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募榜
时光流逝，带走春夏秋冬，带走我们熟悉的人

和物，却沉淀下来记忆的片段，在岁月的长河中闪

闪发光。

有没有某一张照片、一个场景或一首歌，会让你

回忆起某个已逝的故人、家族中某段特别的历史，抑

或某段特别的经历？

追忆栏目现向烟台读者征集故事线索，线索提

供邮箱qlwbzy@126 .com（邮件请留下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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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章和

常乐乐那晚以
后，发誓改邪归正，他千方
百计在常乐乐面前做好男

人。可常乐乐仿佛视而不

见，钱文章知道她心里有那

个男人在占据，这激发他的

好奇心，瞅准一个机会，偷
配了她的房间钥匙。

周末，钱文章来到广电

局宿舍区，敲了敲常乐乐的

门，里面没有人应声。钱文

章想这个女人一定又是跟

那个“涛哥”走了，想到马上
就会揭晓“涛哥”的真实面

目，钱文章兴奋得拿钥匙的

手有些发抖。他强迫自己要
镇静，仔细地听了听，楼道

里没有人上下的脚步声。他

颤抖着手将钥匙插进锁孔，

心里默祷一定要成功。随着

他转动钥匙，只听“咔嚓”一
响，门开了。钱文章蹑手蹑

脚地进去，将门关上。

钱文章感觉自己像个

小偷，那次不经意间的机缘
使他偷得了常乐乐的身，今

天他又来偷她的心。“窃书

不能算偷也”是孔乙己老先
生的高论，如果用于自己，

就是伤害一个人是因为太

爱一个人。这样做对常乐乐

来说无疑是对她的隐私的
侵犯，可是自己情非得已，

是因为太爱她太在乎她了。

钱文章这样想时，算是一种

自我安慰。

屋子里没有男人的东

西，甚至连男人的气味都没

有。钱文章再一次感到失
望。正当钱文章准备从这里

狼狈而逃的时候，突然床头
柜上的一本影集吸引住了

他的视线，生生将他迈出的
脚又拖了进来。

里面的照片让钱文章

惊得合不拢嘴。她居然和
现任县委书记杨涛在一起

合影，虽说表面上没什么，

但两人之间的那种亲昵还

是让人一下子能看得出

来。难道“涛哥”就是杨涛？

钱文章感觉脊梁骨阵阵发

凉，接下来的照片更让钱
文章目瞪口呆，里面还有

几张杨涛搂着常乐乐的照

片。钱文章只觉得胸口一

阵阵绞痛，他的心在滴血。

钱文章心里恨得咬牙切
齿，杨涛，我×你奶奶的，

要不是你，乐乐不会这样
对待我的。他抽出那几张

杨涛和常乐乐在一起亲昵

的照片落荒而逃，发誓一定

要把她从杨涛身边夺过来。

这个双休日，是钱文章

人生中过得最痛苦的一段

日子。他丧魂落魄，整夜不

睡觉，对着常乐乐的照片发

呆。上班后的第一天晚上，

钱文章敲开了常乐乐的门。

“乐乐，我只想问你一

句话，那个男人他能对你负

责一生吗？”

常乐乐见钱文章行为

很反常，现在又见他提到那

个男人，“钱主任，你酒喝多

了吧？什么男人，你别凭空

污人清白？”

钱文章见常乐乐矢口

否认，知道不说出杨涛她肯

定还是装糊涂，便说：“我提

示一点，杨涛你不会不认识

吧？那些照片拍得不错哟。”

常乐乐听钱文章说出

照片的事，如同遭雷击了一

般，怔了一下之后她飞快地
冲进卧室，翻开相册一看，

那些她和杨涛在一起的照
片不翼而飞，一定是钱文章

从这里偷走的。

“你太卑鄙无耻了！快

还我照片来！”

“乐乐，照片我可以还给

你，可你要答应从今以后跟

我好好过日子就行。我太爱

你了，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没门！除非我死了否
则你想都别想，一想起你这
些龌龊行为我就恶心，快把

我照片交出来！”常乐乐咆

哮着冲上前来，欲扯住钱文

章衣裳。

两人在争抢中，常乐乐

一个趔趄，又被身后的沙发
绊了一下腿，摔了个仰面朝

天，只听见“轰”的一声闷

响，后脑壳磕在玻璃茶几角

上，鲜血顿时喷涌而出。很

快常乐乐的脸色变白，气息

也若有若无。钱文章吓得迅
速逃离房间，然后在公用电
话亭打电话报了警。

不久，常乐乐身上覆

盖着白色的床单被人用担
架抬下来，然后被搬进运

尸车。

让孩子从小就经历挫
折能让孩子尽早接受现

实，学会逐渐调整自己的
行为来适应社会的规范，

孩子一旦学会了善解人

意，凡事先为别人着想，发
生利益冲突时，就总是能

自觉地调整自己去适应别

人，不会强求别人来迁就

自己，最重要的是孩子能

从中获得很大的快乐，为

自己能够解决一个又一个

的难题感到自豪。以至于
后来她的忍耐和约束自己

的能力远远超过了那个年

龄段的孩子。

讲起方策小时候的
事，有两件事至今还让方

策的妈妈津津乐道。

一件是孩子在幼儿园

拆被。方策在幼儿园时，每

次午睡都是最难熬的。由
于她白天根本就不睡觉，

更没有午睡的习惯，中午

幼儿园其他的孩子都上床
睡觉了，方策躺在床上睡
不着，又不能弄出响声打
扰其他小朋友休息，只能

默默忍受着。开始她妈妈

给她带了一个手绢，方策
就躺在床上玩手绢。手绢

玩腻了，方策闲得无聊，就

一个人躺在床上拆被，一

个夏天竟把妈妈亲手给她
缝制一床好端端的被子拆

得七零八落。再到后来，每

到中午，其他孩子都上床

休息了，幼儿园的老师就

索性安排她到活动室里自

己玩。

另一件就是在家里吃

栗子。因为方策喜欢吃栗

子，周日，方策妈妈煮了一

锅栗子，放在孩子平时装

食物的小筐里，让孩子吃。

几天之后，妈妈发现方策

还没有吃完，觉得有些奇

怪，就问方策：“栗子怎么

还没吃完？”方策说自己每

天只吃一个，妈妈说：“每

天吃一个太少了，多吃几
个吧。”方策妈妈说，我曾

经跟孩子讲过好东西不能

一下子就吃光的道理，看

来孩子不但听懂了，而且
还做到了，这么小的孩子

就能这样约束自己、抵御
近在咫尺的诱惑！

“不急着吃掉自己手
中的棉花糖”，这是方策

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

福大学心理学家米切尔曾

经以学龄前儿童为对象做

了一个实验，给每个孩子

一块棉花糖，然后告诉他
们，如果谁能坚持十五分

钟不吃，就会再给他一块

棉花糖。一些孩子由于无

法抗拒眼前的诱惑，很快

就吃掉了手中的棉花糖，

另一部分孩子由于坚持了

十五分钟而各自又得到了

一块棉花糖。大约十年

后，米切尔对参与实验的
孩子做了跟踪调查，发现

当年能够忍耐十五分钟的
孩子要比提前吃掉棉花糖

的孩子成绩优秀，人际关

系良好，并且能够有效地
缓解压力。在短短十五分

钟内，能够抵御想要吃掉
棉花糖的诱惑，这样的孩

子更优秀。我们相信，方

策能够约束自己、抵御眼
前的诱惑，将会帮助她在
未来的日子里获得更大的

成功。

中国的很多父母，对

孩子都是爱之深切，孩子

要什么给什么，甚至很多

父母没能力给的东西都想

方设法地去满足孩子，我

们觉得这是错误的。孩子

溺爱不得，对于不合理的

要求，家长要坚决说不，

否则的话孩子将会要得越
来越多，并且不知道珍
惜，一旦要求达不到，就

会怪罪父母。这样很容易

让孩子养成懒惰、没有耐

性、自私等性格。

对于第一次的坏习

惯，一定要及时纠正，家
长如何处理对孩子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孩子以后是

否会依赖这个行为模式一
直走下去，关键在于他第

一次得到的外界回应如

何。父母的不迁就，带给

孩子的是持久的耐力和乐

观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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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台人很少没有参与过“逛梨花”的，因为那是最普
及的一种郊游活动。开埠，令烟台市民的生活“休闲化”，其
中最闪亮的是“逛梨花”和“洗海澡”(游泳)。

“逛梨花”在老烟台人的记

忆中印象十分深刻，最近看到一
位居住台湾的老烟台人写的文

章，文中写到：“烟台的确是适

合一般人居住的好地方，要新有
新，要旧有旧，吃喝玩乐，任君

选择。”举证这一论点则写到

“春天，呼朋唤友，去南山魁星

楼附近梨树林内，一片‘香雪
海’。梨花树下，踏春赏花，饮酒

行拳，高歌作乐。”可见这“逛

梨花”给老人留下了多么难忘
的印象。

上个世纪，市民取暖的条

件很差，蜷伏在热炕头上烤烤

铜盆炭火就很不错了，即使不
是大雪封门，也很少有人串门。

可以说漫长的冬季是寂寥的。

春暖花开，草长燕来，人们要舒

展筋骨，要引吭高歌，到郊外春

游就成了一种精神需求。

春游到哪里去？

首选就是南山。那里“绿草
如茵，杂树参天，浓荫匝地”，

尤其是漫山遍野的梨树、苹果

树，万花竞放，一片雪海，浓香

扑鼻，沁人肺腑。特别是后来，

学习西洋公园，绅商们公议在
那里修建了一座风格别致的翡

翠亭 (就是今天南山公园楼云
阁的前身)，绿荫丛中掩映着一
座亭阁，沐浴在馥郁花香之中，

该是多么惬意。还有，那里有座

古老的魁星楼。古人相信“奎

星”是主宰文章兴衰的神，所以

有“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说
法，得到魁星的庇佑，即可“蟾宫

折桂”、金榜题名，而全国各地都

有魁星楼、阁、塔、亭。烟台的魁

星楼三层、在南山祈雨顶(又称合

瓣石)上登高望远，可以眺望市区

风景，知名度很高。

开埠之后，烟台教育发展
迅猛，洋学堂很快取代了封闭

性的私塾。新兴小学实施开放

式教育，体育列为正式课程。春

天旅游成为必要的实践活动，

因而“逛梨花”的主体是中小学

师生。他们轮流着每年都要到
南山“逛梨花”，自然也要登魁

星楼，有没有当“高考状元”的

期盼不得而知，但“逛梨花”给

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乐趣却是不
争的事实。

每年的清明之后，梨花盛

开。烟台的中小学生就在教师

的带领下，成群结队地涌进了

南山。女学生打扮的花枝招展，

穿着时髦的短裙子。男学生一个

个精神焕发，蹬着白色的力士

鞋，他们在明媚的春光下说说笑

笑，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而师长

也放下了架子跟学生一起，张扬

着自己的个性。烟台八中(烟台

二中的前身)曾经有过两个著名

的学者任教：一个是后来任职国

家文物总局局长的王冶秋；另一
个是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罗竹

风。当年，两人都融进了“逛梨

花”的人流，留下了若干脍炙人

口的逸闻轶事。

在“逛梨花”的历史上还发

生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值

得永远铭记——— 这就是发生在

1935年春天的“徐明娥事件”。

这年四月初，烟台真光女

中与益文中学联合举办到南山

“逛梨花”的远足活动，烟台公

安局依照惯例派警察到南山巡

逻维持秩序。午后真光女中学

生徐明娥、徐桂娥和李振要寻

找地方小解，向南山东大门僻

静处走去，被警察孔繁树发现，

就纠合了另两名警察尾随之丛

林深处，欲行非礼遭到了反抗，

孔某竟开枪打死了徐明娥。

这个孔繁树有恃无恐，因

为他的姐夫张奎是烟台特区专

员兼警察局局长，权力之大，炙

手可热，是最高的行政长官。

事发之后，激起了全市学

生和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爆

发了烟台历史上最大的学生运

动。众多的人涌上街头，发表演

说，散发传单，要求严惩杀人凶

手。当时烟台的著名“红色报

人”，时任《大公报》记者的范

长江，立即进行了详细采访，并
写成了《烟台警察枪杀女生案》

发表，在全国广造舆论。反动当

局尽管百般庇护肇事凶手，但
最后不得不把凶手交付审判。

这次运动是在当时地下党
负责人吕其恩、李丙令等领导
下进行的，对胶东革命形势的
发展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应
当永垂史册。

白色的梨花上，还打着红

色的印记。

逛逛梨梨花花
——— 烟台开埠后独有的踏青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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