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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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笔者到省城办事，遇见一位“职业乞丐”，
这位乞丐的乞讨方式非常“前卫”，他一边高举贴着微信
二维码的牌子，一边高声吆喝，“过路的君子行行好，给
我点零钱吧，请微信支付！”

我将这个故事说给朋友听，朋友哈哈大笑。他是当
笑话来听的。

如今，用微信支付方式乞讨的现象，已经不新鲜。当
然，不用这种方式乞讨的“职业乞丐”数量更多。去年媒

体就报道，在南京地铁一号线的南京站4号口
附近，人们常遇到两三名中青年女子以回家
路费不足为由，向过往的乘客讨要零钱，经警
方调查，这些人均为“职业乞丐”，且每人每日
能讨得“善款”数千元。

职业乞丐早就是个老话题，在去年召开
的广东珠海地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
研讨会上，相关负责人透露，很多职业乞丐日
收入少则二三百元，多则一两千元，甚至有

“年薪”高达三十万元的乞丐，有多位市民还
目睹过开宝马车“乞讨”的职业乞丐。

笔者小时候见过一些要饭的（也即乞
丐），他们不过是要点吃的，要点喝的，来维持
生存而已。那时的乞丐一般都是老弱病残，极
个别的是青壮年，对于前者，人们会怀着怜悯
之心施舍一块干粮、一碗米粥，对于后者人们
则很少施舍，并予以训斥：年纪轻轻的不找个
活干，靠要饭生存，不丢人？几次碰壁，就让青
壮年乞讨者灰溜溜地离开这个“行当”而改作
其他营生。笔者也读过介绍国外乞丐的文章，
国外乞丐一般都有些艺术造诣，靠卖艺来赢取
钱财，有的国家甚至规定，不会卖艺的不能做
乞丐，因为不向路人贡献才艺就获取钱财，会
培养好逸恶劳的不良品质，对于乞讨人员以
及施舍者都是一种自尊心的伤害。

而反观现今我们周围的一些乞丐，依靠
表演“惨相”或者编造悲惨故事，来赢得人们
的同情心，不要衣服、食品等生活用品，唯要
现金，并且只是跪在那里，或者纠缠着行人不
放，不给钱不让走。他们不会表演“才艺”，或
者懒得表演。有的双腿“残废”的乞讨者，一旦
离开别人的视野便健步如飞，而那些依靠滑
轮在地上匍匐前进的“残疾人士”，一旦被城
管揭穿真相，跑得比正常人都快。

这些职业乞丐，已经在某一城市或地区形成一定的
人数规模，他们并无临时困难，完全能够自行解决食宿等基
本生活问题，但长期选择乞讨这一行为，以讨要钱财为主要
目的，把乞讨当做发家致富的手段，将乞讨当做一种“职
业”，这已经背离了“乞丐”的原始定义。

职业乞丐的泛滥，欺骗了人们的眼睛与善良，当人
们施舍钱财发觉上当之后，一颗爱心受到污染，一颗怜
悯之心遭受打击，再遇见乞丐时就不会轻易伸出援手，
即便遇到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也不会再出手救助，这对
于那些真的因生活困难而沦为乞丐的人来讲，是一种伤
害。职业乞丐泛滥，还会污染社会环境，毒化社会风气，
培养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不良观念。为了钱财连自尊
也可以丢弃，连脸面也可以不要，这种理念和风气相当
可怕，对社会的毒害和影响是深远的、惨重的。

治理职业乞丐，这些年来也不能说没有动作，但是
由于现行法律只是对违法乞讨有一些规定，并且相关政
策在原则性方面偏软，没有明确针对职业乞讨的规定，
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制度真空。因此很有必要针对
职业乞丐，出台更严厉、更全面的制度细则，从制度上来
消除职业乞丐。目前而言，鉴于职业乞丐依靠欺骗手段
博得路人同情，已涉嫌诈骗，所以各地警方在查明真相
之后，完全可以使用诈骗罪名将职业乞丐绳之以法。那
些靠编造悲惨故事、扮演“残疾人士”来骗取钱财的职业
乞丐，应该为自己的欺骗行为以及污染社会风气买单。

清晨，
初冬的河面上，
冷凝后的薄雾，
开始透过斜射的冬阳，
似缕缕轻纱般缥缈着……

冬阳渐渐升起，
光线轻抚着河边的老垂柳，
干枯的花藤仍缠绕着枯了的枝丫，
虽无生机，仿佛牵绊在一起的
是千回转世的灵魂依偎着……

初冬，还未到天寒地冻，
阳光还算温热，
河水将阳光捂在怀里，
夏日波浪的激情已悄悄收藏。

平静的水面，让你难以想象：
它在春风吹皱一池春水的激荡，
夏日山雨欲来洪水融入的无奈，
经过一个秋天，
它将一切都滤进心里，
留给世人的是碧玉般的
澄澈和无语的深沉。

初冬，阳光和煦似锦，
河水宁静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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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北纸坊村位于万德街道
驻地东南方向不远处，明崇
祯年间（1628-1644），这里的
村民以造纸营生命名纸坊
庄。清朝中期，以村中的小河
为界，分成南北两村，河北面
庄子被叫成了北纸坊。从村
南小河向上很近的山脚岩石
上，坐落着一座建于明清时
期的观音堂很是完整和幽
静。

十七级台阶之上的
方正堂院

从济南市长清区万德街
道驻地，沿通向武庄的公路
东行，大约十多分钟的车程
就会来到北纸坊村。在这条
公路的北边不远处就会看到
观音堂高高的台阶及门楼。

整座堂院坐北向南，方
方正正，面积大约亩许，建设
在一个由山体岩石凿平的平
台上，从下面向上望去谨肃
规整。踏上十七级青石铺设
的台阶就会走进堂院的门
楼。门楼为一青砖青瓦建成
的单座建筑，飞檐耸脊，古色
古香。门楼东墙镶嵌的石碑
上清晰刻有“观音堂”三个阴
文大字及明嘉靖四十二年

（1563）二月十五日重修的时
间记载，由此算来这座重修后的观音堂
距今也有454年的时间了。

穿过门楼进到院内，迎面而来的则
是一面影壁。影壁的材料全为青砖，长
高皆为一丈，最上面有斗拱呈顶，中间
是一块凹下去的长方形平芯。整个影壁
基调灰色，由于注重功能而忽略形式，
所以制作的朴实无华，貌不惊人。

绕过影壁再向里走，视野顿时开阔
不少，在院子的东西方向上，建有呈对
称布局的两座厢房，厢房的样式小巧玲
珑，造型拙朴，一门二窗，墙体为微黄颜色
的山石筑建，顶部为青瓦铺设直到脊顶。
而木制门窗好像还是原样没有损坏。

清道光年间
重修的主殿

在堂院北边的正中位置，端坐着观
音堂的主建筑北大殿。这是一座三开间
的硬山建筑，东西长有8米，进深4米，殿
前置有1 . 5米宽的抱厦，抱厦中间有两根
圆木作为立柱支撑着厦顶。立柱下方的
柱础比较简陋，只是将方石凿刻成中间
略高的圆盘用来垫托立柱。

外面殿顶材料全为青瓦，一排排的
青瓦从屋脊向下画出一条条优美的弧
线。置有祥云图案的屋脊完整的敷设在
殿顶的最高处，而两边的鸱吻比较完
好。另外在殿顶背面的边脊中间，还分
别装有两个嘴巴朝北的吻兽。

走进殿内发现，北边供台的正中供奉
着观世音的陶瓷塑像，东边供台为观音菩
萨的大幅挂图，而在西侧，则是一尊关公
雕像。所有这一切不是原物，应当是近年
村民重新放置的，实在谈不上艺术性。

从殿门内侧西边的立柱上可以看
到这座大殿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复
建，由于距今年代不算久远加上没有破
坏的原因，所以殿内上部的四椽袱梁、
驼峰、平梁、蜀柱、托脚等顶部木件完
好，没有任何的漏雨迹象。

院内神秘的
四方字石

站在大殿门口回望整个堂院，虽然
面积不是很大但布局严谨，主次适配，
在东西厢房的前面还有几棵绿色的翠
柏点缀其间，越发显得堂院整洁幽静，
古朴久远。

在大殿正前稍西的空地上，有一组
刻有莲花图案的石头及上面的一块方
石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是由上下两块
石头组成的合体，下面的石头类似于一
个柱础，上面的石头厚约一拃，是一块长
宽1米的正方体。在这块方石四个面上，分
别刻有“皇图固万载”，“乾坤永清宁”，“善
士诸神鉴”，“悖子鬼魅刑”的行文。这四句
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国家的疆域万年永
固，人间社会清明平和，好心人每个神都
能记住，而坏人像被捉住的鬼怪一样遭受
惩罚。通过基本含义及平仄关系分析，上
面这块方石放置的位置在历史上肯定不
是现在这个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这两块石头是什么年代打制？原来
做什么用？以前在哪个位置？是被毁建
筑的遗存还是经幢的一部分？等等等
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答案，询问堂院
附近的村民也没有一人能够讲清楚。

北纸坊观音堂最早的建设年代已
无据可考，从横躺在十七级台阶下面的
一块石碑上我们可以知道观音堂最后
的一次修缮时间是民国十一年（1922），
从那时起中国经历了多次战争和混乱，
毁坏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迹，但坐落于
村北山南与世无争的堂院基本完好就
实在非常难得和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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