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色古香朱家峪

寒假前，给妈妈打了电话，问
她喜欢什么东西，好带点儿回去送
给她。因为这学期得了一等奖学
金，这回是真正用自己努力挣来的
钱孝敬她，而不是用她给的钱。

妈妈像平常一样乐呵呵地说：
“不用买啊，我什么都不缺。你平安
回来就好。”

这哪儿成？妈妈是我最亲的
人，20年了，都是她为我付出，我从
未给她买过一样东西，现在终于自
己挣了钱，总得表达一下自己的心
意。可是细想想，妈妈究竟喜欢什
么，我还真不知道。穿的嘛，她在机
关工作，总穿职业套装，尺寸大小
我不清楚，也不知她喜欢什么颜
色，真是没把握。吃的呢，好像也没
注意她有什么特别的偏好，从来没
有意识到父母爱吃什么。用的呢，
更不必说，我向来粗枝大叶，连自
己的东西都搞不定，需要妈妈操
心，何谈关心在意别人。左思右想
拿不定主意，就给爸爸打电话征求
意见。

爸爸说，妈妈接了电话后很是
感动，一直在念叨儿子长大了，懂
得关心人了，这是给她最好的礼
物。“儿子，其实我和你妈真不缺什
么，不用这么见外，我们就等着你
长大，等着你懂得感恩回报的那一
刻，这对我们更珍贵。”

我拿着电话，鼻子酸酸的。我
是独生子，从小到大享受父母的宠
爱，并且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坦
然受之，从没有想过他们也会有需
求，也渴望得到儿女的关爱。今天
想给妈妈送个小礼物，反而令她惊
诧，觉得见外，这是她还没有习惯
享受来自儿子的爱，这是我的疏忽
啊！

反思之后，觉得好愧疚。做他
们的儿子20年了，竟然记不住妈妈
的穿衣尺寸，说不出爸爸的喜好，
更不晓得人到中年的他们身体是
否有些小毛病。就如同乘坐一条小
船，我养尊处优地躺在甲板上晒了
20年的太阳，从未想过起身搭把手
帮他们摇一下桨，或者在旁唱一首
歌。今天当我警醒并有能力实现
时，却又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能
为他们做些什么。

好想对爸妈说声对不起，请他
们原谅我的愚钝，让你们等得太
久！

于是，我破天荒地在周日乘校
车去兰州市里逛商场，从食品到衣
服鞋帽，一一浏览。我突然想起妈
妈这些年一直拎着黑色皮包，很少
换过颜色，在机关里显得很严肃，
人到中年，应该添点色彩了，会显
得年轻点。等走出商场，我手里拎
着送给妈妈的漂亮坤包和给爸爸
的剃须刀。

下了火车回到家后，拿出给爸
妈买的礼物，他们俩一边爱不释
手，欢喜万分，一边又不停地念叨：
花不少钱吧，以后再别买了。

其实我知道，下一次，我还会
给他们买，他们也还会高兴地、习
惯性地“见外”。也许，这就是父母
对儿女的爱，不忍心让儿女破费，
更不会轻易开口索求，即使心里被
儿女的孝心温暖着，嘴上也唠叨着
略带埋怨花钱的话。大约世上的父
母都是以这样“见外”的方式爱着
我们，只是我们这些儿女识之甚
晚。

□董智元

有一种爱叫“见外”

【90后观澜】

周末闲暇，独自一人，穿上
登山服，开车去号称齐鲁第一
古村的章丘朱家峪访古寻幽。
出济南市区沿经十东路、309国
道东行约80里，见一大道向南，
便看到一高大牌坊，牌额上书
有“朱家峪”三个金黄大字，便
是到了。

牌坊高约20米，宽50米余，
雕梁画栋，虽是水泥新筑，倒也
高大恢宏。过了牌坊，向南不远
便是青石修建的圩门，新旧接
茬明显，看来近期重修过。由于
朱家峪村人崇尚礼义，此门也
称礼门。进了礼门，对面是一座
高大的影壁，脚下始建于明代
的古青石路一分为二，右边的
一条略偏西奔向村南的胡山，
左边的一条向东南蜿蜒去了文
峰山的东山涯。铺路的青石早
已被岁月的长河冲刷得溜圆光
滑。右边的一条为村里的主干
道，路中间还用规则的长条青
石修了两条便于行车的平道，
像两条铁轨一样，既可走独轮
车，也可行双轮车，有专家称之
为双轨道。道路的两侧都是青
石到顶或青石土坯结构的明清
古民居，路边又伸展出许多小
巷，小巷两边也是古民居，就形
成了略显方正、南高北低、错落
有致的古村。

朱家峪，原名城角峪。明洪
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氏进
村，因“朱”系国姓，与皇帝朱元
璋同宗，遂改名朱家峪。2002年3

月，该村出土了陶器残片和斑
鹿角化石，据考古专家考证，夏
商时期就有人在此结庐而居。

自明至今，虽经600多年历史沧
桑，仍完整地保留着青石砌成
的古门、古桥、古祠、古庙、古
井、古宅、古校等各类建筑200

余座，被专家誉为江北聚落第
一标本。

村内最具特色的建筑当数
文昌阁，始建于清道光十八年

（公元1838年）。主体工程全用青
方石筑成，上建楼阁，下筑阁洞，
浑然一体，古朴而壮观。阁顶用
厚实的青瓦铺就，屋背是由13块
长方形青砖透雕而成的二龙戏
珠图案，横贯于屋顶，被专家誉
为“清代精美之作”。村内面积最
大的建筑是上下两层四开间的
女子学堂，主体也全由青石砌
成。由开明人士朱连拔、朱连弟
兄弟二人于1932年捐资兴建，设
一个班，学生20余人，雇请章丘
女先生孙吉祥执教。古老的朱家
峪村，在章丘一带率先提倡女子
教育，这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农村
也算是比较早的，影响巨大。随
后村里又开办了山阴小学，校门
原貌还在，是仿照当时黄埔军校
的校门而建。女子学堂、山阴小
学、再加上早先的文峰小学，由
此，朱家峪人的开明和重视教育
的程度可见一斑。

朱家峪村内还有两处著名
的古建筑不能不说，一处是朱
氏家祠，另一处是进士府。朱氏
家祠位于古村北首东侧，由乡
绅朱士杰、朱秉忠和朱秉刚捐
建于清光绪八年（公元 1 8 8 2

年），民国廿六年（公元1937年）
夏复修。家祠里院是建筑古典
壮观的祠堂，前院原有古树名

木数十棵，现只存一株高大的
桧树一枝独秀。进士府，为清末
著名私塾先生朱逢寅宅邸，因
其先人朱振典五岁考取贡生，
精理学，有文望，著有“三字经
注疏”一书行世，又因朱逢寅本
人对汉学和经书颇有研究，蜚
声远扬，被皇帝钦命为“明经进
士”，进士府由此得名。

沿着石道围着村子粗略转
了一遭，村子里开始热闹起来。
村道上来了一些城里人模样的
游客，有些村民，大多数是上了
年纪的，也打开院门，在路边摆
起了卖货的地摊。售卖的品种
并不多，转着看了一下，大都是
栗子、核桃、红枣之类的干货和
苹果、鸭梨、橘子之类的冬储鲜
果，还有一些麻线纳底的男女
布鞋。我在一位一头白发、面色
黝黑的老翁旁边蹲下，老翁赶
忙从盛核桃的柳条篮子后边拿

出一个马扎让我坐下，我道过
谢之后，二人便攀谈起来。通过
老人讲述，才知道我看过的景
点并不全。九大景观，除了看过
的立交古桥、危阁连云、朱氏家
祠、女子学堂、东山长流泉之
外，还有圣水灵泉、文峰独秀、
关帝小庙、坛井七折四大景观
没有看到。也只好存个念想，等
下次再来了。

朱家峪这座颇具明清古貌
的青石山村，原本像大树下的小
草，被罩得严严实实，并不为外
界多知，自从电视连续剧《闯关
东》播映之后，一夜之间名扬四
海，据说是朱开山故居的民宅也
挂牌成了景点。现在整个村子都
开发成了旅游景区，建设了许多
人造景观，而我更喜欢那承载了
悠久历史、沉淀了璀璨文化原汁
原味的古楼古屋，古桥古道，还
有那古泉古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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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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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过泉城的大明湖，我才
真正认识柳树。

那天正好是周末，阳光明
媚，春风和煦，大明湖岸边的柳
树，像刚出浴早妆的处子，头戴
晶莹剔透的春露，身着鹅黄嫩
绿的新衣，轻摇长长的枝条，千
般媚态，万种风情。“碧玉妆成
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
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那细叶沾着露珠在朝霞的
照射下熠熠生辉，如同片片碧
玉挂在树梢；那杨柳化成的美
人，“垂”出纤腰款摆，真乃“赋
物入妙，语意温柔”，莫非贺诗
人来过大明湖？

宽敞的滨湖石板路上，柳
枝温柔，笑对如织的游人，不时
地抛出彩袖，拥拥肩膀，摸摸面
庞，亲亲额头，挠得你身上庠庠
的，心里酥酥的。走热了的人
们，脱下冬装，或搭在肩膀上，
或挽在胳膊里，或缠绕在裤腰
间，尽情地享受着柳枝的爱抚。
带着孩子的夫妇，或讲着柳的

典故，或诵着柳的诗词，或唱着
柳的儿歌，其乐融融；中年汉子
推一只轮椅，轮椅上坐着不便
行走的老母亲，柳枝紧挨着轮
椅，共演一幅孝的画图；皓首红
装的古稀老人在柳枝下的石凳
上倚柳而坐，好久好久……

一阵春风拂来，少女的长
发飘向天空，那一棵棵柳树，形
成了一团团绿色的烟雾，大明
湖倾刻朦胧起来，仙境一般。

“书画一船烟外月，湖山十里镜
中人。”绚丽的画舫，沿着先人
们所走的线路朝历下亭开去。
我以画舫的方格当作取景框，
欣赏着一幅幅美妙的图画，画
中有绿柳有枯荷，有游玩的人
们，还有我们船尾的浪花。历下
亭位于湖中小岛，非船不达，岛
的周边柳枝接岸，风平时，像绿
色的珠帘；风吹来，又氤氲出淡
淡的碧团。我们诵读着“渔歌隔
浦远，桥影卧波湾”，眺望湖水
中拱桥的倒影，一个个沉醉于
柳荫之下。说来奇怪，柳树下的

石拱桥小巧精致，拱不高，台级
少，看不出北方人的粗犷，倒像
是江南水乡。不会是设计者的
失误吧？不！应该是有意为之，
意在写柳，凸现柳树的神韵！

大明湖的柳枝，春天最早
显绿，冬天最晚谢幕，任你相拥
相偎，窃窃情话；任你嬉戏笑
闹，自拍倩照；任你互诉衷肠，
泪眼婆娑。而它则一味地点头
示好，摇身抚慰。多少热恋情侣
在这里坠入爱河，多少弟兄姐
妹在这里义结金兰，多少反目
邻居在这里干戈玉帛，多少亲
情家庭在这里含饴弄孙。柳树
以及柳枝下的小桥流水，柳树
旁的亭台水榭，好似社会中的
社会，家园外的家园，天天演绎
着人世间的佳话，时时流淌着
闲适与温馨。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
抹总相宜。”大明湖那古老而年
轻的柳树群，配什么颜色都是
风景。钻进一群粉妆，便是惊艳
之至———“万绿丛中一点红”，

“红配绿，颜色足”——— 美术家
追逐的效果；舞动一袭白裙，又
如雾里浪里，天上仙女下得凡
来，美妙而神奇；至于增添素
色，哪怕是青黑蓝紫，依旧是调
和而眼顺，平淡中蕴藏活力。

绿色的柳枝条下，加什么
物体都是图画。或红黄相间的
亭榭，或乱石堆砌的假山，或曲
径回廊的扶手，或岸边浪泊的
小船，哪一幅都“活脱”，哪一幅
都“灵动”，哪一幅都让人浮想
联翩，哪一幅都书写着沧海桑
田，让你喜，让你忧，让你敬仰，
让你畏惧……

“海右此亭古，历下名士
多。”古老的泉城，如云的名士，
留下了繁星般的佳作。大家们
都写大明湖，都写那湖边之柳，
源头都是刘鹗的《老残游记》，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
城湖”，柳是山色，也是湖光，柳
是景点的配角，也是大明湖之
脸面，柳树的包容大气正是北
方人的性格！

大明湖赏柳【历下亭】

□王建生

领导“很粗心"
□杨福成

小毛是个科级干部，溜须
拍马，侍候领导心细得很，但他
一跟自己的下属开会，就常常
说：“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很
多时候很多事儿我是听不见也
看不见，你们都是细心人，平时
要多多提醒我，当然，也不要欺
负我太粗心！”

听了他这话，同事们半信
半疑，都提着心。

半年前，小张跟着毛科长
参加了个活动，当时是小张和
毛科长到得晚，主办方给了200

块钱的车马费。
毛科长签字领的时候，小

张在一边看着。毛科长觉得这
事儿不大好，就对小张说，我今
天是嘉宾，这钱是给办事儿的，

还是你拿着吧。
领导都已经把钱揣兜里

了，小张哪敢要啊？
可毛科长偏要让，没办法，

小张只好收下。
几个礼拜后的一天中午，

毛科长急着出门，特意走到小
张面前，问小张兜里有钱吗。小
张说有。毛科长说那你借给我
二百，明天还你。小张就掏出二
百给了毛科长。

这次，毛科长还真没粗心，
到了第二天一上班，他就拿着
二百块钱说，小张，我把钱还
你？

小张没客气，直接就收下
了。

又过了几天，毛科长看到

小张桌子上有二百块钱，当时
已经下班了，他就给小张打电
话说，你桌上的那二百块钱我
借用一下，改天还你。

小张说好好好，拿走就是。
过了几天，毛科长拿出二

百块钱又说，小张，我把钱还
你？

上次没在意，可这次还是
这样，小张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于是就仍
然没客气，又把钱收下了。

半年后，毛科长因事儿得
罪了领导，说要请领导吃饭，算
是赔礼道歉。

饭店定好了，他就给外出
办事儿的小张打电话说，小张
啊，你抓紧赶回来，我们科里请

领导一块吃个饭。
小张说，我回不去啊。
毛科长说，你不回来吃饭

可以，但你得回来结账。
我结——— 账？结什么账啊？

小张不明白。
毛科长说，还记得上次咱

俩一块出去活动不，那次给了
二百块钱的车马费，那钱不是
给你的，只是先存在你那里，今
天你就用这钱结账。

啊……直到这时，小张才
弄明白为什么科长老借他的
钱，他感觉有点恶心，但还是耐
着性说，科长，好好好，我这就
回去！小张一边走一边嘀咕，这

“粗心”领导比猴还精啊，太可
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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