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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大禹治水时，有一条孽龙，兴风作
浪，造成水患。大禹将其捉拿时，孽龙钻山而
逃，留下的深洞，就是当今的龙洞，此山又曾
叫过禹登山。

这个传说，富有神话色彩，引起我极大兴
趣。又看过张养浩的《龙洞山记》，我愈加想前
往龙洞游览。

假期的一天下午，导航指引，独自驱车来
到龙洞山下。眼前不高的山体被翠柏覆盖。山
脚下，有一处正在施工的地铁站口。绕着左侧
一条上山的曲径攀登而上，独自穿行在这茂密
的山林小路中。爬了一会儿，迎面走来一对下
山的中年夫妇，我忙打听龙洞的路程和方位。
女士说，龙洞已经被铁丝网隔离，过不去了。
并热心地嘱咐我，天黑后一个人别走夜路，这
山路状况复杂，不好走，注意安全。

听到不能看龙洞时，我如泄了气的皮球，
这山，就爬得不得劲了。犹豫中的我，爬了一
段山路，静谧的山林中，我想到张养浩当年游
览龙洞时出现惊险的那一幕。

元朝延祜年间，张养浩等七人慕名前往
龙洞游览。洞内深处漆黑一片，张养浩一行点
燃束茭引导前行，走过一段高大宽敞的路后，
接下来需要低头、弯腰行走。遇到最狭窄的地
方，只能趴在地上像蛇一样，匍匐前行。就在
这个时候引路的火把灭了，浓烟弥漫。后退，
身体不容许；前行，漆黑路窄。同行的人惊恐
地认为要丧命在此，张养浩不断鼓劲，他们又
爬行了一里左右，终于脱险。张养浩在游记中
说道：有哭的、恨的、骂的、互嘲的和跺地后悔
的，庆幸自己活着出来，乱作一团。

张养浩反思这次游历的意义，感慨道：
唉，不登高山，不到深渊，前面圣人那些教训，
我们这些人只把它当做娱乐而已呢。

这时，听到有说话的声音，我探身看去，
一对父女走来，女孩有十五六岁。那位父亲跟
我搭讪：知道大峪谷否？大峪谷这三个字，让
我为之一振。我当即决定与这对父女结伴，去
看大峪谷。

眼前有两条进深山的小路，我们顺着左
侧一条前行。攀登中，碰到下山的一家五口，
问起山路时，一个小男孩抢先说，沿着路边树
枝上的“红头绳”走，就会到达。我顺着小孩的
手指方向看去，树枝上果真系着红布条，顿觉
心中升起一股温暖的感觉。

穿过崖壁边一条窄窄的山路，艰难地登
上一个陡峭的大斜坡，翻越一道山脊，循着红
布条一路曲曲折折地走到一线天，下面就是
大峪谷。一线天的旁边有一处宽亮的小平台，
树林中坐着三三两两休憩的游客。我走过去，
站在崖沿上，向前方望去，哦，万丈深渊！大峡
谷的壮观景色，尽收眼底。环山拥抱，群山相
连，千仞壁立，真是别有洞天。伫立崖壁边上，
往下看去，甚觉头晕目眩。

坐下来，静静地品赏着眼前的景致，北有
老君崖，南有独秀峰、三秀峰，突兀环列，神工
鬼斧一般。南峰顶上，矗立一座石塔，形如西
安大雁塔。而峡谷中拔地而起的一座独峰上，
也有一座石塔，遥相呼应，平添不少韵味。真
没想到济南还有这么一处天然壮观的美景。

听说峡谷内有泉、有庙宇、有范仲淹之子
范纯仁的题刻。同行的父女还要继续去大峡
谷探幽，而我觉得欣赏眼前的美景已经足够，
就没再前行。这次龙洞之行，兴致因张养浩而
起，虽没有体验到张养浩当年的惊险一幕，却
庆幸意外收获了大峪谷的壮观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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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我上
了小学，识了字。

记得一次翻看家里的户口
簿，发现在父亲的职业状况一栏
里，写的是“小手工业者”———
噢，我明白了。那时父亲常常早
出晚归，用母亲的话来说“总往
家买破烂儿”，有时一连几天窝
在家不出门，修理门锁、手电、钢
笔、相机之类的破旧物件，然后
拿到旧货市场出摊儿。那时候
穷人很多，人们有需要的东西
首先考虑的是去买便宜的旧
货，所以父亲的生意还不错，
从外面回来经常是掏出几张
钞票递给母亲。每当这时，母
亲脸上就露出微笑，她常说：
贱年饿不死手艺人呀！

一次，父亲推着自行车回
来，车把两边挂着两个大帆布
包，车座上绑着一个鼓鼓囊囊的
大包袱。他边往下解边说：我买
了一个破放映机，等修好了给你
们放电影看。

我们一听，都围上去，像看
西洋景一样问这问那：“这里怎
么有个把手啊？”“这边怎么还有
个盒子？”……父亲告诉我们，这
个放映机是美国货，可有些年份
了。他用手指量了量下面的白铜
盒子，约一拃长，半拃宽，半拃
高，里面还有三根用粗棉线织成
的灯芯。他说：“这里头能装一升
煤油呢，放电影时点着里面这三
根芯子，亮光投到前面的聚光镜
上，屏幕就亮了。刚发明放映机
的时候，好多地方都没有电，就
用这煤油灯来当光源。”他又摇
了摇那个把手说：“这是用来转

动电影胶片的，也是这个机子的
动力源，现在这种放映机已经没
人用了。”

几天以后，放映机修好了，
听到父亲宣布吃完晚饭要放电
影，姐弟一阵欢呼，赶忙跑出去
通知各自的小伙伴。饭后，父亲在
堂屋的西墙上挂了一块白布，在
几米开外的地方放了张桌子，把
放映机固定在上面。我们都坐在
小板凳上紧盯着屏幕，兴奋不已。

这时，父亲拉灭电灯，点着
了电影机上的煤油灯，顿时跑出
一股煤油味儿。父亲摇动手轮，
随着咔咔的响声，幕布上出现了
人影，虽然模糊得看不清模样，
但是我们都鼓起掌来。父亲调整
了一会儿，开始正式放映。电影
是无声的，屏幕上的人走路都是
哆哆嗦嗦的，尽管如此，来看热
闹的男女老少还是又鼓掌又叫
好，开心得像过年。

消息不胫而走，从那以后，
吃过晚饭，街坊四邻就会来到我
们家，见屋里实在挤不开，父亲
就把幕布挂到院里的南墙上，他
在屋门里头放映。当时印象最深
的一个片子是“胖子瘦子啃骨
头”：先是幕布上出现一张方桌，
两头放着两只碗，每个碗里有两
块肘子骨。接着，一个瘦高个和
一个矮胖子上场，坐在桌边每人
拿一块骨头啃。胖子把啃完的骨
头丢进瘦子碗里，拿起人家那块
没啃的吃起来，被瘦子发现后，
两人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
最后发展到格斗，引得大家捧腹
大笑，这是最受欢迎、每晚必演
的一个片子。

还有一个影片也印象
深刻，演的是当时大上海的
街景，屏幕上人挤人、人挨
人，穿旗袍的、穿马褂的、拄
文明棍的、戴礼帽的……都
哆哆嗦嗦地往前走。一辆有
轨电车开过来，人们蜂拥而
上，等车门关上，车开走后，
画面上突然空无一人，观众
们唏嘘不已。我们的大杂院
里住着位冯大妈，看完后，她
操一口地道的天津腔大喊：

“不得了了！不出门咱就逛了
大上海啦！我们都成神仙
啦……”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这样一天天演下去，问
题就来了：因为来的人越来
越多，为占地方抢位置经常

有人产生摩擦，引出不少口角，
更重要的是占用了父亲大量的
时间，影响了全家的生计。这可
怎么收场呢？父母犯了难。

一日，老乡李叔来我家，知
道我们为这事烦恼，他说，这好
办，把放映机借给我玩几天，你
不再演了，大家也就不来了。父
亲一听大喜，当天就让他把放映
机带走了，连同近一百盘电影片
子。之后，大杂院恢复了平静。

李叔家住在人民商场附近
一临街房，他看了几盘片子，觉
得这东西人们肯定爱看，于是在
家门口贴了张纸，上面写着：5分
钱看场电影，一集20分钟。那时虽
然有了电影院，但是绝大多数老
百姓没有条件光顾，再加上李叔
放的这些片子大多是卓别林的
搞笑片，很受底层群众的欢迎，
因此生意还真不错，有时一天能
挣两三块钱呢。

这事传到了我们家，母亲不
乐意了：拿我们家的电影机挣
钱，这像话吗？她让父亲去要回
来，父亲说：“人家当时带走电影
机是为了帮咱的忙，现在演电影
挣钱对咱也没什么影响。”见父
亲不去，母亲好一通发火。没承
想第二天一早，李叔就搬着放映
机进了家门，一家人愕然，没等
我们开口，李叔说：“不知为什
么，昨天晚上演着演着就坏了，
只好给你搬回来了。”那时候的
人不会说客套话，他对父亲撂下
句“你会修你就再修修吧”。李叔
走后，母亲笑道：“这真是天遂人
愿啊！”

岁月如流水，转眼六十多年
过去了，父母也早已离我们远
去。今年春节期间，兄弟姐妹凑
到一起提起此事，都记忆犹新。
忽然大弟说：“那台放映机上的
聚光镜在我家里呢。”大姐突然
想起什么，忙说：“父亲去世分杂
物时，我分到一个长条形木盒，
里面有几十盘电影片子”，“对、
对”，大弟说，“我见过那个装片
子的木盒，就是长条形的。”

可是，那台放映机在哪里
呢？姐弟几个面面相觑，父亲不
在了，再也没有人能知道它的去
向了，大家都不再作声。

“我知道它在哪里”，我打破
了沉默。大家的目光一齐投过
来：“它就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我一字一句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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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曾为济南的冬天
留下了美好的篇章，我却独钟
情于济南的春天。

过完春节就算是正儿八经
的春天了吧。济南却在年味儿还
未散尽的时候又调皮了一把，向
世人尽情地展现着她独具魅力
的春天。人们形容昆明这座城市
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做“四季如
春”，那“春如四季”这个词形容
济南的春天就再恰当不过了。

告别冬天的雾霾，突然间
天蓝了，天高了。秋天一般的感
受，怎一个“爽”字了得？迎面的
风不再那么硬了，泥土的香味
儿直往鼻儿里飘。这不是春天
来了嘛！是时候去踏青了。约上
三五好友，请上几炷香，去千佛
山给佛祖念叨几句新年的希望
和寄托。行至山脚，香客已然络
绎不绝。再往上走，商贩若鲫，
行人如织，喝声四起，好不热
闹。行至小路，忽遇坦途，游人
少而景色美。忽然一股淡淡的
香味把我的嗅觉和视觉都吸引
了过去，是腊梅园！万木萧条之
际这点点黄色傲然绽放，仿佛
在向山下的济南城招手：济南
的美都在我这儿，但我偏偏藏
在这山间僻静处！此情此景该
吟诵哪句诗词呢？孤山林下三
千树，耐得寒霜是此枝。不妥！
诗句太冷，不适合春天吟诵。那

就来一句：众芳摇落独暄妍，占
尽风情向小园。妙哉！妙哉！

意犹未尽之时，忽见对面
山坡上一串串的黄色小花正在
向我招手，那不是迎春花吗？没
错，二月迎春花盛柳，清香满串
荡悠悠。就是迎春花！漫坡的迎
春正在极力绽放着，像是在对
游人宣誓着主权：春天来了，这
里的美是属于我的！春天真的
来了。看，柳条儿正在抽芽，地
上的草皮也微微泛绿，就连那
弥勒佛的笑容也仿佛更温暖了
些。游人身上的棉衣或拿在手
上，或放入背包，或夹在腋下。
整座济南城都被这含蓄而热烈
的迎春花感染着，济南人的心
被这迎春花打开了，脸上都洋
溢着笑容，这笑容里充满了对
新一年的希望和期盼。

中午时分，太阳高照。行
至山腰，有广场，其上有舞台
叫闻韶台。一群老年人，节日
装扮，载歌载舞，游人散列台
下，随歌舞摇摆，好不热闹。下
山入城，更热闹了。再看那路
上的行人，有的还不舍得脱掉
那裹了一冬的羽绒服，有的已
换上单衣，再看那美女已经换
上了短裙！我恍惚了，这是夏
天吗？怎么形容济南城这独特
的魅力呢？腊梅与迎春齐飞，
棉衣与短裙共舞！

当你张开臂膀要拥抱这火
热如夏的济南时，突然大小姐
发脾气了。第二日，气温骤降。
清晨起床，推窗而望。寒风夹杂
着雪粒直拍面颊，更有那调皮
的雪粒顺着脖子往里钻，不禁
打了个寒战。再往外望去，谢安
侄儿的比喻说的就是这儿吧？
撒盐空中差可拟。雪粒就像空
中撒的盐粒一样拍打着万物生
灵。吃完早餐搬个马扎来欣赏
下这盐粒般的雪吧。盐粒不见
了，大小姐的脾气消了一大半。
随之而来的是雪花，雪花不多，
但随风飞舞，甚是好看。这不正
是谢安侄女的诗句吗：未若柳
絮因风起。对！就像柳絮一般随
风展现着她优美的舞姿。未到
中午，大小姐已经消停了。慢慢
地露出了她温暖的笑容。

济南的春天，你可以感受
到春风拂面的温暖，也可以感
受到骄阳似火的热烈，你可以
感受到空高天蓝的清爽，还可
以感受到峭壁独枝的孤傲。

济南是含蓄的，济南的春
天是任性的！就像一个由着自
己性子的翩翩少女。一会儿噘
起嘴来跟你发脾气，一会儿呆
呆地望向远方静若处子，一会
儿托着下巴对你含情脉脉，一
会儿跳上舞台跟你热烈舞蹈。
济南的春天，我深深地爱着你！

︻
城
记
︼


	B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