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车上班，路遇堵车，心情
不免焦躁。好在有广播电台相
伴，聊以自乐。于是，从低频道
向高频道搜索，想找点好听的
声音。

先入耳的是一阵狂躁的歌
声，反复着几句毫无诗意的歌
词，歌手似乎受了很大刺激活
不下去了。下一个频道，房产、
汽车、化妆品广告，似乎永不停
止。又换一个频道，求医问药
的，患者病情各异，大夫花言巧
语，包治百病。下一频道，咨询
法律知识的，律师巧言舌辩，受
害人苦大仇深。再一个频道，明
星八卦，袒胸走光，狗撕猫咬。
赶快再换频道，股市分析，发财
梦想。老天啊，几个频道换来换
去，就是这些噪音，很难听到动
人的声音了。

收音机，也叫半导体，上世
纪七十年代在农村算是奢侈
品。我家有一台“长征”牌的收
音机，我能经常听一些广播节
目。现在回想起来，那才是动人
心弦的声音，让人终生难忘。

“嗒嘀嗒，嗒嘀嗒，小喇叭
开始广播了！”随着这清脆甜美
的童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小喇叭节目开始，孙敬修爷爷
讲《西游记》了。孙爷爷边讲边
笑，就好像看见一个慈眉善目

的有趣老头坐在你面前。孙悟
空大闹天宫、猪八戒背媳妇，真
是有趣啊。小喇叭节目里还有
位叫曹灿的，讲一些红军长征
的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有个节目对我的文学启蒙
作用巨大，就是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夏青播讲的《阅读与欣
赏》。夏青磁性、厚重的声音声
声入耳入心。“卖炭翁，伐薪烧
炭南山中……”先是朗读一遍，
然后逐句讲解，短短二十分钟，
让人意犹未尽。我先后听了《醉
翁亭记》、《岳阳楼记》、《将进
酒》等许多的古典名篇。从夏青
的声音里，我初步感知了一个
多彩的古典文学的世界。

那时候山东人民广播电台
的《每周一歌》节目，也很好。每
天早上六点二十开播，六点半
结束。十分钟的时间里，先听歌
曲，然后介绍歌曲作者、演唱
者，分析歌曲内容，最后再听一
遍歌曲。当时听过《祝酒歌》、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泉水
叮咚响》等等，这些歌曲思想健
康向上，旋律优美动听，至今回
想起来，声犹在耳。

再就是听评书。影响最大
的是刘兰芳说的评书《岳飞
传》，前前后后持续了好几年。
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全部爱听。

现在的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
很难达到这种水平了。那时，我
正在读初中。不上课的时候，校
园里一片喧嚣，人声鼎沸。但
是，一到中午一点，校园的大喇
叭开始播《岳飞传》，校园里寂
静无声，大家或蹲或坐，静静聆
听，生怕漏下一个字。听完后，
大家就津津乐道，讨论里面的
故事和人物。有的说，牛皋是个
大英雄，有人反驳说牛皋没本
事等等，争得耳红面赤。

那时的电台很正规，广播
节目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爱听
戏的有戏曲唱段，爱听相声的
有说相声的，爱听故事的有广
播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
恢复京剧传统戏，本家的一位
爷爷是个老戏迷，和我父亲趴
在收音机旁听裘盛戎的《铡
美案》，那景象很是
动 人 。马 季
说过一段相
声《打电话》，
听 起 来 惟 妙
惟 肖 ，乐 不 可
支。还有一部广
播剧《山菊花》，
听起来很过瘾。

偶尔，还能听
到敌台广播，就是台
湾的电台广播。偷听

敌台可不是光明的事，所以听
的时候到大门口张望，看看有
无监视的人，然后关闭好门窗
放小声音去听。台湾有个电台
的开场白是：“光华之声，光华
广播电台为你报告新闻！”内容
就是一些诋毁的宣传。当然，听
得最多的是邓丽君的歌唱。邓
丽君的歌曲当时被称作是靡靡
之音，但唱得确实好听，于是偷
偷地听，像《美酒加咖啡》、《何
日君再来》等，与革命歌曲相比
多了一些人情味。

现在，耳听着这些噪音，就
更加怀念那些动人的声音。

腊山脚下度过的军旅岁月【泉城记忆】

□冯政琪

难忘那些动听的声音【百味园】

□了一

我与济南的缘分在西郊的
腊山，与腊山的缘分在山里的
一座军校。那是我终生都难以
忘怀的地方，是浸透了青春和
汗水的地方，也是我冥冥之中
人生的“福地”。

二十多年前那个炎热的夏
季，我从豫南兵营过五关斩六
将考进了腊山军校。说实话，在
去报到的途中，我激动而又不
安。激动的是终于可以实现自
己当军官的梦想，不安的是军
校实行的是淘汰制，弄不好有
可能被退回，那可是非常没面
子的事。因为我在原连队当的
是文书，除了文化基础好点，军
事素质只能勉强说得过去，能
考上军校是非常幸运的。

我到腊山军校报到的那天
正下着小雨，市区里天空灰蒙
蒙的，进了一个山口，空气清爽
了许多，再往前走八百多米，就
是腊山军校的正门。迎接我们
的队长叫刘玉云，除脸白净些
像江苏人，其他哪里也不像，倒
与山东人没什么两样。后来才
知道，平时总黑着脸对人要求

特别严的刘队长其实很热情。
我分到了三中队九班，安

顿好后第一件事是填写个人情
况表。在个人爱好一栏里，感到
实在没什么可填的，没什么才
艺，也没有特长，就随手写上了

“文学”二字，填这个主要是在
连队里写过一些像散文、诗歌
之类的豆腐块，总不能空着吧，
那会让人觉得挺无用的。

我还真没把这事放在心
上。当天下午，刘队长把我叫到
他的办公室，对我说：“看你过
去有点文学基础，现在交给你
个任务，队里有个学员叫任联
士，去年考上军校后因军事素
质不合格被退学，今年又考上
了，就在咱们队，你就把这个线
索写个新闻稿，晚上熄灯前交
给我。”我连忙找报纸，比葫芦
画瓢，总算按时交了差。

接下来的几天是复试，就
是重新再考一次，排名靠后的
按比例淘汰回原部队。复试主
要考军事素质，体能、军体、队
列、战术，前两项过关没问题，
后两项基本上是不及格，差不

多是垫底。我们九班十个人，临
时指定我为班长，可我连口令
都喊不准，没少在队列前出洋
相。三天的军事技能考核下来，
我感觉考得糟透了，应该是在
淘汰的边缘。

在我内心非常忐忑的第四
天，队部通信员通知我到刘队
长办公室。这下完了，一定被淘
汰了，因为队里按比例要淘汰
三名同志，已经陆续通知本人
了。我以万分沮丧的心情走进
了刘队长的办公室。刘队长看
我一脸的悲伤，严肃地对我说，
有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
坏消息，想先知道哪一个？我
说，那就先说坏消息吧。刘队长
说，坏消息是你的军事考核成
绩不太理想，在被淘汰对象之
列；好消息是你写的新闻稿上
了军区报纸头版头条了，从人
才综合指标考虑让你留下来，
但你要把军事素质搞上去。

一惊一喜，人生真奇妙。腊
山，我留下来了，善良而温暖的
怀抱里，青春与激情的交融中，
从此有了我轻快的脚步。我把

那张军区报纸头条上刊发的
“去年被淘汰，今年又入校，战
士任联士凭借过硬军事素质成
就人生梦想”的文章剪贴下来
保存好，用以时时激励自己在
腊山下成长。一千多个日日夜
夜，腊山军校活跃着我的身影，
我在队列场上挥汗如雨，在课
堂上专心致志，夜深人静时默
默地爬格子。毕业考核时，我收
获了军事课的优等成绩、文化
课的优异成绩。

腊山军校，留下了我火一
般的年华，那里有欢笑、泪水、
歌声，更多的是温暖、友情和奋
斗，这段历史和青春往事永远
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最近，已经
转业到河南公安战线的任联士
到济南出差，我专门请他到腊
山脚下的酒家小聚，还有几位
在济南的同学作陪，我们在夜
色里把酒临风，一起高唱起了
校歌：“在腊山下，在黄河旁，集
合着一群……”

这山脚下，这歌声里，有我
们的青春和梦想，有我们的热
血和汗水。

“相”亲“相”爱乐无穷，心心
“相”印暖融融。工作之余，闲暇时
光，我最大的娱乐爱好，莫过于带
着我心爱的照相机，四处奔波留影
了。

虽然受经济条件所限，买不起
“长枪大炮”级别的高档相机，但只
要喜欢，只要爱好，只要能够拍照，
我从来不计较相机的品牌、身价和
档次。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所用的仅
是一架几百块钱的“傻瓜”相机。好
歹算是当时村里最先拥有相机的
人，我不仅乐此不疲地拍摄了很多
乡风民俗风景片，还心甘情愿地为
村里老人、孩子免费拍了许多照
片。只不过那时买胶卷、洗照片
要花钱，拍多了花费不起，错失
了好多精彩的记忆。

好在随着科技进步，几
年之后兴起了数码相机，一张

储存卡就可痛快地大拍特拍。我咬
了咬牙把准备添置家具的一千多
块钱用来买回一架数码相机。虽然
档次很低，但毕竟升级换代，再也
不用为隔三差五花钱买胶卷、洗相
片而操心费力了，真是惬意。

相机里的世界很精彩。自从有
了数码相机，我的拍摄激情日益高
涨，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只要觉得
有情趣、有乐趣、有意思的镜头，我
都要眼疾手快拍下来。无论是山川
河流、蓝天白云、花草树木、集贸市
场、瓜果蔬菜，还是小狗、小猫、小
羊、小牛，以及许多人物的动作表
情，都会“钻”进我的相机画面之
中。虽然自己的拍摄技术也不是很
过关，但我所拍的相片都是“写真
写实”的，多是源于生活的“纪实
片”，颇有“现场感”、“立体感”和

“动态感”。
拍照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如果一天不拍几张，就
似乎觉得缺少点什么，吃不香，睡
不好。每当拍到得意之作，那种快
意之情简直无以言表。其实，拍摄
照片也有遇到危险或冒险的时候，
有时为了近距离拍摄或选择好角
度，少不了有边拍边倒退着掉进河
沟里或只顾了看相机镜头而摔下
山崖挂彩的时候，还有为了忙着拍
照而顾此失彼耽误事的时候。

有一次，我正在厨房里忙着烧
火做饭，听到大门口有一只鸟叫得
特别好听，出来一瞧，一只漂亮可
爱的小鸟在树上欢叫着，这只无名
小鸟勾引起了我的“拍摄欲”。谁知
我拿着相机还没来得及按快门，这
只小鸟却警觉地飞到另一棵树上
去了，我不肯罢休，只得边追边拍，
追出大老远才抢拍到一张稍微满
意点的图片。可是，当拿着相机返
回厨房的时候，却把我给吓傻了，
灶膛里的火已把旁边的柴草引燃。
我慌忙把相机往厨房外的篮子里
一扔，赶紧拿起水瓢从水瓮里舀水
灭火，水瓮里的水舀没了，火好歹
灭了。我连吓带忙惊出一身冷汗，
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就为这
事，许多同事和街坊都打趣我说：

“没想到你拍照片还真有本事，你
竟然给拍‘火’了！”

虽然，我一脸苦笑，心里还是
有点偷着乐，因为那次“玩火”的拍
摄还真“火”了，不仅被媒体采用，
还被好多网友列入小鸟系列“珍藏
版”。这些年来，自己所拍摄的相片
不仅得到父老乡亲们的认可，还被
许多报刊和网络选用，一些很有意
思的相片还在各种摄影比赛中获
奖。这便是乐在“相”中总相宜，相
机生活很美丽！

□马洪利

“相”乐无穷

【休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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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湖赏荷
端午小长假去大明湖观看

龙舟赛，选手激烈的比赛和游
客的呐喊，让人感受到浓浓的
端午节味道。但给我留下深刻
印象的，不仅仅是激烈的赛龙
舟场面，大明湖盛开的娇艳欲
滴的荷花更加令人赏心悦目。

眼下的大明湖，花红柳绿、
波光粼粼。沿路前行，满眼绿树
蓊蓊郁郁，浇水后越发青翠欲
滴；五彩缤纷的繁花争芳斗艳，
林间小鸟欢快地唱着跳着，互
相追逐、嬉戏；轻轻的浪花声在
耳旁回荡，偶有鱼儿跳出水面，
引得游客驻足观赏。

也许“四面荷花三面柳，一
城山色半城湖”最能代表大明
湖此时的美景了。李清照在她
的《怨王孙》写道 :“湖上风来波
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
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莲子
已成荷叶老,清露洗、苹花汀草。

眠沙鸥鹭不回头 ,似也恨、人归
早。”眼下虽不是秋光，但在烟
波浩渺的大明湖,欣赏着朵朵盛
开的荷花，同样能让人感受到
大明湖的湖光山色之美。

泉水是济南的魂。虽然眼
下泉水喷涌不旺盛，但并没有
影响明湖荷花的娇艳。我在想，
也许是因了一湖泉水的滋润，
大明湖内的荷花似乎与别处不
同，不仅开得鲜艳、饱满，而且
枝干挺拔，花瓣肥硕，充满了天
然的野趣。靠近湖边的围栏，俯
身嗅一嗅已经盛开或是含苞欲
放的荷花，便有一丝淡淡清香
潜入心扉，心也随之愉悦。

看着眼前的荷花，我不禁
想起林徽因的一首诗：如果我
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
枝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
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
辉煌……几句诗，情已在。现

在，我问自己，我的心能否成为
林徽因笔下的那一朵莲花呢？
眼前的荷花是否就是照耀我虔
诚捧出的莲灯？

荷花是安静的花。赏荷，尤
其需要安静。好在，我关掉了手
机，躲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
生活在纷扰的世界，一个人能
安安静静地独处一段时间，也
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更何况我
的身边有波光粼粼的湖水和荡
涤心扉的荷香。因此我想，若是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悠闲
地划舟赏荷，体味女词人李清
照的“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
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
鹭。”该是何等的惬意！

在大明湖，荷花还有一项
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文化———
碧筒饮。据史料记载，“碧筒饮”
始于魏晋，盛行于唐宋。唐人赵
璘曾在《因话录》中写道：“靖安

李少师……善饮酒。暑月临水，
以荷为杯，满酌密系，文章来源
华夏酒报持近人口，以箸刺之，
不尽则重饮”。文中说，宰相李
宗闵善饮酒。暑天，他与宾僚在
水边饮宴时，将盛满美酒的荷
叶系紧，然后放在嘴边，用筷子
刺孔饮之。如果一口喝不完，则
要重饮一次……不仅如此，一
些文人雅士也竞相效法，并留
下了不少吟咏“荷叶杯”和“碧
筒饮”的诗句，如白居易的“疏
索柳花怨，寂寞荷叶杯”，戴叔
伦的“茶烹松火红，酒吸荷叶
绿”等，都写得淋漓尽致，意味
悠长。前不久大明湖的碧筒饮
入选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因此我觉得，在大明湖赏
荷，不仅让人流连忘返，更能让
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历久弥
新……

【历下亭】

□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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