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不注 B31-B32

2013年12月25日 星期三
编辑：徐静

【行走济南】

“帅山”摩天岭

□马洪利

号称“济南第一岭”的摩
天岭，位于济南南部山区的房
庄村东南方向约10公里处，是
济南范围内最高、最酷、最帅
的山岭，与巍巍泰山“一脉相
通，一系相连，抬头相望”。摩
天岭因其“魔力”无比，高耸入
云，一柱擎天而得名。

济南市南部山区最高的
山峰摩天岭位于五岳独尊的
泰山之阴，屹立在起伏连绵的
崇山峻岭之内，精确的海拔高
度是988 . 88米，是齐长城遗址
的最高点。摩天岭周围，山峻
岭秀、松奇石怪、树高林密、山
路崎岖、空气清新，山林具有
原始风貌，是一座天然氧吧。

据传说，当初泰山与摩天
岭为姐妹山，泰山为姐称为

“山”，摩天岭为妹称为“岭”。
当年众仙诸神上天参见玉皇
大帝之时，必须先路过摩天
岭，以此作为“驿站”歇歇脚，
然后才能再踏着祥云到达泰
山南天门。如果不通过这“一
柱擎天”的摩天岭作为“中转
站”的话，就很难一路顺风地
进入天宫。每每将要下雨之
时，便有祥云出现，总是紫气
升腾，烟雾缭绕。因其特有的
宜人气候和独特的生态环境，
而生长着紫草、人参、仙女茶
等稀有名贵的药材。据年长的
老者讲，当年孔子东游时“登
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
下”中的“东山”，就是指摩天
岭而说的。摩天岭雄伟壮观，
气势磅礴，峻拔帅气，卓尔不
群，时有云雾缭绕，紫气升腾，
让人仰慕，令人神往。登上摩
天岭的峰顶，接连不断的山峰
尽在脚下，只有南面的泰山极
顶与它遥遥相对。让人顿生

“登峰造极”的豪迈之情。
从摩天岭环顾四周，层峦

叠嶂、满目苍翠，似置身于仙
境画卷之中。悬崖峭壁，尽收
眼底，山风劲吹，野花遍地，绿
荫如盖，清香四溢，两耳鸟鸣，
满目景致，景色秀丽，令人心
旷神怡，浑身舒爽。附近有铜
墙铁壁的湘子峪和南北洞，传
说八仙中的韩湘子和吕洞宾
就是在两个石洞内修炼之后
修成正果、得道成仙的。

摩天岭周围有玉皇庙、吴
道人庵、佛爷寺、药乡、十八
盘，以及中国最古老的齐长城
至险点“钉头崖”遗址等。佛爷
寺又名玉泉寺，古刹、名泉、奇
松，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最值
得一看的是树冠可覆盖一亩
地的“一亩松”及大雄宝殿前
的千年银杏树，树身几个人都
搂抱不过来。齐长城遗址周
围，山山相连，曲径通幽，溪水
潺潺，飞瀑如帘，奇景高悬，果
树成林。远望古老的齐长城遗
址，九曲十八弯，龙盘环绕。摩
天岭西北与海内第一名刹灵
岩寺及“八戒戏如来”的千年
睡佛“抬头不见低头见”。摩天
岭西南为桃花峪，峪内有名声
远扬、神奇迷人、让人叹为观
止的“彩石溪”。峪北侧还有天
青气清的青天岭和山瀑成串
的“串川水库”。摩天岭与长城
岭之间形成夹溪谷，泉水叮
咚，水流不停，曲径通幽，鸟语
声声。

“镇天桥”的李二哥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
代初，济南民间自发兴起了习
武健身热潮。那时，每当天刚刚
擦黑或晚饭过后，几乎每一条
街道都有一处热闹非凡的习武
处所，大家聚集在一起，有的练
搓套子 (拳击 )，有的练拔轱轮
(摔跤)，还有专门练刀、剑、三节
棍等器械的。好像有一个不成
文的规定，每一条街上都有个
名气大、功夫过硬、大家比较信
服的出类拔萃者，就像带头的
老大。在我们街上，这个人就是
绰号“镇天桥”的李二哥。

李二哥身世悲惨，家境贫
寒。他的父亲是货场扛大个(搬
运工)的，在他10岁那年，有一次
他父亲在往火车上扛200来斤
的粮食包时，不小心从晃悠悠
的踏板上摔了下来，肋条断了
好几根，腰脊椎也受了伤，从此
不能从事体力劳动。母亲在街
道手工组当临时工干杂活。和
他差不多大的孩子还在街上顽
皮打闹惹事时，李二哥就知道
想方设法自食其力地挣钱贴补
家庭开支，为家排忧解难。他拎

着根绳子在天桥南头蹲着，等
到满载重物的地排车上天桥，
他就把绳子拴在车把上的套环
里拉套子，一次能挣五分钱。听
大人说，他的绰号“镇天桥”就
是拉套子时获得的。有一回，
几个一同拉套子的成年人不
知出于什么想法，执意和他打
赌，说是如果李二哥自个能把
一架满载块炭的地排车拉上
天桥，就请他吃大观园里济南
闻名的“狗不理”肉包子。年轻
气盛的李二哥一点也不含糊
地答应了，并且还真做到了。
大家目瞪口呆，难以置信，佩服
得五体投地。“镇天桥”的绰号
随之叫响。

李二哥力气大，功夫好，可
从不恃强凌弱。那时，可能是受
造反派武斗的影响，街上经常
发生打架斗殴事件。有一回，临
街的几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气
势汹汹地跑到我们这条街上惹
是生非，气焰非常嚣张。有人就
叫来李二哥。他们仗着人多势
众，没把李二哥放在眼里，甚至
口出狂言。只见李二哥平静地

看了他们一眼，慢慢地脱掉粗
布褂子，亮出胳膊和前胸结实
的肌肉，不动声色地把旮旯里
那个有两三百斤重的石碾子竖
起来，推到路中央，稳稳地坐在
上面，面不改色心不跳。那帮人
都看傻了，他们没想到世上还
有这么大气力的人，要是真动
手，那不是自讨苦头。一个个赶
忙道歉认错，以后再也没有在
我们这条街道出现。

最让人佩服的是李二哥眼
里有老有少，讲义气爱打抱不
平。记得街上有一个孤身老奶
奶，身体不好，没有人照顾。一
有空闲时间，李二哥不是给老
奶奶打扫卫生就是帮着提水、
买煤炭粮食什么的，不知道的
会以为他是老奶奶的孙子呢。
那时我只要有零钱不是和其他
小伙伴一样买零食吃，而是积
攒着买小人书，李二哥对我这
个习惯非常赞赏，见了我总是
拍拍我的小脑袋，问候几句，如
果他口袋里有瓜子、柿子皮之
类的零食，也会慷慨地给我一
点。有一回，我在街上随走随看

刚买的小人书，不知从哪里过
来几个半大孩子冷不丁地把小
人书抢走了，我对这些孩子的
大个子感到发憷，又气又急又
心疼，禁不住哭了起来。此时，
李二哥正好路过，他大步流星
追上那几个孩子，厉声训斥他
们不学好，李二哥的声音底气
十足，震耳发聩，吓得那几个半
大孩子连声求饶，发誓以后再
也不以大欺小了。李二哥把小
人书还给我，语重心长地说，小
兄弟，遇到事情不能只知道哭，
哭是不当事的。这句话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潜
移默化地影响指导了我以后对
待生活、对待所经历一切的态
度。

后来，由于拆迁等原因，我
们家先后几次搬家，和过去的
老街坊邻居逐渐失去了联系，
也没有听到有关李二哥的一点
消息。写这篇文章时，离别近四
十年的李二哥那和气又坚毅的
面容不时浮现在眼前。

值得我永远尊敬的李二
哥，您还好吗？

□陶玉山

【忆海拾珠】

■德国女孩的启蒙

早在一百年前，现代体育的
滑冰运动传到济南。但从近一个
世纪的实际情况看，济南好像和
滑冰运动没有多少缘分。在冬
天，这座城市的湖泊结冰期也就
一个来月。尤其是近几十年来，
可能是天气变暖的原因吧,好歹
到了冰天雪地的季节，不等你准
备好去滑冰的时候，那湖面的冰
层就开始融化了。回想从前旅居
北京期间，湖面有三个多月的结
冰期，业余时间可以在北海、什
刹海或是单位自行泼水冻成的
冰场，尽情地滑冰健身和娱乐。
那时，脚穿花样冰鞋，在冰场上
跑动、跳跃、旋转的倩影，至今难
忘。而我学滑冰所受到的启蒙，
始自我家住在济南商埠魏家庄
的童年时代。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济南已
有滑冰运动，但规模不大。从事
这项时令体育活动的人士，多为
高等学校师生、专业运动员、外
国侨民等。那是我上小学的时
候，母亲病了，在商埠斜马路附
近的德华医院住院治疗。院长是
德国人沈大夫，他家住在医院楼

上，几次叫我去他家玩。慈祥好
客的沈太太，还做些点心让我和
她的两个女儿一起享用。这两位
德国小朋友是八岁的爱格和六
岁的奥达。时值隆冬，沈家在医
院的后花园泼水冻成一处小冰
场，爱格和奥达姐妹天天在那儿
滑冰。因为母亲住院不久痊愈回
家，我只是看了几次她们滑冰，
试滑了一下，没有来得及多学。
当时，她们边表演边给我讲解滑
冰技术，包括使用冰刀的里刃、
外刃、正8字、倒8字……

■光顾大明湖冰场

十几年过去了，我上大学的
宿舍在北京燕园未名湖畔，一到
冬天，湖面便是天然的滑冰场。
有体育老师指导，有同学们帮
助，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
学会使用冰刀的里刃、外刃、正8

字、倒8字等。及至大学毕业，我
已能做些跳跃、旋转等难度较大
的滑冰动作。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回到
济南。当时，天寒地冻，大明湖铁
公祠南的湖面有个公共滑冰场。
冰面光滑，环境优美，还有《溜冰
圆舞曲》等悠扬动听的音乐伴

奏。一次，我正在热身滑倒8字的
时候，有位军人同志叫住我，说
他“滑的倒8字怎么转不过身？”
我请他先滑个正8字，见他的基
本功挺好。再看他滑倒8字的问
题，提醒他在冰刀的里刃变外刃
刹那间，注意转身扭一下屁股。
结果，他当场学会倒8字的动作。
这位军人同志非常高兴，我和他
高兴的不一样，而且带点感叹。
啊，三十年前，那两位德国小朋
友教我滑冰；三十年后，竟然有
一位志同道合的滑冰爱好者和
我交流滑冰心得。时代，事情，环
境，人物，一切一切变化这么大！

■打滑出溜和冰床

济南的滑冰运动虽然未能
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但民间有些
其他有益身心的冰上游戏。这方
面，最简单的冰上游戏就是打滑
出溜。它因地制宜，街头巷尾孩
子们找个冻冰的地段，确定个起
跑线，比赛看谁滑得远。再有个
冰上游戏，是孩子们喜欢的滑冰
车。滑冰车，也称冰床。在大块木
板下面安上铁条之类，由人力拉
着或推着在冰面上滑行。有的冰
床在木板下面装置冰刀，单人盘
腿乘坐车上，自己用两根棍棒撑
着走动。众多滑冰车驰骋在冰封
的湖面，尤其是雪后，白茫茫的
冰面划出无数闪烁的印痕，堪称
济南寒冬腊月里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体育运动项目中的轮滑，俗
称滑旱冰。这项体育运动在我小
时候，也和滑冰运动一样很不普
及，济南备有轮滑轱辘鞋的人家
也少。那时候，在马戏团、杂技团
的演出中，有时能看到单人轮
滑、双人轮滑的特技节目。但后
来由于场地方便、季节不限等有
利条件，济南的轮滑运动比滑冰
运动发展更快，早已大众化了。

近年来，济南人工滑冰场、
人工滑雪场的出现，实在可喜。
新兴的人工滑冰场地处市区，对
于滑冰爱好者来说，既解决了济
南结冰期短的天时问题，又具有
交通往来的地利方便。

滑冰的孩子们。

老济南的滑冰
【口述城事】

□张世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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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济
南已有滑冰运动，但规模
不大。从事这项时令体育
活动的人士，多为高等学
校师生、专业运动员、外国
侨民等。虽然济南的滑冰
运动未能大规模地开展起
来，但民间有些有益身心
的冰上游戏，最简单的冰
上游戏就是打滑出溜了。

1913年,德国侨民菲舍尔
在大明湖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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