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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
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
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
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
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

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
清本地高中初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
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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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出生于
1937年的垂暮老者，我已
经经历了太多新中国从
缔造到富强的风风雨雨。
坐享如今儿女绕膝子孙
满堂的天伦之乐，总会让
人不自觉地回忆起往昔
艰难困苦的峥嵘岁月。说
实在的，如今我虽年逾八
旬，做梦也没想到今天的
生活会如此的幸福和美
满。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无论当时社会有多乱，但
内心渴望祖国强大的梦
想始终没有放弃过；当时
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
血脉联系至今也都让我
感动。1 9 6 2年我在许寺
(公社现改名为平安街道
办事处)任财政助理员的
时候，不但管理经济，而
且下乡与群众同吃同住
同劳动。许寺西靠黄河东
头靠山，夏季防汛，冬季
救灾。三夏时节，领导组
织下村收麦子；三秋时
节，下乡催耕催种，到农
田干活。那时，连同公社
书记到一般工作人员都
是如此，真正与老百姓亲
如一家啊！

过去的生活有艰辛，
有痛苦，有煎熬，有太多
的不堪回首；但也有奋

斗，有真情，有美好，更有
始终不曾放弃的“中国
梦”。1960年左右，我的月
工资不足四十元，三十四
块五毛钱的工资被人调
侃为“咪发嗦”干部。那时
有一句顺口溜“寒窗十年
苦，三十四块五。既不养
妻子，又不养父母。”当时
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公社
党委书记的月工资也只
有90 . 5元，管理区书记57
元，其余同事一般4 5 . 5
元、40元、34 . 5元、30元不
等。其实，公职人员开始
大幅度地涨工资我记得
是在1988年。特别是近几
年，随着国家经济的腾
飞，一个富强民主的中国
巍然屹立，我的工资更是

“芝麻开花节节高”，从当
初的34 . 5元直到如今的
近5000元退休金，真是做
梦也想不到。

逢年过节，一家人其
乐融融欢聚一堂，我总要
现身说法进行一场家庭
式的“忆苦思甜”大会。
目的就是让孩子们，特
别是“生长在红旗下，
生活在蜜罐里”的孙辈
们，了解过去的艰苦，
珍惜当下的幸福，将美
丽的“中国梦”一代一代
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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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秋风劲，山乡柿子
遍地红。每当此时，长清万德要
举办一场气势恢宏的“金秋柿子
节”，四面八方的人们就会蜂拥
而至，采撷快乐来了。

柿子树，应该算是与乡村生
活最亲近的果木吧？你看那些桃
呀，梨呀，苹果呀，要么生长在深
宅大院里，要么圈围在果园栅栏
中，被郑重其事地培养着，被小
心翼翼地守护着，除了果树的主
人，外人是不能够轻易靠近和随
便采摘的。我们从小接受的品德
教育中，就有“瓜田不纳履，李下
不正冠”的训诫。

然而，柿子树就不同了！山
坡峪沟，路边田头，房前屋后，几
乎随处可见它的踪影。它从来不
遮不掩，却又谦逊低调。树干不
修颀，叶片不秀气，花朵不艳丽，
普普通通；不娇气，不华贵，不张
扬，朴朴实实。平素里，很少有人
注意它，爱抚它，挂念它。就是在
这种“熟柿无睹”的日子里，柿子
树一直在辛勤地生长和孕育。果
实蹑手蹑脚地丰盈，面皮悄然无
声地红润。赶到深秋时节，一树
一树的小红灯笼，突然之间便挂
满了枝头，热热闹闹，大大方方，
喜气洋洋。

人们慵懒的双眸一下子就
被点亮了：哎哟，柿子，柿子熟
了！在晨曦中，在夕照里，父老乡
亲们眯着惊喜的眼睛，端详着硕
果累累的柿子树，像伞，像塔，像
蘑菇；像高耸的火炬，像冬日里
炉中的炭火。哦，下完柿子，这一
年就快煞尾了，年增岁月人增寿
喽！于是，一股轻柔的暖流，夹杂
着复杂的情愫，涌遍全身，干燥
的心也随之温润起来。

刚采摘的柿子，看上去圆润
橘红，光彩诱人，但不能直接食
用。它的体内含有鞣酸，味道生
涩无比，直接入口会使口腔麻
痹，拉不动舌头，因此需要人工
脱涩催熟。脱涩的方法有多种，
可将柿子与其它水果混放，或用
石灰水浸泡。最常用的办法，是
将柿子放入大锅，用温水连泡数
日，俗称“漤柿子”。还有一种“粗
粮细做”的吃法，是经过专门工

序，将柿子制成柿饼。这种甜、
糯、软、韧的独特食品，给很多人
留下了美好回味。只有极少数通
体红软的“烘柿”，才会在枝头上
自然熟透，汁液丰盈，清凉甜腻，
形态像刚出笼的灌汤包，须捧在
手里小口吮吸。此中滋味，妙不
可言。俗语说“柿子专拣软的
捏”，大概就是指的“烘柿”吧。

我的少年时代，学校每年都
放农忙假，学生们会争先恐后地
参加“护秋护麦”，因此多了融入
大自然的机会。那时，山峪里成
片的柿子树无人看护，理所当然
就成了野小子们的天然乐园。调
皮孩子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攀
爬柿树，把挑在树梢上的“烘柿”
摘下来，而后迫不及待地吃个

“满脸花”。哪个家伙如果不慎让
“烘柿”掉落在地，摔成了一摊稀
泥，一定会懊恼得想扇自己的嘴
巴。

眼下，四面环山的万德生态
旅游区，已经广植柿树几百万
株，得到了“齐鲁柿乡”的美誉。
柿子富含碘和多种维生素，经
常食用可预防心脏血管硬化，
消除因缺碘引起的甲状腺肿
大；还有润肺养胃、利肠补虚、
除热止血、镇咳祛痰等功效，益
处大矣。当然，最基本的好处，
还是充饥解馋呀！时代发展了，
一年一度的“金秋柿子节”，也
不单单为吃了，而是被赋予了
浓厚的文化内涵。“柿王争霸”

“柿柿如意”“柿市求柿”“心想
柿成”“柿来运转”等活动，将偏
远沉寂的山乡变成了欢乐的海
洋。

是啊，人们总喜欢把美好的
愿望，寄托于熟识的事物之上。
举世闻名的灵岩寺内，有处奇绝
的景观，一株柏树与一株柿树长
成了一体。它们不仅仅是“根紧
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简直
就是一对连体孪生姊妹啊！根据

“柏柿”的谐音，人们给这树起了
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百事
如意”，真是太有才啦！

柿子为什么这样红?欣逢盛
世“喜柿”多。咱也趁着时令，去
万德凑个热闹，沾份喜气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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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已过好几天，天
已经很冷了，可在马山脚
下的马山镇关王庙村郭
家忠的桃园里依然还很
热闹，很多来自济南、泰
安、肥城等地的市民正在
这里采摘雪桃。只见行行
桃树，累累的雪桃压弯了
枝头，雪桃的清香远远地
就能闻到。在前来采摘的
人群中，来自肥城的一位
姓李的市民这样夸赞郭
家忠家的雪桃，他说他吃
过很多地方的桃，哪里的
也没有这里的雪桃好吃，
这已经是他第五年到郭
家忠的桃园里摘桃了，除
了自己吃点外，主要还是
寄给上海和北京的亲戚
朋友。

马山桃的品质为啥这
么好呢？因为马山的土壤
结构特别，还因为马山境
内四面环山形成独特的小
气候。从上个世纪90年代
发展到现在，全镇桃树栽
植面积已达5000余亩，马山
桃早已远销北京、江苏、浙
江等地，也曾走进过上海
的大超市。说马山桃名声
在外，说马山镇是桃乡一
点也不夸张。但有一个问
题，马山桃大多都是在每
年中秋节前成熟，这已经
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了，郭家忠发现了商机，下
决心引进新品种，把马山
桃成熟期再延长。

郭家忠是马山镇第
一批种植雪桃的农民，今
年4 8岁，种桃已经2 5年
了。在经历了一年又一年
失败后，他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桃子上档次，提高

品质是关键。用发酵好的
农家有机肥和黄豆豆饼
等做底肥，用发酵好的沼
液做追肥，让树吃饱，把
根养好。合理的修剪，合
理的负载量，及时的防病
防虫。桃子的口感和品相
深得顾客的好评，很多市
民慕名到郭家忠的桃园
摘桃。

为满足越来越多市
民的需求，郭家忠家桃树
种植规模逐年扩大，目前
已发展到60亩，品种那就
更多了，有早熟的麦香、
沙子早生、苍方早生、北
京二七、大久保、六零蜜、
新川中岛、中华富桃、莱
山蜜等，晚熟品种有中华
寿桃，当中华寿桃中秋节
前夕结束时，他种植的冬
雪王雪桃开始成熟，一直
采摘到霜降前后，把马山
桃的采摘期延长了一个
多月。由于冬雪王雪桃口
感脆甜，肉质细腻，让人
吃过一次还想下一次。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冬雪王
雪桃货架期长、贮存期
长，自然存放20天不烂。
到郭家忠桃园摘桃从初
夏摘到初冬，吃他家的桃
请放好心。

郭家忠用良心种桃
种出了大名堂，他已经越
来越不满足于现状了，他
要把马山桃的成熟期延
长到元旦前后。这么多年
了，马山桃为什么那么受
欢迎，除了老天赋予马山
人独特自然环境外，最主
要的还是因为有像郭家
忠这样成千上万种桃的
马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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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么想做您笔下的鱼儿
让我在您画的海里
自由自在游来游去
这海水是这么碧蓝
没有任何的污染
没有世俗权力的明争暗斗
没有金钱观念的尔虞我诈
没有家暴的夫冷妻寒
没有左右的冷眼狂言

您瞧
我这条穿红色裙
修身的鱼儿的眼神
在向画我的主人谢恩

您看
我那条的黑色鱼儿
是我的情人
它在嘻闹追我
还摆头让我加油快点游呀游

您握着白云笔
慈爱地对我说
鱼儿呵
听桑恒昌诗人的忠告吧
不要为一口诱饵活吞自己
千万不要为岸上的花花世界
离开水……
离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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