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山师校园四季如画，那
是一点都不夸张。山师校园不
仅具有地势层层高的气势美，
也有古朴庄严的建筑美，更有
精心绿化的环境美。在校园
里，天天看不够，处处都是景，
春天的景致尤为赏心悦目。

春风一吹，万物复苏。三
四月的校园里，最早从冬眠里
醒过来的那些花树，都急不可
待地躁动起来，吐芽的吐芽，
吐苞的吐苞，忙不停地赶着自
己的花期。随着气温的持续回
升，沐浴着温暖和煦的阳光，
用不了几天，整个校园就变成
一座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大
花园。

还在春寒料峭时，映月亭
周围，一蓬蓬、一丛丛黄灿灿
的迎春花、连翘花就相继绽开
了喜人的小喇叭。仍裹在冬装
里的人们，一看到她，马上就
听懂了小喇叭里传递出的春
暖花开的信息。可不是嘛，曦

园里那一棵棵白玉兰很快就
有了动静，不等发出叶芽，光
秃秃的树枝尖头，竞相冒出花
苞，不经意间，神长的花骨朵
就让春风给吹开了花瓣儿，一
大朵一大朵洁白的玉兰，像白
雪公主，孤傲地挺立在枝头，
鲜活倔强而圣洁，似乎她是在
为自己争春斩获了好名次而
自豪。教学楼前后的红玉兰紧
随其后，密密层层，火火辣辣
地开了个痛快。

只要有花率先开放，春花
闹春的大戏就算拉开了大幕，
整个校园里，所有春花全都按
捺不住了，她们来不及错时，
纷纷登场。紫荆花密密麻麻地
挤在一起，开成了一根一根的
花棍，那抢眼的紫红，着实好
看。火红的贴梗海棠，粉红的
榆叶梅，她们都层层叠瓣儿，
成串成串地相继盛开，艳丽喜
庆。大气的海棠和媚人的丁香
总是搭伴而开。海棠树上刚冒

出的骨朵，鲜红鲜红的，镶嵌
在鲜绿的嫩叶间，就像一挂挂
红宝石胸坠，等花慢慢绽放
后，十多个花瓣开成了粉丹丹
的圆花，繁花似锦，落落大方，
难怪连周恩来总理都特别喜
欢海棠花！白、紫两色丁香，在
尖圆的绿叶衬托下，无数小花
枝围绕一根主枝组成一大穗，
素雅夺目。白丁香高洁，紫丁
香温柔，其实丁香花最夺人的
就是她那袭人的芳香，轻风一
吹，香气悠远扑鼻。

文化楼前后的梨树，年年
都是观花的热点，枝叶繁茂，
花朵稠密，雪白雪白的梨花覆
盖了整个树头，要不是有绿绿
的小梨叶衬托其中，还真以为
是下雪了呢！樱花一开，更是
夺人眼球，花瓣儿重重叠叠，
花朵密密麻麻，花色红红艳
艳，而且花期长。谁走到这条
路上，若不被花团锦簇的樱花
吸引，那才叫怪呢！

每到这花季，花忙，人也
忙。上下班的老师，课余饭后
的学子，远近慕名而来的游
人，都争分夺秒地来赶花市。
赏花人就像蜜蜂一样，围着各
种花转，五彩缤纷的春花，撩
拨得人们心花怒放，个个脸上
笑得那个灿烂，简直比花还
美。男女老少都纷纷打开相
机，掏出手机，聚精会神地锁
住这最美的春光，兴致勃勃地
把自己和最喜爱的花卉一起
定格在镜头里。

其实，山师校园一年四季
都美景如画，只是美的亮点不
同。春天美在花上，夏天美在树
上，秋天美在叶上，冬天美在松
枝上。春天姹紫嫣红，夏天浓荫
蔽日，秋天彩叶缤纷，冬天雪压
青松，试想，哪一个景不美？哪
一种美不是画？哪一幅画不令
人心旷神怡？能在这般四季如
画的校园里学习、工作、生活是
何等幸福啊！

猴谷趣事多

老舍旧居的冬天

【休闲地】

□赵峰

文/画 张国华

春天到山师来赏花
【历下亭】

□黄杏林

济南跑马岭野生动物世
界历经十多年的风雨之后，将
于今年年底移居济南东部。我
曾就职于此，好几年的时间几
乎和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动
物们朝夕相处，目睹了发生在
它们身上的很多有趣故事。

在野生动物世界，我觉得
最有趣的莫过于猴谷了。刚开
园那阵子，在大门南侧建了个
偌大的猴谷，汇聚了二千多只
猕猴和长尾猴 ,这些“孙大圣”
的后裔进入这片天地后，从来
没有安分过。人家不见外，很
快把园子当成了自己家，可劲
儿折腾。这些患有“多动症”的
家伙在园子里呆腻歪了，时不
常地想出去走走，去济南市里
逛逛也是常有的事，喜欢走长
线的还到过淄博和潍坊。最让
管理人员头痛的是，这些家伙
还去周围老百姓的庄稼地里

“帮着”收庄稼和水果，有时在
树上吃得忘乎所以，和村民遇

个正着，丝毫没有做贼的惶
恐，反倒一副处变不惊模样。
不轰它还好，只要你稍有不
恭，它就使劲晃树，以致连尚
未破坏的果子也纷纷落下。一
副小人得志、“反正你逮不到”
的神态，让人哭笑不得。

去猴谷多了，就会发现没
有比猴子再“小人”的了。猴子
天性势利，哪个头厉害就归顺
哪一个，给东西吃就对你友
善，不给东西就想办法掠夺，
特别对女性和孩子这些弱势
群体，更是抢你没商量。但就
是吃着你的东西，也还是满腹
狐疑地看着你，生怕你有什么
阴谋。

后来猴谷变成封闭性的
了，猴儿们一下变得养尊处优
起来，过起了“饭来张口，衣来
伸手”的幸福生活，周围一下
安静了不少。

猴谷里还住着一位曾经
风云一时的“大腕”，大家都叫

它二宝。二宝曾经跟着搞表演
的主人天南海北闯世界，见识
过不少的场面。过多的掌声让
二宝变得不可一世，似乎谁也
瞧不上。它的母亲还有妹妹都
被它蔑视，因为吃东西，它恐
吓过母亲，还咬伤过妹妹，整
个猴谷一个朋友也没有。表演
猴的待遇要高于普通猴子，水
果、花生、栗子、鸡蛋从没有断
过，它一身的“武艺”，没点物
质刺激不行。

天有不测风云，猴也有旦
夕祸福。在一次表演中，二宝
出事了。由于太投入，粗心大
意摔坏了下肢。主人想了很多
办法为它医治，打针抹药的，
都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它的下
肢截瘫了，走路的时候，只能
倒立着行走，不知道的还以为
它始终是在表演的状态中呢。
它自己倒是无所谓啊，关键是
二宝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谁来
照顾呢？

出乎二宝意料的是，不计
前嫌的母亲和妹妹，默默地替
它负起养育孩子的重任，细心
的程度一点不比它差。特别是
它母亲，整天让那只星二代骑
在背上，只要有好吃的，就先
让这个娇气的小外孙吃。这幕
隔辈的亲情让很多来此观光
的人看得眼里热热的。恰巧妹
妹也刚刚产子，就让两个孩子
吃自己的奶水，照料“外甥”起
居，视如己出。

听猴谷的主人说，猴子可
以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食物，
打得天昏地暗，咬个一塌糊
涂。甚至为了谁对谁一点无意
识的不尊，大打一场又一场猴
毛乱飞之仗，可打完仗就忘
了，从不在战争中结仇。

我因工作调整久未到猴
谷，前段传来不少的喜讯，特
别是二宝的截瘫终于不治而
愈。通过这次经历，二宝应该
悟到不少东西吧？但愿！

父亲晚年最大的爱好就是登
山，也因此结交了一帮铁杆儿山友。
他们除了每天绕游英雄山以外，每
月会组织两次近郊登山活动，在父
亲的带动下每年还要远足几次。

父亲思想现代，富有娱乐情趣，
懂得享受生活。在他参加登山队之
初，外出登山的朋友们大都是自带
饮食，在父亲的倡导下，山友们逐渐
洒脱起来，登山时轻装简行，然后饭
店小聚一起发表一下登山感慨。

父亲年轻时就走遍了大半个中
国，但母亲去过的地方却有限。我工
作以后，父亲就开始带着母亲去旅
游，他们先后去过桂林、海南、云台
山、华东五市、港澳、张家界等地。去
年定了去韩国，因为爷爷去世没有
去成，今年定了去台湾，临走却查出
了大病。拉开父亲的抽屉，整整齐齐
摆着他和母亲的港澳通行证、来往
台湾通行证等等。父亲懂得生活、享
受生活的理念一点点感染着山友
们，渐渐地，山友们也开始出门旅游
了。父亲去世后，听说他的山友们集
体去了台湾，当时父亲要去时他们
都还没想开，如今父亲走了，也许他
们突然明白了些什么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旅游在
外，就曾坐过马车，乘过大轿，试过
滑竿，划过竹筏；也曾与人打赌男扮
女装招摇过市。父亲是这样极富娱
乐精神的人，可能就连现代自诩时
尚的年轻人也望尘莫及。济南市的
每座高架路建起来，父亲都要第一
时间前去视察，发表一下感慨与想
法。

我是独生女，虽说承载了父母
所有的爱，但也肩负着对父母所有
的关爱和陪伴。我是职业女性，父亲
生病之初，就有人对我说过“忠孝不
可两全”。的确，我没有完全选择

“孝”，很多工作和学习的机会，终究
是放不下。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在医
院的日子有要好的山友陪伴；回到
家，有亲近的山友送来急需的氧气
瓶；父亲走前两天，见到了所有他想
见的山友；父亲下葬时，有山友代表
送他到山上。

记得曾有人说过：“世界上最奢
侈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人。谁的
时间都有价值，把时间分给了你，就
等于把自己的世界分给了你。”我能
说的，只有感谢、感恩！父亲生病期
间，我经历了工作的变更，通过了研
究生的论文答辩，坚持着国学的学
习。这都是父亲的山友们帮助了我，
给了我这些本应属于父亲的时间；
是父亲的山友们激励了我，搀扶我
一同陪伴父亲走过最后的时光。叔
叔伯伯们，闺女给你们磕头了！

【泉城记事】

献给父亲的
山友们
□邵洁

在齐鲁大学长柏路西段
坐落着11号小楼（原为长柏路
2号)，与其他别墅相比，从样式
到建材都毫不起眼，中规中
矩，却应了那句话“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这里便是老舍故
居，虽然老舍仅在此居住了两
个多月。

老舍1930年受邀到齐鲁
大学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
兼文学院新文学教授，并任

《齐鲁月刊》编辑部主任，在齐
鲁大学开设新学课程，给国文
系的课程带来了清新之风，深
受学生欢迎。1934年转到青岛
山东大学，1937年7月回到齐鲁
大学，11月份再次离开，在齐
鲁大学工作共计 4年半的时
间。

胡挈青女士在《旧居》一
文中回忆了1937年这段往事：
我们刚回济南的时候，暂时住
在齐大校园内的“老东村”平
房内。不到一个月，又搬进了
齐大校园内的长柏路2号。这
座灰色砖楼的结构颇为别致：
由当中并列的两个楼门和平
行上升的两个楼梯，把小楼一
分为二，东西各半。我们住的
是东半楼。楼下的两个大开间
作为客厅和书房，楼上三间作
为卧室。厨房在楼下。这一带
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小楼，住
的多是外籍教授，环境很美。

楼前楼后有不少苍翠的松柏。
站在我们的卧室里，可以在晴
空下远眺千佛山和马鞍山的
秀色了。只是，这时已国难当
头，兵荒马乱，谁还有心思去
观山景！老舍在长柏路2号只
住了两个来月。

老舍一生中去过很多地
方，除了家乡北京，还先后在
伦敦、纽约、济南、青岛、汉口、
重庆、成都居住过……但在老
舍一生的散文里，唯独描写济

南最多，而且都写得那么动
人，那么经典，脍炙人口；还是
在这儿，老舍有了第一个小
孩，起名为“济”；四年住下来，
人与事的交往与联系，快乐与
悲苦的代换，都深深地印刻在
老舍心里，这里便成了先生笔
下的第二故乡。

画中的11号小楼还是几
年前的景象，现在再去看恐怕
会失望，小楼大门两边被围成
了两个独立的院落，西侧用竹

子围成，一棵梧桐树从留出的
空洞里斜斜伸向天空；东侧红
砖垒砌的院墙上扎满玻璃碴，
从南门进入后只剩中间一排
狭窄的楼梯，楼上楼下东西各
两扇防盗门，透露出的唯一信
息是住有四户人家，料谁也想
不出当初的格局，只得借胡女
士的回忆想象一番了。

往事虽不如烟，却如一颗
投入太平湖的石子，溅起的涟
漪向远处荡漾开去……

寻寻寻踪踪踪
齐齐齐鲁鲁鲁大大大学学学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风，软软
的，阳光，暖暖的。身处泉城，处处美
景让人陶醉。走进公园赏花，登上山
岭踏春，心中的郁闷，不觉被阳光融
化，多日的块垒，让风儿抚平。踏春人
与天地，是精神的交流，是气息的吐
纳。赏花花悦目，观景景宜人，徜徉花
径，漫步林间，一抹抹新绿，一声声鸟
鸣，直把心儿激活，把歌喉放开，激情
洋溢，不吐不快，即兴赋诗———

百花公园花彩排，
花仙姊妹试妆来。

不知天机谁泄露，
鸟鸣绿柳催幕开。

迎春姑娘黄纱裙，
亮相寒林博头彩。

淡妆玉兰婷婷立，
不施粉黛自俊白。

樱花如雪堆满枝，
碧桃妒意上红腮。

细看红梅骨朵密，
只待春风一夜开！

满园接踵赏花客，
乐得踏歌报春回。

春日放歌
□韩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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