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6 2014年4月11日 星期五

编辑：翟恒水 组版：陈华

今日济阳

澄波湖

刘刘台台西西周周古古墓墓 逄逄公公分分封封之之地地

花落是对春天最好的回报

澄波湖畔

赵文静

春天总是极美的，风是
轻的，它悄悄抚过你的脸
庞，撒下一串串的温情，小
河的水温柔地流淌出一股
又一股欢快。花红柳绿，就
连春天里的人都精神起来，
你瞧那五彩的衣衫，恰似多
情的花瓣，流动在街街角
角，流动在人们的眼光里。

我喜欢春天，是因为喜
欢极了春天里的花，每一种
我都爱。先是迎春花，还是
春寒料峭时，街道上那么多
的树枝都在沉睡着，突然，
你就发现，路边的迎春，不
知道什么时候，就吐出了一
朵又一朵的小黄花，对着你
调皮得眨着眼。才刚刚看了
两天迎春，忽地又见着，杏
树悄悄地打了花苞，那粉红
色的花苞啊，小精灵似的栖
在树枝上。紧接着，桃花开
了，樱花开了，海棠花开了，
梨花也开了，路边，公园，地
里，满是的。这些花儿呀，你
方唱罢我登场，春天顿时成
了大舞台，花儿开了一场张
扬的盛会。

我则成了赶会的人儿，
每天里，骑了自行车，或是
步行，追寻着花的脚步。正
艳的杏花还没看够，就惦
记上了娇美的海棠，海棠
笑得像小姑娘时，那桃花
啊、梨花的倩影已经在我
的脑海里活灵活现了。那
样的日子里，我的整张脸
都是舒展的，似乎每一个
细胞里，都流出快乐来。
赶花会的，不止我一个，那
么多的人和我一样，爱极了
这个多情的春天。公园里、
田野里、马路边，有花的地
方到处都是爱花人的影子，
你看呀，他们举着手机、端
着相机，镜头里的，人面春
花，人比花儿俏，即使那镜
头里是年长的老奶奶，也美

成了一朵娇艳的花儿，每一
条皱纹里都泛着一朵喜悦。

这样美的光景，却是极
短的，一场一场的花开，紧
随着就是一场又一场的花
落。爱花的人，免不了伤怀，
这大美的春光，一忽儿就要
过去了，那些美丽的花儿
啊，随风飘落，最终化为泥
土栖在树下。

花儿在枝头绚烂了整
个春天，又栖于树下，化为
泥土，给树以营养，等待着
来年更好的花开，这是对
春的回报吗？我想，一定
是吧！这样想着，心里便
一阵暖，那些浮动在脑海
里的花，又一朵一朵鲜活
起来，我似乎看到，它们舞
动着柔美的身姿，在尽情地
回报着树木。

花落的季节里，我回老
家，迎接我的，是儿时素日
里爱吃的菜和零食，以及父
母皱纹里都掩不住的快乐。
与他们拉家常，问他们换季
了需要添些什么衣裳。他们
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说有的
是衣服穿，什么也不要。他
们总是这样，从来不要我给
他们什么，偶而买件衣服，
就怪我乱花钱。我很诚心地
说：“你们需要什么，一定要
告诉我，能够给你们做点什
么，我才高兴！”母亲说，歌
中不是唱了吗：“常回家看
看，回家看看，老人不图儿
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
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母亲说得满脸温情，眼里流
出的光都是满满的爱意。

我的心却一阵酸，又想
起那些落花来，它们栖在
树 下 ，给 树 所 需 要 的 营
养，想来，花落才是对春
天最好的回报，其实，亲
情不也一样吗！

这样想着，我的心，又
暖起来了。

【春天】

作者 思语

春天是柳枝上的笛
穿越沉默的荒原
终于扬起欢快的鞭
为所有的生命
唤醒一切可能的想象
而此时，所有的文字都

苍白无力
只能等待一场雨的温

润
邂逅一阵风，化茧为蝶
春天是新娘的笑靥
半掩含羞半掩媚
期待一个穿越黑夜前

的黎明
慢慢品读缀有花香的

诗句
用生命润色的每一句
每一行

都充满张力

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
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
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今日济阳》特开辟《澄波
湖》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
拍我秀”、“济阳地理”、“济
阳文化”、“古城旧事”、“名
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
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
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
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
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
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
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绍
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
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

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
“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
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
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
者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
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
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
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
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
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
责。

投稿邮箱：q lwbjr jy@
1 6 3 . c o m Q Q 群 ：
229717843

济阳地理

刘台遗址作为重要历史遗
址，1 9 9 2年6月由山东省人民政
府公布为省级第二批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
措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
保护遗址，你看那个是监控。”王
洪德指着高挂在电线杆上的圆
形摄像头说道。

“摄像头挂在二十余米高的电
线杆上，能三百六十度旋转，对方
圆两公里左右的地面进行实时监

控。”王洪德说，自己除了定时来遗
址巡查，还在家通过视频软件进行
二十四小时监控，以防止对遗址进
行深挖作业，防范来历不明的人恶
意接近遗址。

王洪德称，刘台遗址的保护离
不开村民的配合。村民都自觉对刘
台遗址进行监护，并且教育自家的
孩子也要保护遗址，不要破坏监控
器械。“2008年，不明外地人趁夜间
用挖掘机盗挖遗址，一早上班的在

面粉厂工作的村民发现后，主动报
告村里。”

“村民保护国家文物，也是在
保护自己老一辈传下来的民俗传
统。”王洪德深有感触地说。当地村
民之所以自觉保护遗址，并没有把
遗址看成与自己无关的古老文物，
而是看成自己家乡历史人文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是祖辈传下来的民
俗传统的一部分，从而有意识地进
行看护。

刘台遗址，位于曲堤镇姜集管区的刘台村西，曾出土大量西周时
期诸侯级别的器物，对研究周初齐国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此外，遗
址还是当地传统民俗中的圣地，乡间流传它能除灾降福惩恶的传说。
1992年6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得到国家和村民的联合看护。

省级重点文物，村民自发保护

“在附近村民看来，刘台遗址
不仅仅是历史遗址，还是十里八乡
祭拜祈福的传统圣地。”王洪德说，
刘台遗址的遗址碑前一米处有个
不到半米高的简易砖瓦祠堂，四周
插满红旗，颜色鲜艳程度不同。地
上的茅草已经被烧得只剩根部，周
围散落着纸灰和水果供品。

王洪德表示，每年三月三、六月
六、九月九、春节、结婚前夕还有久病
不愈时，远近村民都来祭拜。“大家带
着烧纸、水果、蛋糕祭拜。”有时还会
买几根红旗，插满遗址四周。早在考
古发现之前，老一辈就传说这是古代
祖先的坟墓，能降福消灾，村民来这
里祭拜已经成为世代民俗传统。

“刚记事的时候就听老人讲，
要是哪家结婚前摆宴席缺桌子、凳
子的话，就在前一天来这里报个数
目，第二天需要的桌子、凳子就全
数摆在门口了。”王书记回忆道。旧
社会缺衣少食、民生艰难，村民有
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或者担心的
事情就来这里祈求，慢慢形成了一
种习惯流传下来。

刘台遗址曾作为护佑百姓的
圣地，遗址神圣不容侵犯，破坏遗
址会得到惩戒的传说也在乡间流
传着。

“1938年土匪打算来扫荡刘台
遗址的时候，行至一公里外的曹
家，所有的马匹突然如遇急川大河

般焦躁不安，死活不前，最后土匪
只能绕道。刘台也成为这一带唯一
躲过洗劫的村庄。”王书记说，据说
当时土匪也认为这是此地神圣不
容侵犯的缘故。

在1945年，当地八个人年轻气
盛，不顾村民劝阻强行扒开刘台遗
址的墓地，想看个究竟。王洪德称，
事发后第二天，在刘台遗址上空天
降冰雹厚达半米，遗址周围的田地
则未降冰雹。

“后来几年中这八个年轻人全
部意外死亡，有撞死的、病死的、上
吊的……”王洪德说，这样的故事
在乡间口耳相传，让村民对此充满
了敬畏。

降福消灾，圣地不可侵犯

近日，记者来到曲堤镇姜集
管区的刘台村，远远看到村西麦
地中有块凸地上面插着五面小
红旗，迎风招展。爬上这块十余
米长、两三米高的凸地，就看到
在红旗和小树之间立着一块青
色的石碑，上面刻着“刘台遗址”，
标明省级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刘台遗址不仅仅是我们脚
下的这块高地，除了中间的冢状

凸 起 ，总 面 积 达 2 0 0 0 0 余 平 方
米。”刘台村书记王洪德说，周围
的麦地包括在内。

王洪德称，刘台遗址，又称
逄氏墓地，是1957年文物普查时
在曲堤姜集刘台村发现的西周
古墓群，其出土资料为研究周初
时期的济阳乃至齐国历史提供了
珍贵的参考资料。

据悉，1979年—1985年，考古
工作者对其中的六座墓葬进行了

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西周时期的
文物。其中6号墓出土了只有诸侯
才可使用的六鼎五簋，并且器物大
多带有“逄”字。

“有历史学家根据遗址出土器
物的铭文分析，距今约三千年。”
王洪德说，逄公已被分封到济阳
做诸侯国君，并且娶了周昭王之
女为妻。逄公是逄伯陵之后、文王
祖母太姜之侄，姜集之“姜”也由此
而来。

西周诸侯古墓，出土三千年器物

本报记者 梁越 实习生 崔光红

刘台遗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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