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营里的故事

古井古槐文昌园

【80后观澜】

□鲁黔

雨中游园别有味【休闲地】

□鸿霖

当命运把我驱使到另一支
部队时，我与志文相识、相交，
顺理成章地成了哥儿们。

志文在济南军区大比武
中名列前茅，能凭借楼角手脚
并用爬上数层高楼，驾驶挎斗
摩托车翘斗换轮胎，且飞跃断
桥，并在车的驾驶中持枪命中
百米之内的移动靶子……

他所带的兵，简直像支魔
鬼般的队伍，按军内训练大纲，
游泳万米为最高标准。然而，在
他的要求下则是，新兵一万米，
班长一万五千米，干部要达到
两万米。他带头第一个通过长
游两万米的超高标准，刺杀一
万枪，且枪枪扑扑有声……这
哪是体能极限呀！靠的只能是
一种刺刀见红的精神！

据我所知，该成绩在当年
的全军内当数首例。于是，志

文的带兵及训练的优异成绩，
在当年的解放军报的头版及
画报上刊登，他在军人生涯中
开始声名赫赫了。

由于我与志文所处的连
队不同，我只是默默的观望着
他不断前进的脚步……

鉴于志文的崭露头角，他
的桃花运纷至沓来，兵种司令
的千金、当地官员后代的窈窕
淑女之类，含情脉脉蜂拥而
至。他的情商极低，约会时，腼
腆得手足无措，木讷得前言不
搭后语，多次拉我前去陪同，
那充当“电灯泡”的滋味则是
酸酸的。但为朋友两肋都可以
插刀，何况这区区小事乎！

志文晋升了，他由连长提
为营长，为了迎接军内侦察兵
的大比武，他知我粗通中国功
夫，且对中国摔跤以及西洋拳

击颇有涉猎，通过师里的批准，
让我前去帮助训练。那时候还
没有特种兵，他竟让战士们练
会了裂砖碎石的硬气功，还将
军内训练教材中没有的民间传
统国术糅到训练中去……

志文去军校深造了，归来
后一纸调令，去了军区机关，成
了负责军内训练的团职参谋，
并兼军区某训练大队队长之
职。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具有
职业军人素养的人，他肯定会
闹出些不寻常的动静……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根
据军区指示，为了提高侦察兵
的擒拿格斗技能，便把当年蜚
声海内外的少林高僧海灯法
师邀到济南近郊的训练基地。
经军委批准，成立全军侦察兵
骨干武术集训队，志文担任队
长，并抽调了全军的精英云集

于此，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封闭
式训练。志文的这一壮举，又
留下了一段名扬军内外轰动
一时的故事。

几年后，中国的武警部队
及解放军的特种兵便应运而生
了。1987年，志文抽调军区侦察
骨干组成了散打队，也是全军
唯一的散打队，代表侦察兵参
加了全国军警格斗大赛。面对
武警、公安数十支高手如林的
队伍，敢于亮剑并所向披靡！
后来，一场偶然的变故让我和
志文都转业了，我们开始相信
命运。然而，绝不后悔那曾经
走过的路，想当年那些很原始
的训练方式，与如今的高科技
军事技术以及合成兵种作战的
能力已无法同日而语了，然那
一代军人的风骨和精神应该不
死！

正值夏秋之交的季节，凉风吹
来，腰椎颈椎的毛病就犯了。有朋友
向我推荐，去南部山区的一条马路
边有一对盲人夫妇做按摩，效果不
错，可以去试试。

一间临街的房子，一对盲人，男
的姓胡，女的姓韩，都是三十五六岁
的年龄。他们的双手，因为长年按摩
结出了老茧。第一次去，在做按摩的
过程中，他俩与病人之间的交谈就
给了我很大的惊奇。原来，他们就在
前一天，刚刚从泰山旅游回来。他们
兴高采烈地向人们讲述着两人爬泰
山的感受。听得出，他们很自豪，很
自信，很有心得。

我一时无法理解，一对盲人爬
泰山，除了沿途的摸索与辛苦和危
险之外，还能有什么收获呢？

但是，当我参与到交谈中的时
候，我明白了他们的目的。小韩说，
他们就是想检验他们是否也能像正
常人一样成为一个登上泰山的好
汉。虽然看不到泰山的雄伟，但是，
在泰山之巅，他们感受到了征服泰
山的豪迈。

后来，去得多了，我们熟悉起
来。两人征求我的意见，他们想再去
爬庐山与黄山。我不建议他们再爬
黄山与庐山，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那
两座山基本是一样的，庐山的险峻
与黄山的灵秀他们看不到。更重要
的是，爬山，对于他们来说，毕竟是
充满危险的。我建议他们去黄海之
滨的长岛感受大海的波涛，或者去
发生甲午海战的威海刘公岛感受战
场的硝烟，会比爬山更有意义。他们
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决定
秋天实现去海边的愿望。

看着他们夫妇开朗乐观的表
情，我从内心对他们的生活态度充
满敬意。一对盲人，仅仅依靠按摩的
手艺维持生活，他们没有另外的收
入，但是，他们却让自己的生活这样
富有情趣，他们对生活这样乐观！而
且，我还发现，我每一次去，都看到
女的衣服很漂亮，很时尚，从来都不
是随意地穿着。而且，发型也都经过
了刻意的修饰。我想，这可以推断，
这是一个多么爱美爱生活的女性。

我渐渐知道，两人都出生在十
分贫寒的农民家庭，两人都是自幼
双目失明。十年前，两人在学习按摩
的盲人学校里相遇，结婚以后开了
这样一家按摩诊所。

结婚以后的次年，上天给了他
们一双健康的儿女，他们的诊所在
县城里也越来越有影响，他们本来
可以过衣食无忧的日子了。可是，就
在不久，丈夫的大哥突遇车祸身亡，
一双老人，大哥的两个孩子，都压在
了他们的肩上。祸不单行的是，不
久，小韩的母亲也去世了，腿脚残疾
的父亲也要依靠他们养活了。

就这样，一家9口人的生活重
担，就全部依靠一对盲人了。而这9

口人，包括三位身体都不好的老人，
4个未成年的孩子。男的告诉我，他
的爱人做什么都是好手，洗衣做饭，
甚至缝缝补补的针线活，样样都行。

两人告诉我，他们一定要依靠
自己的双手，让三位老人过幸福的
晚年，一定要让4个孩子像人家的孩
子一样读书考学。他们说这话的时
候，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他们内
心的坚定与自信。

了解了他们的故事，我尤为感
叹的是，他们不仅仅坚强地活着，还
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按摩，做
饭，洗衣，举家外出旅行！他们的生
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相比很多虽
然有着健康的身体却终日怨天尤人
的人，他们难道不是我们平凡生活
中的人生奇迹吗？

他们的双手，他们的双肘，都结
满了老茧。我相信，这些坚硬的老
茧，一定会开出绚丽的花朵。

【口述城事】

那对盲人夫妇的

老茧
□鲁先圣

在立秋后的一个清晨，我
乘公交车来到位于历下区龙
洞街道下井村的文昌园。

文昌园是由历下区园林
局打造的济南市首座古树游
园，园内因有五百年以上历史
的一棵古槐和一口古井而闻
名。古井古槐遗迹位于旅游路
南、下井庄原址。

在下井庄站下车，往前走，
在黄色木栏东侧看到一个卧
石，上面用红色刻着“洪山溪”
三个大字。原来这就是“泺水之
东，历下亭左，东出历山九里
许，群峰叠翠处有洪山溪也”的
位置。沿着小石板路走，只见两
边栽种着各种花草树木，在石
板路的东侧会看到一块大石上
刻着“文昌园”三个红色大字。

小路尽头有两块石碑，南
面一块是平放着翻开书状的
石碑，上面用红字刻着《文昌
园记》，北面一块是竖着的圆
头石碑，上面刻有济南市历下
区政府作的《文昌园修建记》。

在石碑南边的一处大坑
内，我看到了这棵约500年树
龄的古槐。它像一位耄耋老
人，慈祥，安静。树干直径近
1 . 5米，需要两个成年人手牵
手才可环抱。虽然现在树干已
经中空，用水泥填满，身上用
钢条、钢片捆绑着，但是依旧
枝繁叶茂，枝头上挂满了白色
的槐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
力。我怀着一颗敬仰的心情站
在它的身旁，看到它已被济南
市园林局列入古树名木目录，
有了自己的 身份编 号A 1 -
0012，我为它骄傲。我仰视它
高大的身躯，抚摸它皴裂的皮
肤，情不自禁地想起它经历的
沧桑，想起它为村民做出的贡
献。

据村里老人讲，战争时
期，古树是躲避敌人攻击的最
佳场所。那时候，大树的枝干
能蔓延近百米，抗日战争时
期，村民躲在大树上，既能隐
藏，又能进行反击。后来，大树

不堪重负，枝干断裂，成了现
在这个样子，古树是村民的

“救命恩人”啊。
古槐树旁边有一口古井。

古井深有15米左右，古井保护完
好。我站在盖在井口的保护网
上往下看，可见深深的泉水中
映出自己的倒影。《文昌园记》
石碑中写道，“古井者，得青龙
之位，块垒为体，苔藓为装，其
寿已不确考。井水经年不竭，遇
旱不涸，丰年不溢，清新郁馥，
甘之若饴，乡里城郭，盛名久
享。”村里老人介绍，这口古井
被当地人视为“神井”，以此古
井为界，逐渐形成上井村、中井
村、下井村三个村落。据村志记
载，下井村祖辈多是明朝洪武
年间从外地迁徙而来。为解决
吃水问题，村民打了这口井，几
百年了，井水水流不断。

古井伴着古槐，周围垒有石
块，形成近方形的区域，东侧有
石墙，托着粗壮的树枝。古井的
北面竖着修建时挖出的石碑，石

刻记录着这里的历史。中间一方
是清朝嘉庆年间的石碑。西边
是乾隆年间的集资建庙碑，东
边的碑是道光年间的，刻的是

《重修五圣堂碑记》，东头的石
块是民国的残碑。古槐西的碑
是光绪掘井捐资碑。南面墙立
着的两方碑，东边的一方是康
熙五十四年《重修五圣堂碑
记》，西边的一方是大清康熙
十年《重修五圣祠功德圆满
记》。古槐、古井、石碑形成了
有机的整体，见证了周边的沧
桑巨变。我们见证了它们几十
年，它们却见证了我们几十
代，它们是活历史啊。

站在平整的石板路上，我
思绪万千。古井古槐，相扶相
携，相依相傍，相映成趣，相得
益彰。可谓其树也长，其水也
香，其情也真。我默默地注视
着古槐、古井，仿佛看到两位
耄耋老人，正站在花园里微笑
着向游客讲述着过去的动人
故事，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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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不注

□王玉河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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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午后，一场不期而至
的急雨，浇退了伏天的暑热。前
几年，曾与老伴远游江南，见识
了苏杭的烟雨美景，至今觉得，
在雨中逛游还真另有一番乐趣
呢。咱济南人的习惯，一下雨就
不出门，可是，你看那燕语莺声
的南方人，下雨天带把伞照常
出门。看看窗外，雨也缓了下
来，似要停歇，我也学南方人，
和老伴商量着，带了数码相机
加各人一把伞，就出门了。

去哪里呢 ?就去看荷花
吧。大明湖正南门的泊船码
头，探入湖中几十米远，两边
各停泊着几条彩色画舫。别以
为雨天柳暗无明处，我们转到
大明湖正南门东侧的观荷亭，
近望南岸风光：高牌红柱，柳
丝浓掩；画舫静泊，荷红相映。
可见，明湖靓装烟雨难锁，雨
天一样有美景可赏。

正走着，我和老伴听到荷
塘里时有哗啦哗啦的水声，以
为有鱼在蹿动，以为有蛙在跳
跃。仔细寻找，原来是娇荷不
胜雨戏，低低头，悄悄地把叶
心那颗明珠般的积水，眨眼间
就撇入湖中。声音不是太大，
只怨四周太静。

一阵小雨过后，云轻雾散；
阳光透过白云，使湖边的一片
荷塘，像是投下无影灯光一样，
分外明亮。荷塘里，翠荷敛起叶

沿，生怕把荷心那颗硕大的珍
珠洒落到水中；小小莲蕾，争相
钻出荷面，紧抿小嘴，翘首张
望；二八红莲抵首耳语：今天的
你我，是浓妆，还是淡抹？

正往前走，小雨又悄悄地
下了起来。满眼都是青翠的绿
荷。被小雨激起的荷香，溢出
了荷塘，我深深地呼吸着，沁
人心脾。在又一片荷塘里，散
散落落地站立着几支果实饱
满的莲蓬，也有才露尖尖角的
小荷。在绿荷丛中，我惊异地
发现，一个白莲花蕾和一个红
莲花蕾，这两个不同根系的小
精灵，不知怎么也走到一起来
了。我立即举起相机抓拍。云
褐雾重，镜头又远，数码相机
的自动挡，竟给我造就出了
一幅墨荷的图像！

大明湖南岸的西端，
也有一大片荷塘。我正
要走去看时，转眼望
见一只鹭鸟，在停泊
画舫游船的码头西
侧，在荷塘里边的
标志牌上孤苦独
立，一副没精打采
的样子。我悄悄走
上停靠的画舫，想
靠近拍下这鹭鸟
的身影；又担心惊
扰它，带着歉意，
轻按快门，拍下了

几张我和鹭鸟都不会满意的
照片。其实，我多余担心，虽然
近在数米，无论我怎样转换角
度，鹭鸟都纹丝不动。我老伴
还在一旁喊着：“是不是假
的”？我却看得真切，它是真
的，而且真的是累了。忽的一
阵马达轰鸣，划破了宁静。整
个湖面好像都在震动。鹭鸟无
奈地纵身离开，展翅一个回
旋，慢慢地向空中飞去。

从曲水亭方向流过来的
珍珠泉水，悄悄地从鹊华桥下
流过。带着水
滴的涟

漪，沿着蜿蜒的石溪，穿过垂
柳、奇石的夹道，静静地向遐
园流去；并通过遐园，流向湖
中。正如所料，我们的济南老
乡，真没有发现雨中游园的乐
趣；你看，我所取的镜头中竟
没有一个游人进来添景。要不
是下雨，别说节假日，就是平
常日子，你想躲开游人拍照，
那不是很难的事情吗？雨中游
明湖，近乎于清园独赏，可任
你流连研读，精拍细描，真是
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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