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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益君

在华夏大地的浩瀚历史长河中，
有一座城，它以千年的文脉为骨，以儒
家的智慧为魂，静静地伫立于东方，诉
说着过往与未来的对话。这城，便是曲
阜——— 孔圣人的故里。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如
同细腻的画笔，轻轻地在曲
阜的天空勾勒出一幅淡雅的
水墨画。纵横交错的河面上，
薄雾缭绕，仿佛一层轻纱，温
柔地覆盖着这座沉睡中的古
城。所有的河桥，就在这朦胧
之中缓缓苏醒，它们横跨于
碧水之上，古朴而庄重，仿佛
是时间的守护者，见证了无
数春秋的更迭。

走进曲阜，首先映入眼
帘的便是横跨沂河之上的大
成桥。它不仅是连接城市南
北的重要通道，更是曲阜文
化与现代文明交融的象征。大成桥全
长数百米，宽敞的桥面上车水马龙，见
证着曲阜的繁荣与发展。桥身的设计，
则巧妙地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既
有古朴的雕梁画栋，又不失现代的简
约大气。夜幕降临时，桥上的灯光逐一
亮起，与河水中的倒影交相辉映，宛如
一幅流动的画卷，让人沉醉不已。

沿着曲阜的脉络继续前行，我来
到了儒源桥。这座桥的名字，本身就蕴
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仿佛能听见儒
家思想的潺潺流水声。儒源桥位于一
片静谧的水域之上，四周绿树成荫，花
香袭人。站在桥上，可以远眺曲阜城的
轮廓，近观河水的潺潺流动。桥身的设

计简约而不失雅致，每一块石板、每一
根栏杆都仿佛在诉说儒家文化的博大
精深。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自
然之美，更能深刻体会到儒家文化的
独特魅力。

而我，作为这众多过客中的一员，
站在桥上，望着眼前的景象，心中不禁

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这些行人，他们
或许来自五湖四海，却因为这座桥，因
为曲阜的文化，而有了交集。

儒源桥下，河水清澈，鱼儿在水中
自由穿梭，偶尔跃出水面，划出一道道
优美的弧线。河水悠悠，仿佛在低语，
讲述着那些关于曲阜、关于儒家文化
的古老传说。我俯身望去，只见水面上
倒映着蓝天白云，还有桥上的行人，一
切都显得那么和谐，那么宁静。

如果说大成桥是曲阜的现代名
片，儒源桥是文化的传承者，那么遗梦
桥更像是时光深处的一位低语者。它
或许没有大成桥的壮观，也没有儒源
桥的显赫，但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静

静地守护着曲阜的过往与未来。遗梦
桥或许并不为所有人熟知，但它以其
独特的韵味吸引着那些愿意探寻历史
痕迹的旅人。桥上的每一块青石板都
记录着岁月的痕迹，桥下的流水则如
同时间的低语，讲述着那些被遗忘的
故事。在这里，人们可以放下尘世的喧

嚣，让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
与放松。

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
消失在天际时，曲阜的夜晚
悄然降临。所有的河桥在灯
光的映照下，显得更加古朴
而神秘。一盏盏灯笼沿着桥
身挂起，散发出柔和而温暖
的光芒，照亮了行人的归途。
夜风拂过，带来一丝丝凉意，
但我的心异常温暖。在这河
桥之上，我感受到了儒家文
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了曲
阜人民的热情与淳朴。

曲阜的河桥，不仅是一
座座实体的建筑，更是一幅幅美丽多
姿的画卷。它们或古朴典雅，或现代灵
动，共同构成了曲阜独特的城市风貌。
漫步在这些河桥之上，人们可以感受
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深邃；可以欣
赏到自然的美景与城市的繁华；更可
以体验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的飞翔。

曲阜的河桥，不仅是一个地理上
的概念，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精
神的寄托。在这里，每一座桥都在诉说
着自己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丰富
着曲阜的文化内涵。我带着一颗敬畏
之心、好奇之心，走进曲阜的河桥世
界，用心感受着那份独特的美与韵。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

曲阜古城的河桥之韵

□杨炳阳

记得我过五十岁生日那天，一人在潍河堤
上缓缓独行。猛抬头瞧见一棵碗口粗的枫树，树
冠火红火红的，片片叶子都在尽情地燃烧着，就
像一把巨大的火炬。

十九岁那年，我要离开家乡到大城市。临行
前，我瞧见了树林中那棵唯一的枫树。也是深
秋，枫叶通红，秋风吹来，枝摆叶动，在繁茂的洋
槐树织成的绿海里，十分醒目。于是我摘一片枫
叶夹进崭新的日记本，带走了故乡的情，带走了
故乡的爱。

来到城里，工作之余，闲暇之时，我悄悄打
开赭红色箱子，取出日记本，捏着枫叶叶柄细
瞧。五角状，叶脉清晰，叶片依然火红，放在手
掌，像团火苗在燃烧。

后来，我冷落了那片枫叶。多少个夜晚，
我独坐窗前，听人家窗口飘来的欢声笑语，听
人家“噼噼啪啪”的打牌声，生命中有一阵骚
动，心头涌起一种空寂之感。我想去寻觅属于
自己的那份快乐和洒脱，但只能忆一阵梦。时
间一长，我习惯了空寂中的孤独，也学会了在
孤独中空寂。

再后来，有一次整理书箱，我在日记本中发
现了那片枫叶。枫叶还是那么平整，那么火红，
我略一思索，顺手扔出了窗外。因为我不需要它
来激励，也用不着它来激励。枫叶极不情愿地在
空中飘来飘去，恋恋不舍地落下去，落下去，然
后掉进泥土里，一辆汽车驶过，车轮一碾，再也
看不见了……

今日又见枫叶，在树下徘徊了很久很久，我
捡起一片火红的枫叶离去。捏着枫叶静坐到半
夜不倦，躺在床上，两眼睁着直到天亮。不知为
啥，那火红的枫叶始终在眼前飘动。

枫叶尤红
【【原原乡乡切切片片】】

□胡德强

寒露二日，张老师在微信群发消息，
老宅的昙花要开了，择时一聚。寒露，寒
露，遍地冷露。一个百花杀的季节，怕只
有菊花满地黄了。有昙花可观，有文朋
之义，赏花、畅叙两不误，此等美事，何
乐而不为？

晚七点半，我守时赴约。甫一进门，
一股幽幽暗暗的香气早就沁入心脾，几
枝盈盈初绽的昙花径自开放。书上说，
昙花开放时间在晚八点。尽信书，则无
书。信了书，我自然赶不上昙花乍放的
节点，好在距昙花开满尚有一段时间，
或可补救。从这个层面上说，我并未失
约于昙花。

五六文朋，或坐，或立，或绕花兴
叹，或品茗叙谈。昙花也不甘寂寞，一丝
丝散逸着芬芳，一帧帧绽放着蓓蕾。忽
一阵晚风穿窗而入，昙花纤弱的枝节暗
自抖动，一时扭捏起来。“诗鬼”李贺说：

“轻纱掀起看娇容，阵阵幽香自院中。夜
静群芳皆睡去，昙花一现醉诗翁。”在这
阒然的夜晚，我们不在院中似院中，不
是诗人胜诗人。

昙花非初见，近距离观赏却是头一
次。紫色外衣包裹下的花筒，一边慢慢
打开，一边轻轻翘起，整朵花除了乳白
色的花瓣、花丝、花柱，唯有花药泛着淡
淡的黄。此时，耳边响起的依旧是李贺
的诗句：“昙花庭院夜深开，疑是仙姬结
伴来。玉洁冰清尘不染，风流诗客独徘
徊。”昙花不仅有着天庭白衣仙女般的
窈窕身姿，而且一尘不染、玉洁冰清，不
是诗人的我们尚且暗自心动，何况风流
倜傥的诗人呢！

清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人莫乐

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
闲则能游名山，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
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
是矣，三五知己，绿郊山野，松风竹月，烹
泉煮茗，吟诗作对。雅人、雅事、雅兴、雅
集，焉能不流光溢彩，令人神往。没有兰
亭的曲水流觞，就没有王羲之的《兰亭集
序》；没有滕王阁李元婴的虚情假意和王
勃的初生牛犊之劲，就没有王勃的《滕王
阁序》；没有王诜西园的大宴宾客，同样
没有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

赏花作引信，雅聚实真义。于此老
宅，清茶一盏，水果几品，昙花六枝，知己
五六，读书、品茗、交心、分享，虽不至兰
亭、滕王阁和西园等雅集之盛，然心向往
之。张老师说，天助文幸，昙花给力，交流
共长，大有裨益，是昙花之约的本意。杨
君说，一次赏花，刹那间永恒，被惊艳，被
感动，也被疗愈。孙君说，得遇良师益友，
我之幸也。宋君说，美好的夜晚如昙花芬
芳，文学的琼苞似昙花盛开，催我向上，
助我前行。

我该说些什么呢？张岱说：“人无癖
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
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如无共同爱好和
趣味相投，如无昙花的成全，如无张老
师的热心玉成，或许，昙花之约，对每一
位参与者来说，都遥不可及。好在诸君
都是有深情之人，有真气之人。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诚如宋僧人释绍昙
所言：“亘古今为诸佛母，昙花时现觉园
春。”

夜已深，终要说再见。“依依不舍留
芳影，此别何年再续情。”走出老宅，踏
上冷露重重的街道，我回首再回首。

（本文作者为山东五莲人，高级讲
师，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

昙花时现觉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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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老街巷拾零
□刘国华

闲暇日，逛济南小巷，别有一番情趣。
幽深静谧的泉城小巷，最适合一个人

慢慢地溜达，把身影印在小巷的墙上，让
脚步轻轻的声音在小巷里
回荡，让身心和小巷融为一
体，文艺极了，惬意极了。

找一处闲适之处，席地
而坐。嗅小巷人家种植的花
香草香；看小巷人家晾晒的
衣服被褥；与小巷人家的老
头老太太面对面交谈，听他
们的家长里短，摒弃脑子里
俗套的宏大叙事，因为生活
本就是琐碎细小之事的集
合。

在非节假日，偶尔路过
的三三两两的外地游客常
打破小巷的宁静，给平静的
水面投下一圈圈涟漪，发生
些新奇和新鲜的小事，增加一些新的情
趣，也教人耳目一新。节假日自然不用说，
窄窄的小巷里，鱼贯而行的外地游客往往
使小巷的主人们在笑脸相迎的同时眉头
微蹙。

当今社会，哪有不商业的地方？但这
里，就属于没有被商业化浸透，还保留着
一点点未被浸透的硬核的地方。

在这里，潺潺流淌的泉水是市民的烟
火情怀；摇曳婀娜的水草是泉水暧昧的表
白；岸边的老柳絮叨着过往的情话；耳旁
的老济南土话是旧时光的传递和延续。在
这里，小巷的每一个小院都有它的故事，
都隐藏着它不为人知的秘密，都是这个城
市一个个缩小的样板。

如今的手机都有摄影功能。手机在
手，遇到自认为美的地方可以随手拍下
来，就像画家信手涂抹的速写，记下的是
泉城小巷日常的生活点滴。

走累了，小巷里到处都有极小的茶馆
餐馆。这类馆子被年轻人叫
做“苍蝇馆子”，意取其小而
方便。在这样的小馆子里泡
一杯清茶，看着身边的泉水
轻轻流过，带走的是生活的
烦恼，留下的是心境的平和。
若有心情，在街头的小巷里，
随意找一家“苍蝇馆子”，摆
上两道泉城特色菜，斟上一
壶美酒，也可以消耗一个有
味道的中午。用微醺的眼光
看泉城，也许自有它的另类
解读。

别以为小巷简陋，弯弯
曲曲的小巷里也藏龙卧虎。
一个素雅的小院，也许就是

书法大家或国画大师的府邸；一处不起眼
的小馆子，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菜名
店。

这些小街巷和它里边景物的名字，都
浸透着旧时候的印迹，东更道，西更道，曲
水亭街，王府池子，起凤桥，芙蓉街，后宰
门街，高都司巷……走在这里，像是走进
一个时代，一个静止的时代。在这里，你能
体会到过去时代和当今时代的无缝衔接，
体会到时光的流动。

就像泉城的小巷，济南人的气宇轩昂
隐藏在流畅圆融的土话里，文化素养融合
在街头巷尾的民俗里。怪不得济南人常常
自信自豪，泉城真是块风水宝地。

（本文作者为退休干部，现居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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