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刚

第一次踏进山管的校园，就被小花
园里的磨盘路所吸引。两个磨盘肩并
肩，带着一点浅浅的曲线，向前铺开。在
花园东南角和西北角方向，各铺了几十
米后，中间用水泥砖铺起来。并不长的
石磨路，陡然间提升了花园小径的格
调。走在上面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仿
佛随时在和过去的村民们对话，小花园
顿时温暖起来。

随后，在博学楼和博思楼之间的另
一座小花园里，又发现了两条这样的石
磨路。再瞧瞧，不光有石磨路，还有各种
石磨组成的小景观，拼成休憩的小方
阵；另外还有大石碾、饮骡马的水槽，掩
映在花丛树林中。

短短的石磨铺成的小路，在两个小
花园里有好几条，平时并不大引人注
意。去丹桂餐厅时，要穿过一处小花园，
石磨路是必走的。走的次数多了，也就
逐渐留意起来。走在上面，会一个两个
三个地默数一下，却总是数不清。后来
找个中午，特意把校园里所有的石磨仔
细地数了数，加起来有409扇！真不是一
个小数字。

这些石磨形态各异，有单眼的，也
有双眼的，有厚有薄，但大小基本一致，
可见这是出自不同的石匠之手。初看好
像很粗砺，但再仔细观察，发现这些石
磨条纹均匀，还装饰着花纹，有菱形纹、
有盘扣纹，看得出石匠在斫制过程中，
也加入了艺术成分。

作为传统家庭生活工具，石磨在中
国文化中有着深厚的象征意义。四合院
里修一间专门的磨坊，盘一个磨台，磨
盘整日隆隆作响，听着就让人安然踏
实。古人有“石碾不进家，石磨不出门”
的说法。石碾因其体积大，宜放在院外
村头；石磨不出门，是因其占地小，而且
要经常用，宜安在家中。久而久之，“石
磨不出门”，更隐含着人们对石磨的珍
惜、爱护和特殊的生活情感。

当然，中国人对石头也天然有特殊
的感情，像济南长清有美丽的木鱼石会
歌唱的传说；南部山区的河流中有泰山
石；而文人书案上的一方砚台，对石头
的质地更加挑剔。除了四大名砚之外，
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特色砚台，像青州一
带有漂亮的红丝砚、甘肃临洮有洮砚、
江西玉山县罗纹砚等等。一方石砚，摆
在书桌上就是一方天地。中国古代的历
史基本上都是在石砚中饱蘸浓墨书写，
透着中国人坚实的精神气质。而作为村
民，生活少了诗情画意，多了踏实耐用，
石磨自然成为家居的必备工具，也成为
养活一家老少、不会说话的“苦劳力”。

是啊，石磨，是中华几千年来物质食粮
得以加工的最基本工具。一圈圈转下
来，磨出的面粉，养活了多少华夏儿女，
也延续了华夏儿女的血脉。

这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少城郊
农村的石磨、石碾便不再派上用场，有
些弃之不用，有些甚至被砸碎、被推土
机无情地埋在了地下。但也有乡村情结
深厚的有心人，收集起这些石磨用心保
存。像中原民俗园的创建者贺恒德先
生，就收藏了39052块石磨。2009年7月，经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吴晓红女士的
现场认证，成为(当时)世界上收藏石磨
数量最多的人，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近四万块石磨堆成的“石磨山”，被载
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著名作家、民
俗学家冯骥才先生参观后，建议一定要
把这些石磨盘保护好，不要损坏，也不
要用在固定的建筑中。堆成石磨山，既
节约场地，也方便以后再取用。

山东管理学院最初的建设者，是有
心人，把这些派不上用场的石磨能收集
的收集起来了，铺成路，设成了休憩台。
在书声琅琅的校园中，这四百多块磨
盘，记住了曾经的乡村变迁。石磨路，也
给校园增添了更多的乡愁和文化底色。
笔者又从网上搜索了一下，有些景区也
有用收集来的石磨铺成磨盘路，但数量
少规格很小，而且也没有发现在高校校
园中铺成石磨路的相关信息。山东管理
学院的石磨路，应该是全国校园中唯一
的。而且这是村民真正用过的石磨，不
是现在有些地方新加工的工艺品。

时间有神奇的力量，新的和旧的就
是不一样。两扇石磨上下咬合，在磨台
上转了无数圈，无数粒麦子谷子被磨成
细腻的面粉。这一圈圈转下来，时间仿
佛把粮食的分量也叠加在了石磨里，让
它变得更加质朴、厚重起来。现在，透过
岁月的浸润，它即使铺进了泥地，变成
人们脚下的踏脚石，但那圆圆厚厚的磨
盘透露出的气质也不一样。人走在上
面，传递上来的厚重和感情也格外不
同。

校园的石磨路已铺了二十多年了，
各个磨盘缝隙之间的青草越来越长。每
到夏秋季节，青草快把磨盘淹没了。走
在这样的石磨上，难得的安心和宁静。
尤其是下雨天，特别喜欢到这石磨路上
走走。蒙蒙细雨中，湿漉漉的石磨路洗
掉世俗的燥热。花园里还有各种叫不上
名的小鸟，在婉转的鸟鸣声中，师生的
心绪也温润起来。

一缕乡愁伴书香，石磨路为校园铺
就了格外宽厚的人文底色。

（本文作者系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
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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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逢春远游诗赞山东

【【书书里里书书外外】】

□张智辉

有人说，她是“中国最后一位
穿裙子的士”，也有人说，她“站在
那就是一首诗”，还有人浪漫地形
容，她“一生都与诗词‘恋爱’”。2021
年年初，叶嘉莹教授获得“感动中
国2020年度人物”称号，颁奖词这样
写道：你发掘诗歌的秘密，人们感
发于你的传奇。转蓬万里，情牵华
夏，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
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
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

在《叶嘉莹古诗词课》这本书
中，叶嘉莹给了千古第一才女李清
照很长的篇幅。她认为李清照青年
之前是非常幸运的，有一个很好的
生活环境，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所以
才有机会发挥她的天才，成为中国
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女词人。

令山东人骄傲的是，叶先生游
山东，并创作了一组五律诗，收录
在《迦陵杂文集二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20年)中。

《旅游有怀诗圣赋五律五章》
其一 过兖州
垂老归乡国，逢春作远游。
因耽工部句，来觅兖州楼。
平野真无际，白云自古浮。
千年诗兴在，瞻望意迟留。
其二 游曲阜
曾叹儒冠误，当年杜少陵。
致君空有愿，尧舜竟无凭。
毁誉从翻覆，诗书几废兴。
今朝过曲阜，百感自填膺。
其三 登泰山
髫年吟望岳，久仰岱宗高。
策杖攀千级，凌风上九霄。
众山供远目，万壑听松涛。
绝顶怀诗圣，登临未惮劳。
其四 游济南
历下名亭古，佳联世共传。
因兹怀杜老，到此诵诗篇。
海右多名士，人间重后贤。
词中辛李在，灵秀郁山川。
其五 在成都草堂参加杜甫

学会第二次年会
锦里经年别，天涯忆念频。
重来心自喜，又见草堂春。
笼竹看弥翠，鹃花开正新。
盍簪溪畔宅，盛会仰诗人。
叶先生在书中回忆道：这五首

五律，写于1982年春。这一年她在春
假中结束了北师大的课，利用假期
赴山东旅游了一次，然后就去了成
都。这一组的五首诗，就是她在旅
途中即兴口占的作品。因为她讲课
经常讲到杜甫，而这次旅游的路线
又恰好都是杜甫当年“放荡齐赵
间，裘马颇轻狂”时代的经游之地，
所以一路走下来，就经常有杜甫的
诗句在脑中闪现。这组诗可以说都
是由她所记诵的杜甫的诗句引发
出来的。

即如《过兖州》一诗中的“平野
真无际，白云自古浮”二句，就是从
杜甫《登兖州城楼》一诗中的“浮云
连海岱，平野入青徐”二句引发出
来；

《游曲阜》一诗中“曾叹儒冠
误”及“致君空有愿”诸句，则是从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及“致
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诸句引发
出来；

《登泰山》一诗，则更是从开端
“髫年吟望岳，久仰岱宗高”二句，
就点明了这首诗乃是从杜甫《望
岳》一诗中的“岱宗夫如何”及“会
当凌绝顶”诸句引发出来；

《游济南》一诗，也是从开端
“历下名亭古，佳联世共传”二句，
就点明了这首诗乃是从杜甫《陪李
北海宴历下亭》一诗中的“海右此
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引发出来。

不过，叶先生所谓的“引发”，
绝不是对杜甫诗句单纯的引用，而
是由杜甫的诗句做引子，触动内心
所致，如“垂老归乡国，逢春作远
游”，正是心怀和杜甫一样的家国
情怀。

叶先生动情地写道：她自1948
年离开自己的故乡，在外辗转流寓
有三十余年。而在海外讲授中国的
古典诗歌，又经常会引起自己无穷
的乡国之思。当她于1982年赴各地
旅游时，已近耳顺之年。所以说，

“垂老归乡国”这一句中就已蕴含
了多年来对自己之乡国的无穷的
怀念。而在如此美好的春季，有机
会亲身一游她在诗歌中所熟悉的
祖国的山河大地，所以说，“逢春作
远游”此句虽看似平叙，但实在包
含了她极大的兴奋与感动之情。虽
然杜甫诗中所咏的兖州城楼已经
不复存在，但浮云不改，平野依然，
杜甫诗所给她的感动，与她此日之
登临瞻望的感动，仍然是生生不
已、千古常新的。

再如《游曲阜》一诗，叶先生在
当时更是既感慨于杜甫的“致君尧
舜”之志意的落空无凭，同时也感
慨于“文革”中的愚妄无知，以致对
中国文化造成了痛深创巨的摧残。
杜甫的《望岳》原是叶先生自童年
时期就早已熟诵的诗篇，而且从诵
读这首诗开始，在她童稚的内心
中，已抱存想要一登泰山的向往，
如今身临其境的兴奋自不待言。所
以《登泰山》一诗中，虽“垂老”之
年，也仍然奋力攀登。杜甫的“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在她
辛苦攀登的过程中，确实给了她莫
大的信心和勇气。

再如《游济南》一诗。济南原是
宋代两大词人李清照与辛弃疾的
故乡，叶先生来到这里后，自然也
想到了这两位词人的许多名作。但
说来奇怪，她从辛、李二人的作品
中，却想不出有哪些句子像杜甫的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可以把
济南之地灵人杰如此简净直接地
都包容进去；何况她一路上吟占的
诗歌，原都以得自杜甫的感发为
主，所以就仍用杜诗开端。而把联
中的“名士”引来与“后贤”相对，如
此就自然从杜甫引到了辛、李，把
宋代的两位词人也包含进去了。这
当然只是一种巧合，却也足以证明
杜甫诗之包容性与感发性之广博
与强大了。

至于其五《在成都草堂参加杜
甫学会第二次年会》之作，则是以
赋笔开端，写重到草堂之欣喜。

而今，先生去矣，徒留伤悲。回
望先生，如清辉在池，风范长存。山
东山水有幸，留先生足印，让我们
永久缅怀！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济南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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