕餮之
徒。

有一年冬天，为欢迎几个
同学的来访，我事先在鲁寨“桥
头羊汤馆”预订了房间。当时下

着大雪，羊汤馆门前却停靠着
大约半里路长的各类机动车。
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羊肉馆内
人头攒动，我们排队等了大约
半个钟头才得以大快朵颐。

鲁寨的羊汤汤白、肉嫩，入
口香而清淡。端坐室内，店家端
上羊肉杂碎、羊豆腐、炒羊盘
肠、焙干辣椒，然后送来大碗的
羊汤。此时，窗外大雪纷飞，屋
子里热气腾腾。看一眼细瓷大
碗内，粉白的汤里漂着几叶绿
油油的香菜。到了这个时候，馋
虫早被引出来了。

在滕州，有名的羊汤决不
仅仅鲁寨一地才有。在东南方
的羊庄镇，我曾领教过另外一
种风味的羊汤。当时，酒桌上摆
着一个粗瓷大碗，里面倒满了
白酒。喝酒的大碗轮流转，轮到
谁谁就端起来喝一口。桌子上
也没有什么菜，只是一个搪瓷

盆里用熟豆油拌着些香菜和咸
菜罢了。这种吃法，以前闻所未
闻。半碗白酒喝过，感觉头脑发
热，再看面前搪瓷盆里的香菜，
绿得实在可爱。朋友告诉我，面
前这碗香菜比一碗羊肉都贵。
时值隆冬腊月，一斤香菜在当
地卖十五六块钱，难怪他这么
说。我当然不客气，埋着头只顾
吃，而请客的人就有些着急的
意思了。酒过数巡，店家照例给
每人端来了一碗羊汤。那汤同
样用乡间办红白喜事的大碗盛
着，老远就闻到一股香气，上面
浮着厚厚一层红亮亮的辣椒
油，让人看一眼就产生三分惧
意。

看看同桌的人，他们已经
开始喝汤了。我也用筷子从碗
里夹起了一块肉，仔细看时，发
现那肉分明不是鲁寨的薄片风
格，而是用大刀随意剁碎了的

一堆羊肉块。那肉块入口感觉
粗粗拉拉，非常粗糙。至于红艳
艳的那碗汤，则让人产生火烧
火燎的感受。一碗汤下肚，整个
人即刻产生了要爆炸的感觉，
一股热流从后颈直入脚底。好
不痛快！

此后，就有了一些感想。如
果说鲁寨的羊汤有几分文人风
格的话，那么羊庄镇的羊肉汤
就颇有些旧时绿林好汉大块吃
肉、大碗喝酒的豪气。二者的区
别，不仅仅体现在对肉块的处
理上，更体现在对口感的重视
上。鲁寨的羊汤白而细腻，羊庄
镇的羊汤则味道偏重，咸、辣、
浓。我尤喜这羊庄镇的羊汤，那
种皮肤下面滚动着的火辣辣的
感觉，那种站起来就可以看到
满桌子油滴子甚至说油块子的
感受，就不仅仅是“触目惊心”
一词可以形容的了。

家乡的羊肉汤
□冯磊

九月的一天，要去枣庄。那
天我早早地来到轩辕车站，在
秋寒瑟瑟的晨风里等着公共汽
车。

很久，亲爱的老爷车才顶
着一头露水破雾而至，在柏油
路上颤抖成一位步履蹒跚的老
人，那么让人心怜。于是我看了
眼西北处的罗汉山，在雾中朦
朦胧胧，蜿蜒逶迤成一种气势
和性格，仿佛让我一生都咀嚼
不透其中的内容和玄机。我承
认，自己对山的认识很肤浅，我
只知山以一种真实和坦诚向大
自然裸露自己、表现自己。

上了车。在汽车启动的瞬
间，我又回头看了一眼罗汉山，
这一眼我看得潦草匆忙，现在想
起来还很内疚。当时只想，这只
是起点，路上还有很多的山和风
景，还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

车过薛水，前处就是千山
了，此刻千山笼着白纱，在如烟
的晨雾中，像一位正在沐浴的
少妇，团着粉色的雾，溢着摄人
的香，在朝阳的万束霞箭里，绚
丽地神秘成一种诱惑。

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让
我激动不已。山敞开的芬芳让
我遐思无限，让我领悟了许多
生命的真谛。在斑驳错杂的山
谷里，我看清了生长着的大树、
小草和褶皱，这是生命的谷，这
里氤氲着灵气。我知道，这里孕
育着阳光、水分和空气，这儿是
生命的再生之地。这个时候我
恨起了自己的虚伪，恨起了我
们所谓的文明。我们的文明总
是以一种庄严和肃穆训示着我
们的衣食住行，目的是让我们
合它的口味，顺它的眼，总的来
说，符合它的审美标准。

我不禁为自己悲哀。那时，
秋野待收的玉米正以饱满的激
情抒写着生命。我不知如何安慰
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抹去泪
水。我知道自己活得很艰辛，就
像背着房子到处流浪的蜗牛，每
一步都在身后留下深深的沟，后
来这沟就成了河，流着涓涓的
水，那水是那样清澈和绵长，我
知道，那是不尽的苦和忧。

也许我这样解释有点偏
激，我只是想告诉亲爱的善良
的人们，活着并不是一件轻松
的事，痛苦和忧愁像河水一样
缠绵悱恻，无处不沁，因为它是
温柔至极的水。

那一刻，我就深情地看着
山，山也在看着我。我不敢正视
它热烈的眼睛，因为我活得文
明。

就在我低下头的时候，山

渐渐地离我远去。这是不可避
免的。我清楚地知道，我在不停
地长大，不断地变换角度去感
觉山的深邃和生命的痛苦。我
感觉痛苦是因为我想笑得开
心、活得自在。

远山渐渐走了，走得义无
反顾，谁也拉不住它的手。我明
白，这不怨山，因我要赶路，我
要不停地成熟，于是远山在我
的思索中变得越来越朦胧，后
来成了一团雾，一团飘渺的烟，
罩在我的心头。

后来，车停了，我知道到站
了，回过头来，我重新审视自己
的路，我发现，千山顶部的一块
巨石上正开着一朵花。那花雪
莲一样的洁白，在紫烟的烘托
下异常醒目，我知道，这朵花太
美、太娇嫩了，我永远也不会得
到。

远山如烟
□闵凡利

枣庄冠世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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