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热，虽有电风扇，却不怎么
敢开，因为母亲身体的原因。实在
忍不住开了，也一定会将其方向
固定住，只朝着我们送来凉风。

晚上，一家人看着电视，感
到身上热腾腾难受，便拿来报纸
当扇子扇了几下。一旁摇着蒲扇
的父亲见了，起身走到书橱旁，
折回来时，就递给我一把扇子，
是现在很常见的塑料制品，去超
市购物时的赠品，外形有点像团
扇，姑且叫它山寨团扇吧。这种
扇子真是没意思极了，因为没有
支撑，一扇，扇面来回乱晃，实在
不凑手。

内心止不住地生出失落，想
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在上小
学，那时，家家都有几把折扇。扇
骨是竹木的，底部厚而窄，越往

上越薄而宽。纸做的扇面，一般
是正面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
也有的是书法作品，背面一般无
字无画。夏天暑假时，我们几个
年龄相仿的孩子，喜欢天天聚在
一起玩，那时，电风扇已经兴起，
可折扇还是大有用武之地。还有
人学电视里的风流才子，把打开
的折扇啪的一甩，它便立时收拢
折叠到一处，真是太有范儿了。

折扇造型古朴精美，扇面上
绘制的又都是传统绘画书法作
品，本身就是一个漂亮的工艺
品。我们就时常盯着它，互相把
玩观赏对方的折扇，好像总也看
不够。记得，我家的折扇多是山
水花鸟图案，邻居姐姐家的折扇
中有书法作品，那些墨宝，有漂
亮的正楷，有潇洒不羁的草书，

或端庄大方，或刚劲有力，或遒
媚秀逸。虽然好些都不认得，却
不自觉地喜欢。

当然，不只有折扇，那时，
我还有一把团扇，好像还是从
老家带来的，那团扇其实也不
是古装剧中常出现的那种样
式，它显然已经有了改进，有折
扇的影子了。忘了那柄是什么
材质的，只记得它是分为左右
两半，展开来就是一把团扇，扇
面上也是花鸟画，不用时合起，
就缩成比一般折扇还要矮一半
的短短的一截，拿在手里很方
便，我经常把它拿去学校。我
想，它是综合了团扇与折扇的
特点吧，比传统团扇便于携带，
比一般折扇更有种妩媚的味
道，毕竟，那团扇，似乎更是为

女子所专用。
最朴实无华最草根的当然

要数蒲扇了，用蒲葵叶制成，很
接地气。那时农村老家，它是家
家户户必备消暑之利器。现在，
家里也有一把蒲扇，它应该是最
古朴、最天然的，像一个村姑，没
有城里姑娘的时尚美丽，却有一
份别样的生动，还有力气，扇出
来的那风，呼呼有声，阵阵凉快，
真是倍儿爽。

现在，很少见到有卖折扇和
团扇的了。习惯了电风扇，习惯
了空调，人们的手里不再有扇，
即使有，也是那种以商业广告充
当扇面内容的扇子，传统远远地
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孩子们也就
自然失去了爱上一份传统文化
的机会，想来实在可惜。

夏日静美荷花湖

流落凡间的王府池子

【行走济南】

□孙建文

折扇团扇大蒲扇【休闲地】

□邱蕾

周末出去办事，正好穿过
泉城公园，因为时间还早，便慢
慢在林间小道间穿行，边走边
看那些葳蕤的草木、攀爬的植
物、鲜艳的月季，不知不觉间眼
前竟出现了一片荷花池。

池边不长的道路上，一些年
长的摄影爱好者正举着或架着长
枪短炮，专注地定格镜头画面，有
的则在小声地交流。在这个没有
多少阳光的周末的早上，他们来
这里寻找心中的那份美丽。看到
这么多热心创作的人，我多少有
些诧异，自己经常在公园散步，竟
没有留意到这处美丽的风景。

离开荷花池，走了没有太
远，迎面过来一位中年妇女，问
我：“请问知道荷花湖在哪里
吗？”我犹豫间，旁边一位晨练的

老人为她指出了大体方向，就是
我刚刚看到的那个荷花池了。

“荷花湖”，这是一个多么美
丽的名字，这名字竟然让我内心
有了一丝小小的冲动与自责，我
怎么就没多待一会儿呢！

下午抽出空来，我又直奔
那个让我牵挂的荷花湖。到了
那里，那些摄影者已经不见了，
却听见蝉一遍遍不知疲倦地唱
着夏日的歌。在湖的南边，平整
的地面上有一些休闲座椅，上
面三三两两坐着休闲观荷的
人。在湖边，我看到在一块石头
上写着 “荷花”二字，这大概
就是荷花湖的来由了吧。

我沿着环湖的路行走，看到
有的老人由家人推着，有的带着
孩子，有的陪着爱人，他们都是

来观荷的。环湖那一圈弱柳，与
湖心小岛上的柳树依依相对，增
加了这片湖的柔美。远处马路上
车辆的声音传过来，与蝉鸣的声
音混合着，反而没有影响到这湖
的静，这荷的美。它们兀自独立
地存在着，在属于自己的这片小
天地里默然绽放生命的光彩。

从湖边仔细望去，湖里的
荷叶已经完全覆盖了水面，像
一把把小伞直直地向上挺立
着，又像女人晚礼服的裙装，显
得高贵典雅。那些饱满绽放着
的荷花，像女人绽开的绯红的
笑颜，掩映在绿色的裙装中，羞
涩地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美丽的
舞姿与娇美的容颜。

看吧，这或高或矮的荷，尽
管紧紧挨着，却层次错落，都在

水面上自由伸展着，没有丝毫的
纠缠与压抑，没有一点扭捏与拘
束，它们大方地展示着，相互礼
让着，不为外界喧哗干扰，以一
种和谐的静美共同创造着这一
片时空，它们蓬勃的生命在夏日
的时光里尽情地抒发着心中的
赞歌。这一湖的荷相互簇拥着，
像一大块天然的绿色翡翠镶嵌
在公园北门里面，点点荷花就像
是它的眼睛，闪烁着迷人的光。

荷与柳，代表着济南的美
丽与温润。在这样的夏日，在这
个幽静又繁华的公园里，荷花
湖在做着一个美丽的梦。站在
它们旁边，不得不经受它们的
熏陶与感染，浮躁的心也能慢
慢趋于平静，心里不期然就会
生出一些美的情愫来。

小学四年级暑假的一个傍
晚，父亲对母亲说明天要下连队
办事。连队的领导是我曾经的同
学小英的爸爸，原先和我父亲在
一起上班，因为工作需要一年前
调到另一部队，小英全家也跟着
一起搬走了。我央求父亲带我去
看小英。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吃过
早饭，急忙跟随父亲出发。吉普车
一直向东开着，我好奇又兴奋，这
是第一次跟父亲坐车外出呢。

见到分别一年多的小英，别
提多高兴了，我们不仅是从小的
玩伴，还是同桌的好朋友。小英说
很想念我们，新家这边是郊区，学
校的老师没有以前老师教得好，
但是很和蔼，同学们也很友好。我
给小英带来一张红色的、我亲手
刻制的剪纸《小朋友爱劳动》，小
英给我一副橘红色的毛线头绳，
我们说着笑着开心极了，这时通
讯员叔叔来叫我回去了，尽管不
情愿还是不得不走。在回家的路
上，我对父亲说：“我还会再来看
望同学的，我知道去小英家的路
怎么走，沿着马路两边的绿树一
直向东，就能找到。”父亲和司机
叔叔听了哈哈大笑。

回去我跟几个同学说了，正
值学校放暑假，小伙伴们听说我
认路，都想去看看小英。我们四个
小伙伴怕大人不同意，决定悄悄
地去一趟，中午吃过饭就走，晚饭
前就赶回来。

我们四个女孩子从原先的
“八一大礼堂”东边的部队宿舍大
院出发，沿着自由大街往东走，我
们一路上讲着学校里的趣事，讨
论着假期作业。天气真热啊，就连
树上的知了都不叫了，在路上走
得浑身都是汗，口干舌燥，人困腿
乏，我们走了三个多小时还没走
到。小萍说：“太远了，要不咱们坐
公交车吧。”因为没有思想准备，
出门既没有带水更没有带钱，我
们只好继续往前走。小蕾说：“我
们走得对不对呀，这么长时间怎
么还没到呀？”小燕说：“要不我们
回去吧，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心
里也不怎么坚定了，记得小英家
所在的连队在济南东郊钢铁厂附
近，我们跟一个阿姨打听，问还要
走多远的路，阿姨得知我们的情
况后，鼓励我们说：“小同学你们
真了不起，为看同学走了这么远
的路，别着急前面不远就到啦。”
事情是我引起的，我只好给小伙
伴们打气，我跟小伙伴们回忆学
校组织我们去参观北园水屯人民
公社、帮农民拾麦穗的事儿，那样
的经历多有意义啊，我们这次的
冒险经历也是很有意义的，肯定
会让同学们羡慕，小伙伴们顿时
又来了精神。我们坐在路边稍事
休息，鼓足了勇气继续向东、向
东、一直向东。大概晚上6点多吧，
太阳开始慢慢落山，终于看到了
前方连队站岗的哨兵，我们高兴
地欢呼雀跃。

小英的母亲见到我们后一边
张罗饭菜一边询问我们如何赶来
的。我们语无伦次地回答阿姨的
问话，争先恐后地和小英拥抱说
话，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热乎乎
的饭菜。饭吃完不久，小蕾的父亲
和我父亲就坐着吉普车赶来了。
看到父亲从未有过的严肃表情，
我意识到自己闯祸了。然而走进
家门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了一句

“你长大了”，我提着的一颗心终
于落了地。

这次经历使我明白冒险和成
长是并行的，知道了孩子在父母
心里的位置，还懂得了人生就像
旅途看着容易、简单，其实道路漫
长、艰难。

【口述城事】

儿时的
一次冒险经历
□尤怡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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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珍珠泉大院的西南角，
沿西更道街北行大约七八十
米，然后左拐西行，顺着王府池
子街，踩着石板路，在一片民房
的空隙里，可以见到一个大泉，
这就是濯缨泉，也叫濯缨湖，济
南人习惯上都叫它王府池子。

王府池子东距珍珠泉直线
距离不过百米远，属于珍珠泉泉
群的一个名泉。珍珠泉大院原来
是清代山东省巡抚衙门的所在
地，再早是明代的德王府。王府
池子原本在德王府院内，故名王
府池子。清军攻入济南后，将德
王府更名为巡抚衙门，却蹊跷地
把王府池子给划出了大院外，从
此王府池子流落于民间。

我喜欢王府池子。乍看王府
池子，给人的印象是没有一点娇
气，更谈不上半点阔气，朴实得
就像一位乡间美女，虽然穿着不
算华丽，但美丽却难以掩饰。

王府池子呈不规则的四方
形，南北稍长，有四十二米，东
西窄些，有三十一米，南、北岸
均有石栏杆围护着。泉的四周

民居环绕，但房屋都不高，除了
北面正向对着王府池子以外，
其他三面都是背向。西面是一
幢二层楼房的建筑，房屋青砖
黑瓦，稍高一点，西向，前脸看
不见什么模样，后墙有一小截
浸在水里。上下两排窗户很整
齐地排列着，窗户不是方方正
正的，而是带点拱形，看上去年
代也不会太久远，估计是清代
或者民国的建筑吧。

北面是平房，住着几户人
家，有一个不太大的院子，不过
现在成了饭馆。院子里有不多的
几棵大树，树阴把小院遮得满满
的，还有一部分掉在了水池子
里。小院东南角有一棵大槐树，
有几丈高，枝繁叶茂；位于正屋
门前靠水池子有一棵五角枫，主
干有小水桶一般粗了，树阴下面
正好安排了几张小饭桌。

东面也有几户人家，房子
的后墙有一截浸在水里。北面
一户，一个后窗临水，窗户开
着，我见主人正在临窗的桌子
上一边吃喝，一边观看水池里

的光景，就像江南的水上人家，
真是令人羡慕。最南面的一户，
也是个二层小楼，楼下的门朝
西开着，正好面对水池的南岸。
这户人家好像也搬走了，现在
也成了一家小餐馆，门口的招
牌上写着“王府池子家常菜馆”
的店名。餐馆太小了，似乎没有
餐厅，餐厅就借用了水池子的
南岸，摆了十几张小饭桌，小马
扎，空间几乎完全被占满了。为
了遮挡阳光，还拉了张黑乎乎
的大网，看着似乎不怎么雅观。
餐馆的生意好像很不错。

水池子大概二三米深吧，
泉水碧蓝碧蓝的，清澈得一眼
就能看到底。泉底有水珠儿不
断地冒上来，既有成串的，也有
零星的，洁白圆润，晶莹剔透，
看得人心都醉了。这一串才涌
到水面碎了，那一串又接踵而
至；这一串才刚刚出发，那一串
又接着跟了出来。这应该是王
府池子的小泉吧。在泉池的西
南角，有一个水桶口一般粗的
洞，石头砌的，在楼房的墙下。

泉水汹涌地往外冒，这大概就
是王府池子的主泉了。泉水从
水池的西北角沿着一条水渠，
穿街入户，向北流去，并入曲水
亭街干渠，最终汇入了大明湖。

岸上有几个外国人在作
画，有的画水彩画，有的画素
描。一位三十多岁的棕发男子
正在给一个只着泳裤的男模特
画像。男模特有五十多岁，一身
健壮的肌肉，泳镜戴在头上，肩
膀上搭了一条白毛巾，精神饱
满地斜着个膀子笑眯眯地那么
站着。外国人扫一眼模特然后
低下头画上几笔，神情十分专
注。画板上穿泳裤的男模特轮
廓已经基本上出来了。你别说，
这老外的绘画基本功还真不
赖，画得像极了。

另一个蓝眼睛的女人，年龄
稍大些，画的是水池景观。我见
水池西边的二层楼，还有水池
子，北岸的民居，其中也有几个
泳者都在她的画板上了。这些十
分普通的景物，一旦上了画板，
也就具有不一般的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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