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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恩师

三十年

□邱军

每年春节过后，正月初十，我们高
中同班同学便相约一起，看望我们的
恩师邝景老师和师母李文老师。尽管
邝老患病多年，但精神矍铄，师母已是
八十一岁高龄，身体依然很健硕。

1984年从济阳一中毕业，距今已三
十余年，大约从1985年开始，我们班同学
便自发看望起恩师来。起初是十人八人，
到现在二三十人。这种看望没有谁去强
迫，大家都是出于自愿，若真有私事不能
脱身成行，便自责好一阵子。

我们班在济阳一中历史上，也应
算是一个奇迹，全班73位同学，后来仅
有两名在家务农，其余全部在不同的
岗位上工作，升学率至今没有被突破。

看望老师，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当过老师的和现在仍然从事教育工
作的同学，无不感叹，像我们班，如此
团结，如此长期坚持看望老师的，或许
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三十年不间断
的探望，如此的规模，没有哪个班能够
做到。每次看望，心情都很激动，同学
纷纷向老师汇报工作的情况，老师也
给予我们真心的提醒和期望。

老师就是师傅，是恩师，在我们的
心目中，如同自己的父母。我们要感
恩，必须感恩！这种感觉，从毕业到现
在没有改变，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
来越强烈而已。

我们庆幸，有培养我们的一批恩
师，庆幸命运中有如此负责任的班主
任。没有恩师们的辛勤培养，就没有我
们同学的今天。

老师们，您们辛苦了，老师们，祝
您们永远快乐，永远健康！

古稀老人的

“良心”油条

□冉庆亮

那天早晨和妻子回老家，刚走到
小镇路口，就听妻子说：“真香啊！”我
抽了下鼻子一闻，没错儿，那是新炸油
条刚出锅的香味，在空气也似乎冻结
的寒冬，能闻到这样一种既香又甜且
暖的香味，让人一下子不觉得寒冷了，
这时脑海就浮现出了久远的巷口老油
条，懂事的肚子便随之“咕咕”叫了。我
看前面路边果然有个炸油条摊儿，就
对妻子说：“那是新出锅的老油条的味
道，我们去买点儿吃了再回吧！”妻子
高兴地笑了：“好啊，我也好久没吃老
家的油条了。”

我像个孩子似地拉着妻子走过
去，看到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正在炸
油条，他们身着素洁的白色衣帽，还戴
着天蓝色套袖，一个往锅里顺“条幅”，
一个拿铲子翻油条，锅里欢腾的油浪
花儿衬托得两位老人更加深沉，那小
心翼翼的动作活像主任医师的作派。

油条渐次熟了，一大堆油条个头
均匀，黄雅雅油亮亮的，酷似一根根金
条。那独特的香味直往口鼻扑撒。这时
围满摊儿的顾客就有心急的递钱购
买，男的就莞尔笑了：“请再耐心稍等
一会儿，马上就好！”

果然，“货”集中了卖起来很快。我们
跟一位镇上的老人坐一张小桌儿，看他
吃的神态，有些恣意，有些满足，似乎还
有些醉意。他瞅了我一下，说你头回吃他
的油条吧？我刚想回答，他就剥夺了我的
礼貌：“他祖上就是卖油条的，以料好，纯
正、油清、柔软劲道、足斤足两闻名乡里。
可到他这辈儿，这老油条就没人做了。这
不，这俩干部退休了，就来传承祖业，啧
啧，人家才叫良心油条，清清的花生油，
别的油条摊儿还能炸几十斤，可他们，

‘哗’的声就倒掉了！”
我们离开小桌，刚走几步，看两位

老人也想收摊儿，却又来了一帮买油
条的。男的说，你们得等等，要先热会
儿油。说着老两口抬起油锅真的“哗

“的声将大半锅清油倒掉了。我心疼得
心脏剧烈跳动了一下。有个小姑娘好
奇地问，清清的油倒了多可惜啊？男的
答：“虽是可惜，但毕竟炸了一早晨了，
再炸出的油条没劲儿少味，还有致癌
物质，我是在以自己的良心维护你的
健康呢！”

我的眼睛一热，泪就禁不住流了
下来。在我眼中，这对退休老夫妻不再
满脸皱纹，佝偻的身躯复原，我们前行
愈 远 ，觉 得 他 们 的 身 影 越 来 越 高
大……

莱莱芜芜““驴驴””行行记记
□小咖

逢着早春微凉的晨风，我
走在六点钟的济阳老城街上。
安静的街面，湛蓝的天，晨练
的人们星星点点。我怕误了大
巴，脚步慌乱响亮，跑出了一
条老街清晨的静谧、安详。今
天的我，要去山上，跟刚归来
的春姑娘久别重逢。

一声汽笛长鸣，我该上
车了。

陌生的驴友大哥腼腆笑
着问：“咖啡？”

我答“是。”
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

的确不需要说太多，仅几个
字的来回，哪怕是一个眼神，
都能心领神会，真是造物主
的神奇。

上车的人大都认识，彼
此聊着天打发时间。我朦胧
地睡在了热闹的氛围里，祖
国山河，擦窗而过。

八点整，大巴稳当当地
停在了马路边。我们的部队跟
莱芜本地部队会合后，浩浩荡
荡一百六十人，向吕祖洞风
景区方向“进军”。甚是壮观。

山下的麦苗早已返青，
清风里摇摆墨绿色的小手，
我在泥土芬芳、麦芽馨香中
尝到了被欢迎的喜悦。远远
近近的梯田连成一片，等待
冒芽的花椒树低着头谦恭地
站在梯田间。一路欢心，土壤
在我们的脚下变得更精细，
同行的驴友感叹道：“这里的
土竟然长成了麦片的模样！”
大家轰然一笑，旁边的莱芜
姐姐道：“这可是风从石头上
吹下来的麦片呢。”我们“哦”
了一阵，又笑了一阵，果然莱
芜多大风，好端端的石头也
被欺凌成这幅囧相。

然而，真正让我感受到
“风”的神奇，是第一座山腰
上的两块巨石。浑圆的巨石，

站在半山腰，只与底部不到
一米的接连，仿佛单脚独立
的鹤，面朝山风吹来的方向。
它们的名字取得妙，一曰“天
娥”，二曰“神蛙”。碑铭介绍
此二名来自于古代的神话传
说，我倒更欣赏这头一个字，
两 块 巨 石 生 得 奇 巧 又 不 突
兀，自然是“天”或“神”的手
笔。我们习惯了去赞美高楼，
赞美电，赞美仿真科技……直
到我站在这巨石前，才领悟到

“浑然天成”“巧夺天工”的真
正涵义，人的智慧来自于自然
的馈赠。同时，我又纳罕，为什
么“天娥”“神蛙”没有成为“麦
片”，反而更加高傲挺立。

想来，石头也各有各的
品性，有的懦弱，有的坚毅。
假 如 经 年 累 月 的 风 雨 是 苦
难，那么它们扎在山上的根
就是不灭的信念。我崇拜这

种坚毅和执著。大自然真的
是伟大又神奇，总在不经意
间点化混沌的心。不要继续
把 自 己 锁 在 现 代 化 的 牢 笼
里，走出去，赞美阳光，赞美
春天，赞美自然……

翻过第二个山头，早已
精疲力竭。坦荡的山顶上枯
草 成 了 海 洋 ，虽 然 已 经 春
天，绿草也才只冒出了短小
的嫩芽。此时，已经过了正
午 ，体 力 急 需 午 餐 来“ 充
电”。我没有同伴，索性寻一
块高地，就着阳光和微风，
饱餐一顿，还有什么比这更
惬意的吗？不想让匆匆的脚
步踏乱享受的满足。回头，
恰好有一块石板作靠背，把
登山包垫在上面，只那么一
躺，舒服极了。我眯着眼看蓝
天、草地和远处连绵的山，任
太阳把自己晒得慵懒，大口

呼吸着新鲜空气，脚舒适地
放着，手舒适地放着，心也格
外舒适。没有哪个时刻比此
刻更自由，阳光刚刚好，大山
刚刚好，年龄刚刚好，一个
人，刚刚好。

从开始登山，到拔高陡
路，资深驴友们对我们帮助
很大。萧老大给这个团队起
名叫“龙泰”，寓意“龙行天
下，稳如泰山”，大气威武，
名副其实。每当走到险峻的
地方，安全通过的驴友会伸
出援手；脚不小心踩空的时
候 ，身 后 会 有 托 起 你 的 臂
膀 。一 句“ 你 可 以 吗 ？”“ 要
帮忙吗？”就让人的心暖成
了太阳。就在这种你帮我扶
的氛围里，我们“龙泰”全体
成员欢声笑语地，走上了回
家的路。

2015年3月14日

槐槐花花飘飘香香
□田茂国

儿子出生的时候正是槐
花飘香的季节。

儿子很会挑时候，赶在这
个万物复苏、香气袭人的节气
款款而来。

又是一年槐飘香，儿子已
满五周岁。周日带着儿子又来
到桃花山，桃花山是一个植物
园，各种植物混杂着生长，有
桃树、桑树、榆树、槐树、毛桃
等等，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
植物。春天来临，几乎每个周
末都带儿子来，跟着春天的脚
步看着各种各样的花开了、谢
了、又开……从迎春花、杏花、
桃花……

山上植被很厚，很多植物
耐不住冬日长长的寂寞，探出
了绿油油的小脑袋瞧着我们，
儿子也眨着好奇的双眼皮大
眼睛问个不停，这是什么？那
是什么？我一一作答。答了，儿
子不满意，还要接着问下去，
还要问为什么。儿子翘起小手
指着一棵树问，这是什么？我
说香椿树。儿子说：为什么？我
一时无语。是啊！为什么？为什

么叫香椿树？这就怪了。我从
来没想过，小时大人说它叫香
椿树，我就这么叫，一直到现
在从没想过为什么。后生可
畏！其实，我时常被儿子简单
的为什么难倒。

桃花山上有一条小溪，小
溪的源头在山顶，山顶上有几
间工人房，旁边有一个大水
池，园丁把水抽到水池里，水
顺着山势自流到山坡下花草
丛中。山间密林之中有一条较

为宽阔的小道，水顺着小道一
路欢歌一路跳跃，在小路边踏
出了一条小溪。山是桃花山，
我和儿子就给小溪起了个美
丽的名字“桃花溪”，儿子爱玩
水，每次出门问他去哪玩，儿
子总是说：“桃花山小溪。”

牵着儿子的小胖手穿行
在丛林，林中被踩出许多的小
道，弯弯曲曲，四通八达，有曲
径通幽的感觉。忽有阵阵暗香
飘来，儿子：“好香！”一脸的疑

惑！抬头看，原是槐花已经怒
放，一穗穗、一串串，吐着香，
弄着姿，纯洁的象玉。突然就
想到了王安石的梅花诗：遥知
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此情此
景，情景交融就想到儿时采摘
槐花的事，忍不住又跟儿子说
起，儿子无语，显然不感兴趣。
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儿子体
会不到。只是可惜，吃了好多
这美玉般洁白幽香的花蕾，也
没有造就出满腹的书香。

隐约见林中有人，断断续
续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细
瞧，原是采花人，被折断的树
枝躺在路上泣诉，伸出手扯住
了儿子的裤脚，似乎要讨个说
法。儿子飘了飘小脚仍不能过
去，我伸手把拦路的树枝拿到一
边，随口说：“有人在采花。”“为
什么？”儿子很及时地抛出他口
头禅似的问话。这个我知道，是
为了满足人们无休无止的食欲，
但我没说，不知该怎么说。因
为我曾经也是“采花大盗”。

儿子看到了小溪跑过去
玩水，没再问，我也卸下了压
在心头的包袱，儿子若再问我
该怎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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