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东安

上个世纪30年代，鲁西北平原
上横行着多股土匪，到处祸害百姓。
为此，杨家屯人修了护村围墙，并请
手艺精湛的章丘铁匠林庆山造火枪
自卫。

那天，叮叮当当的杨家祠堂大
院里闯进一个鬼鬼祟祟的陌生人。

“你是谁，来这里干啥？”警觉的林庆
山放下手中的锤子，擦把汗，正要端
风箱上的茶碗，却被来人抢先捏过
去，毫不客气地一饮而尽，随即把碗

“叭”地摔在地上：“听口音，你小子
就是章丘铁匠林庆山？”“是又怎么
样？”林两眼冒火，拳头攥得嘎嘎直
响。“呸！”来人蓦地从怀里掏出匣子
枪，“劝你马上从杨家屯滚蛋！”说
着，夜猫子似的一阵怪笑，随口念出
一首当地人取笑铁匠的歌谣：“打铁
的，铁打的，娶个媳妇咱俩的。”

漂泊他乡异地的林铁匠彻底被
激怒了，一拳将嚣张到极点的狂徒
撮出老远。

“叭！叭！叭！”歹徒连开三枪，林
就地几个滚翻，冒着耳边呼啸飞过
的子弹，一个鲤鱼打挺，飞身疾步蹿
到对方背后，犹如老鹰抓小鸡一般
提起他，一晃宽厚结实的肩膀，将他
扔进了淬火池。

众人齐声叫好称快。
经追问，来人正是对进了腊月

还不肯送钱粮的杨家屯人耿耿于怀
的土匪头子李大秤砣派来的探子。

果然不几天，生性残忍的李大
秤砣送来口信：要么交出章丘铁匠，
要么血洗杨家屯，限期三天答复。

愁云密布杨家屯。
咋办？为避免连累全庄，思虑再

三，侠肝义胆的林庆山决意要去会
会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土匪，一个人
的命换全庄人的命，值！杨家屯人哪
肯让他白白去送死，硬是把倔强的
林铁匠锁在屋里看守起来。

北风呼啸的半夜里，趁看守人
不注意，林庆山拉断窗棂，悄悄离开
了杨家屯，只身冒着凛冽的严寒按
约定的地点来到了荒凉的北大洼。

狡黠的李大秤砣断定豪爽的林
铁匠会来的，带着几个随从早已等
候多时。

“你只要答应为我打造枪支，咱
就交个好兄弟，咋样？”坐在火堆旁
取暖的李大秤砣铁青着脸，开门见
山地摊了牌。

冷冷地瞥一眼李大秤砣，林庆
山并不搭话，从容地走到火堆边，对
着李大秤砣盘腿坐下，慢悠悠装上
一袋烟，正要摸火柴，李大秤砣却若
无其事地伸手从火堆里捏出块通红
的炭屑递过去：“来，点上！”林庆山
也不示弱，伸出一条腿，挽起裤，拍
拍小腿肚子，平静地说：“先搁这儿，
我再把烟袋锅里的烟丝往下摁摁。”
李大秤砣毫不客气，“嘿嘿”冷笑着，
把炭屑放在了对方小腿肚子上。随
着火燎肉皮的“嗞嗞”声，林庆山的
小腿肚子上冒起一缕青烟。

李大秤砣与他的随从们都惊呆
了。

林铁匠忍着钻心的疼痛，坐在
那里纹丝不动，“巴哒巴哒”抽着旱
烟袋，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算你这个章丘瘪子有种！”李
大秤砣匪气大挫，长长地叹了口气，
深知这样的硬汉宁可一死，也决不
会归顺他。为了图个江湖名声，竟放
了林庆山。

从此，林铁匠的小腿肚子上留
下了一个永久的疤痕。

那年除夕夜，杨家屯人满怀感
恩之情，给林庆山披红挂彩，扶他骑
上枣红马，在“噼哩叭啦”的鞭炮声
中，随着锣鼓喧天的游行队伍串遍
了大街小巷。

一年多后，林庆山与杨家屯人
配合鲁西北抗日支队，在前王庄一
带全歼了李大秤砣这帮为害一方的
土匪。

解放后，林铁匠在杨家屯落户
成了家，其后人也成了远近闻名的
铁匠。

章章丘丘铁铁匠匠在在他他乡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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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去去的的明明水水老老街街巷巷
□大葱人家

“老明水片区就要拆迁
了”，从春节前就有人说起此
事，很多人没有拿这当回事，
没想到是真的并且来得这么
快。2017年3月4日章丘区住
建委下达了冻结通告，让猜
测、疑惑的居民和热心关注
泉水生态区建设的人们终于
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逝去的不会再来，老街
巷眼看着就要消失，不知怎
么，笔者心里越发恐慌起来，
睡觉也不踏实。于是再次走
进曾经是那么熟悉的一条条
小街巷拍摄照片，留下一点
点的资料和念想，将来孩子
们问起来也算有个交代。幸
运的是在拍摄完不足二十天
老街巷就开始拆了，总算没
有留下遗憾。

以明水大街为界，东侧

的老街巷因为2001年建设百
脉泉广场和辛庄小区而名存
实亡。杨家胡同、高家胡同、
水磨胡同等都留存了不足十
米，实际就是胡同两侧门头
房的长度或宽度。但胡同墙
壁上蓝底白字铭牌尚在，总
算让人没有忘记以前这里曾
经是一条完整的巷子。最可惜
的是水磨胡同，因水磨而得
名，因泉水的变化及城市的扩
张而落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这里还曾经是一片热闹和
繁华，磨面、磨香等生计让附
近居民不停劳作，一阵阵嘈
嘈杂杂的声音中隐藏着他们
的苦乐年华。

明水大街西侧的宁家胡
同、欧家胡同、臧家胡同、孙
家胡同和东侧的杨家胡同及
高家胡同一样，都与原住居
民姓氏有关，尽管以后少数
外姓人家也住进巷子内安

家，但挂着原姓胡同的铭牌
再没有因此而变更过。宁家
胡同和欧家胡同可能是西侧
片区中最为狭窄的胡同了，
只有一个出口，宽度七八十
厘米，堪比济南的翔凤巷，但
却没有那的知名度高，并且
小气了些。

一提仁义巷和幸福巷的
名字就觉得温馨，巷口宽，进
深远，中间有几个小拐，住户
较多，巷里与穿插的各个套巷
相通，算是一条通达的主干
巷。往北不远就是建国巷，巷
口宽阔，进深不超过百米，应
是附近最宽的巷子，住户五六
家，进出非常方便。建国巷起
名时一定很时尚，沾了新中国
建设的光。臧家胡同和孙家胡
同巷口宽度及进深都差不多，
住户略有差别，比起宁家和欧
家胡同来说大气些。再往北就
是马局街，经老人提示得知，

这条小街巷建设时因康家马
厩所在及骡马交易小市有关。
这条街巷也是一条主干巷，两
侧的套巷均与之相连，基本是
四通八达，因而流动人口较
多，与其他巷子相比明显繁华
许多。

最北端是双泉路，以前
叫清照路，与绣水片区的清
照路相同。因本世纪初百脉
泉公园扩建和建设清照词
园而中断往来，从此改名双
泉路。东北角是李家大院。
西侧不远的路南是康家小
楼，也有人说叫康家绣楼，
总之与明水赫赫有名的康家
有关，需要及时修缮延续。

老房屋一座座轰然倒
下，老街巷一条条在灰飞烟
灭。泉水生态区的建设日益
迫切，大手笔的画卷即将展
开。我们期待着，也相信家园
会建设得更加美好。

洛洛城城何何处处不不飞飞花花
□裴珊珊

“春来谁作韶华主，总
领群芳是牡丹。”父亲的生
日临近了，父亲爱花，在明
媚的人间四月天里，我们应
牡丹之邀，携春风赴一场花
事，给这个生日留下国色天
香的记忆。

听着动人的音乐，在导
游姑娘的娓娓诉说里，我们
徜徉在色彩斑斓的中国国花
园花海。“洛阳地脉花最宜，
牡丹尤为天下奇。”二乔亭
边，见识了慕名已久的“二
乔”牡丹，奇特的一半紫红一
半粉红，两位绝代芳华平分
春色，倾国倾城的容颜倾注
娇艳牡丹于一身；姚黄阁里，
拜谒了“花王”姚黄，明丽的
色调尽显皇家风范；魏紫亭
中，参见了“花后”魏紫，硕大
的花朵凝重端庄，花瓣层层
叠叠，一展冠压群芳的典雅
风姿。牡丹花开游人醉，洛阳
的春天是属于牡丹的，温暖
的季节里竞相开放，婀娜多
姿，留给人们赏心悦目的芬

芳。生活的琐碎，内心的疲
惫，顷刻间了无踪影，弥散在
四溢的花香中。

随后，我们又拜游了神
州牡丹园，在千姿百态的牡
丹观赏区，仿佛穿越千年回
到盛唐时代，真真领略了“天
下真花独牡丹”那壮丽的花
王风采。这里是牡丹的天堂，
朵朵丰硕的牡丹在繁茂的枝
叶下傲然绽放，花瓣层叠高
耸，状如皇冠，富贵之态油然
而生。“扶桑司”娟秀凝丽如
美玉，像羞赧的新娘，优雅婉

约翻卷着冰雪肌肤。“玉芙
蓉”粉面含春，像婷婷的少
女，盛开在最美的青春年华。

“海黄”如万物复苏刚刚醒来
的鹅黄一般，像可爱的孩子，
娇嫩伶俐萌态百出。春风里，
阳光下，雨露中，你开的如此
热烈，那么灿烂，蜂蝶簇拥追
寻牡丹，游人如织探访花香。
春风得意牡丹图，多少诗人为
你浅吟低唱，多少画家为你绘
就绝美，多少歌者为你引吭高
歌，多少演员为你活跃荧屏。
一种沁人肺腑的芬芳，一样欣

欣向荣的风貌，一派国富民强
的气势，在神奇而厚重的河洛
大地纵情洋溢。

牡丹以“国色天香”之
称，雍容华贵，对中国人来
说，牡丹的意义超出了花的
本身，被视为国运昌盛、生活
幸福的象征。为永远留住牡
丹盛开的绚丽，我买了牡丹
瓷盘，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父
亲。“魏紫”牡丹花叶薄如纸
张、叶脉清晰可见，有了瓷韵
花魂，我们就可以随时欣赏
到花王风采了。热情好客的
导游姑娘还赠送给我们花
种，我们也期盼这代表吉祥
幸福的种子遍地开花。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
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
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花海
上泛泊，花香里沉醉，恋恋不
舍中，我们结束了这次牡丹
之旅。很是羡慕花城里的人
们，他们笑靥如花，生于斯，
长于斯，幸福于斯。那天晚
上，我做了个梦，梦中我变成
一只蝴蝶，在繁花锦簇的牡
丹丛中翩然起舞……

□隗学芹

应魏书记之邀去二职专
看花，他们的樱花节已经开
幕好几天了，担心花期会过，
于是我们几个人匆匆前行。

樱花正是烂漫时节，赏花
的人络绎不绝，或流连花下拍
照，或嗅着花香看蜂飞蝶翻，
花树下热闹着春意盎然。

我走过人群，蓦然抬头
间，心被瞬间感动了。那不是
我曾经寻了很久的桐花吗？
它们热烈地开在高空，成片
的粉，拥挤着，牵挽着，在蓝
天下舞着春烟。

它们太高了，耸入天际，
和蓝天白云相依。那粉色，便
在日光的辉映里，变得浅淡，
变得遥远。我知道，桐花是香
味浓烈的，可是这一排排高
大的桐树，它们的花香，抛向
了高远的天空，我闻不到它
的浓香。它们太高了，不仰

脸，根本注意不到它们。我想
起那句“寂寞开无主”，它们
是寂寞的吗？没有回眸凝视，
没有蜂蝶翻飞其间，它们在
高空里，只和白云辉映。

不是的，我分明看到花间
跃动的黑影，分明听到花丛里
清脆婉转的啼鸣，那些个鸟儿
隐在花影里，它们被花包裹
了，它们该是何等甜蜜呀。

记得老家的桐树，每年，
都会盛开了满树的花，繁茂
的粉色遮蔽了整个庭院。香
气浓烈，覆盖了不大的小村。
走到哪里都是桐花香，想避
都避不开。那时候不晓得它
的美，只觉得香气太浓，缺少
了心中想着的浪漫。曾经说：
为什么不砍掉种别的？直到
考学，它被卖掉做了我的学
费，才知道，那桐树原来是为
着某种期许而栽种。

职专的桐树已经三十多
年的树龄，怪不得它们如此

高大，如此繁盛。《诗经·大
雅·卷阿》写，“凤凰鸣矣，于
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
阳”。桐树向着阳光生长，不
期然而然的喜悦，映在眉梢。
二职专，是一所远近闻名的
高职学校，每年的高考人数，
都是名列前茅。

正遐想，一对对学生跑步
而来。这是高三的学生，他们
在花树下绕道而跑，矫健的身
姿，自信的面容，处处透着青
春的飞扬与自信。青春的气息
掠过身旁，我也感觉年轻了，
步子轻快了，我跟随他们小跑
在花间，不时有花瓣垂落，我
和那些学生，发髻间有了粉色
的花，我们相视而笑。他们放
慢了步子，和我一起跑，听着
他们清脆的口号，感觉我又回
到了学生时代，那些温馨而执
着的拼搏，那些任风雨击打都
不会放弃信念的青春岁月，仿
若在眼前。

庄子曰：“非梧桐不栖，
非练实不食，非澧泉不饮。”
这高洁的品格，也正是职专
人的追求和自律。

手里夹着讲义，匆匆前行
的教师，温煦的风飞扬起鬓角
的华发。他们步履匆匆，只为
着那些饥渴的双眼，只为着那
个被朝圣的目标。没有更多的
豪言，却在以不懈的努力，兢
兢业业于三尺讲台。

流连花间的蜜蜂，抖动
着翅膀，不停地在花心吮吸。
它们忙碌的身影，让我不忍
打扰它们。再看向窗内那些
俯身读书的清影，这蜜蜂，这
学子，他们交相融合在这座
书香悠远的校园。

樱花节，却让我不期而
遇满园桐花。我仰望，凝视，
粉色的云团，花隙间筛下的
日光，我沐在花海荫下，迷醉
在梧桐的高远里。这桐花，正
是二职专师生的写照啊。

四四月月寻寻芳芳二二职职专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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