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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望夫夫树树””下下，，她她等等了了半半世世纪纪
长清平房村凄美爱情故事将被刻碑纪念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陈
伟 通讯员 阿里） 12月12日
下午，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系邀请中国首位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家首席评茶
师、茶艺高级技师、“四君子茶
艺”创始人吴冠军先生为经管
系师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茶道文化讲座，全面传授中国
传统茶文化。

讲座中吴冠军先生首先为大
家详细介绍了饮茶传统的起源和
发展，深入解读了中国茶叶的演
变历史、茶叶加工技术及工艺、
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影响
等。为了使同学们对中国传统
茶文化的精髓和内涵有更深入
的了解，讲座后吴冠军先生详
细指导同学们进行了一场精彩
的茶艺展示，现场气氛热烈，内
容生动高雅，充分展示了中国茶
的魅力，引起同学们的极大兴趣
和广泛参与。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经济
管理系在主抓专业建设的同时，
积极倡导传统文化、行业文化、企
业文化与校园文化、专业文化的
引入与融合，近年来，先后开展了
经典诵读、企业家讲坛、太极拳修
身励志、商务礼仪等系列专题活
动，致力于全面培养和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
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
追求，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传
统文化教育是高校发挥文化传承
与创新功能的基础性工作，对培
养素质全面的优秀人才具有重要
意义。

本次茶道文化讲座是经济管
理系“中国传统文化进校园”的一
个体现，通过开展传统国学茶道
活动，可以让当代大学生更加全
面了解中国茶、茶文化及茶在现
代生活及商业活动中的地位与作
用，感受传统文化中尊师重礼的
理念和思想。在传承与发展中，进
一步增强民族自豪感、社会素质
感和职业使命感，在完善高尚人
格、树立自身形象、增强审美情
趣、提升核心竞争力方面必将发
挥重要的作用。

此外，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
院经济管理系还将开展一系列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及实践教育
活动，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文
化师资队伍建设和课程体系建
设，在专业教学与管理中全面
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并深入
推广，打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在人才培养及素质教育中的特
色与典范。

望夫树前将立碑

这个凄美的两岸亲情故
事，伴随着当地一位女士的一
首诗，在长清当地流传着。近
期，这个故事有望被定格纪念，
已有公益人士准备出资，在这
棵大杨树下竖立“望夫树”碑。
记者近日来到这个小村，亲身
感受那个平凡而凄美的传奇。

平房村位于济南长清区归
德镇边上，出长清城南行不远
就到了。在村委门口，一棵老杨
树立在村头的水湾岸上，目测
树干直径一米有余，大块树皮
已经开始朽烂剥落。陪同采访
的长清区委宣传部原退休干部
田友胜已经数次看过这棵大
树，也是对“望夫树”的故事最
知情的人之一。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
放初期，田友胜还是长清区委
宣传部的一名宣传干事。这天，
从归德乡下来了一名通讯报道
员田爱珍，向他说起了她娘家
村子里，一位名叫孟宪臣的女
子和“望夫树”的故事。孟宪臣
的丈夫田兆鲁1937年左右离开
村子从军，据称后来升职为国
民党高级军官，进入当时的黄
埔军校任教官。“中间他回老
家归德几趟，后来将孟宪臣
接走。1947年前后，国民党在
解放战场上节节败退，在徐
州火车站，当时已经有四儿
一女的田兆鲁匆匆与他们分
别，一路败逃最后去了台湾。
据孟宪臣后来回忆，他们还经
过蚌埠，最后到徐州，才分的
手。”田友胜说，分手后孟宪臣
带孩子回归德老家生活，天天
盼望丈夫回来。

孟宪臣的同村人田爱珍是
个业余时间喜欢写诗的文学爱
好者。“孟宪臣几乎天天在村头
水湾边的这棵大杨树下，翘首
等待兆鲁爷爷回家，天一亮就
在家门外面的这棵树下坐着，
家里包了水饺，做了好吃的，也

端着到外边树下念叨，希望他
也能品尝一口。这个漂亮的女
子内心隐忍和流露的，每天渴
望和梦想着的，就是丈夫再次
踏进家门。这种渴盼伴她到老，
一直到葬入黄土。”1978年，得
知这个故事后，田友胜将苦盼
丈夫回家的孟宪臣的心声，写
了一篇寻亲稿子。“我记得是通
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对台广
播向台湾播放的。当时就是寻
人，希望田兆鲁看到后联系家
人。这边的家人不知道他还在
不在人世呢。”

田兆鲁四子一女，如今只
有67岁的田立山还在。干练的
村支书朱延英找来了田立山。

“我母亲和父亲分手时我也就
是一岁多，根本不记事。那篇对
台广播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二
哥一个亲戚的朋友，在长清医
院回来，捎回来一封信，就是我
爸爸从台湾寄回来的，他听到
了那篇广播。这封信里面，是竖
排的毛笔字，里面还画了一张
地图，标明收信人省市乡村名，
在村子的公路东边一个大水湾
边，让打听一下是不是还有这
户人家，村子里日本鬼子在抗
日 战 争 期 间 来 过 几 次 什 么
的，还有一张照片。”田立山
说，后来还有几次书信往来，
还寄回来一张照片，现在不
知道在哪个哥哥家里了。父
亲已经明确说，已经难以回
大陆，在台湾也成了家，有一
子一女在台中。他任过台中
市长，后来退休去了美国洛
杉矶，买的墓地与张学良在
洛杉矶买的墓地是同一处墓
园。据介绍，两三封信后，田兆
鲁后来就没有回信了。田立山
将这个归咎他们与台湾联系的
信写得不周全。“每次去信，我
们都让台湾方面的弟弟妹妹直
接转在美国的父亲，他们也是
我们的弟弟妹妹，可是一句问
候的话也没有，也许这让台湾
的亲戚恼了吧，一段时间后，我
们与父亲的联系就断了。”

两眼望夫泪哭干的孟宪臣
在1996年去世。村里人只知道
她是“西乡”人，具体哪个村的
都不好打听了。1947年分手，到
1996年死去，这个坚忍的长清
乡村女子，在那棵大杨树下苦
盼半世纪，不知道那几封信，能
给她带来多大的安慰。

同样坚忍的还有那棵老杨
树。大水湾边的老杨树原先是
成排的，只有这棵还活着，虽然
树干老朽了，枝叶繁茂的树冠
还能为村民遮阴。田爱珍的哥
哥八十多岁了，都不记得这棵
树是哪年栽种的。田爱珍为它
写了一首《望夫树》的诗。诗中
她第一次命名这棵外表普通的

杨树叫望夫树，也许是受到了
望夫崖、望夫台之类同样凄美
的亲情故事的启发吧。这个起
初靠在城里卖酱油、小菜为生
的乡村妇女爱上了写诗，生活
艰难，过了多年苦日子，她却在
诗歌里执著于美丽的意境。本
身就是一位新闻人物，她还能
发现美，长清城里那个带着有
病丈夫改嫁的新闻，就是她发
现后告知媒体采访的。

田爱珍说，有爱心人士感
动于孟宪臣的故事，已经出资
制作了一块“望夫树”碑，有望
在近日立在树下。这碑也会提
醒世人，战争年代的痛苦，并没
有随着战争结束。

一位美丽的长清女子，拖儿带女，在解放战争后期与供职国民党军官的丈夫在徐州分别，她
此后五十年的人世间光阴，在长清老家每天盼望，都没有能望到他回家。现在，伴着她当年常常在
村口大水湾边翘首期盼的那棵大杨树也要老了……

文/片 本报记者 董从哲 茶文化进校园

邀请茶道师

为学生办讲座

当年老人住的房子还在。

学生们在学习茶道。

田爱珍、田友胜等人在树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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