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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民间记忆

查瑞尔姑姑

您在哪里？
□韩庆祥

我们家收藏了1988年第6

期的《山东画报》，这期画报报
道了英国考文垂青年艺术团
在济南市青少年宫的联欢活
动，一位笑容满面的高个子的
金发女郎，和我的女儿跳着拍
手舞。那年，女儿才八九岁，是
济南儿童歌舞团成员。从这幅
彩照上，看到联欢双方的年龄
和身高都存在很大差别，但
是，这次联欢却促成了一段佳
话。而且从此，双方连续保持
了十年以上的书信往还。

女儿的舞伴，是英国考文
垂大学教师，中文译名叫做“查
瑞尔”，当时年龄在30岁左右。
她很喜欢我的女儿，抱
她坐在腿上，兴致勃勃
地观看演出，还给女儿
拍了照片，双方交换了
礼品。她的礼品是一顶
印有和平鸽的帽子；女
儿准备的礼品是一对微
型的青花瓷瓶，并附上一张明
信片，明信片上，我用蹩脚的自
学英文标明我女儿的名字及学
校，事后，对方照此地址回信，
被邮局先是送到“汽车厂子弟
学校”，查无此人后又试投“客
车厂子弟学校”，信封上还留有
经二路邮局试投的签条。这封

信的意义，在当年非同小可，说
它“一石激起千层浪”也不为
过。

一是那个年代与境外少
有联系，从“文革”时打击“海
外关系”到改革开放初期，生
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哪
有机会和外国人接触。在女儿
的学校里，每逢收到来自英国
考文垂的信件，老师和同学们
都争着一睹外国信封外国邮
票外国明信片风景照，小丫头
俨然像个知名人物一样，整天
喜滋滋的。查瑞尔姑姑说她和
丈夫一直没有孩子，希望女儿
能做她的中国小侄女。因此，
女儿的每一封回信开头都是

“亲爱的查瑞尔姑姑您好！”她
关心女儿的学习情况，每当得
知女儿取得好成绩，总要回信
鼓励；得知女儿升入初中开了
英语课，又先后寄来三册精装
的英语图册；查瑞尔姑姑知道
女儿既学钢琴又学吉他，回信
鼓励说，在英国同时学习并掌
握两种乐器的孩子也是不多
的，她不但写信指导，寄来钢
琴名曲的磁带、曲谱，还亲自
为女儿寄来她创作的钢琴弹
唱曲《狐狸之歌》；每逢女儿生

日，总会收到查瑞尔姑姑的礼
物——— 变换图案的生日卡、漂
亮的胸花、精美的画册、玲珑
剔透的小矿石标本……圣诞
节收到圣诞长袜，复活节收到
巧克力彩蛋。

有一次她的邮件是一个
纸盒，封面是动物图画，盒子
里面是1500块纸板，我们一家
人拼了一个假期，终于，一幅
壮美的动物世界呈现眼前，七
大洲四大洋二十多种珍稀动
物栩栩如生，我们制作了长一

米高半米的镜框，悬挂
在客厅里，每位来客都
为这件不可多得的艺
术品啧啧称赞。

在女儿心目中，查
瑞尔姑姑是一位高尚
的人，她自愿从考文垂

大学调到英国皇家盲人音乐
学院工作，每天要乘三个小时
的火车去上班。她在信里说，
她付出这样的代价，并非因为
盲人学院的薪水高，而是自己
愿为盲人献上一份爱心，带来
一丝光明。在女儿心目中，查
瑞尔姑姑也是一位知识渊博、
情趣广泛的人，她经常外出旅

游，所到之处，她都要
从当地寄来有特色的
纪念品。通过她的一
封封信件，女儿知道
了伦敦的大本钟，知
道了格林尼治天文
台，知道了英国各地
的自然风光和历史遗
迹……

初中时，女儿把
对查瑞尔姑姑的感
情，写成一篇作文《我
有一个洋姑姑》，由于
题材新颖，内容感人
而一炮打响，获得济
南市青少年作文一等
奖，还入选了《中学生
优秀作文选》一书。

在保持通讯的十
年多时间里，正是女
儿的学生时代，异国
之间书信往返，使女
儿扩展了知识，丰富
了情趣，提升了学习
积极性。虽然，这位查

瑞尔姑姑和我的女儿只是一
面之交，却对我的女儿倾注了
大量心血。她说每逢收到我们
的信，都要请一位中国留学生
帮助翻译出来，再写回信。她
和女儿通信往来达到一百多
封，可知翻译工作量之大。但
是后来，由于女儿高中苦、大
学忙、校址变化等原因，我们
又搬过几次家，通信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就中断了。

我和老伴现已步入了老
年，常常想起这位善良友好又
充满智慧的英国朋友，在我女
儿的学生时代，她给予的帮助
将使女儿受益终生。我要告诉
她，女儿大学毕业已经十多年
啦，当年的“中国小侄女”不仅
已安家立业，还成为一家媒体
的编辑。我们全家期盼得到她
的消息，向她表达怀念之情，
我们邀请她旧地重游，再来济
南，看看二十多年来中国的重
大变化……还是用我女儿的
习惯称谓吧———“查瑞尔姑
姑，您在哪里呢？”

(附：查瑞尔英文名字：Cheryll
mc Cand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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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瑞尔姑姑的信件与礼物

□刘帅

在招虎山山下的九龙湖边有
个戏台，专供附近村民跳秧歌。我
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一场秧歌会。从
海阳秧歌也能看出海阳此地的民
风，苍劲粗犷。舞者年龄最大的70

多岁，多数舞者50多岁，农民大叔
昂着挺拔的肩膀挥舞着大旗。农村
奶奶脸上抹着红扑扑的粉，把一切
经历的岁月化在表情上，她们的背
影有些沧桑，但更可爱，使人不禁
想起《红楼梦》里的刘姥姥，朴实。
一位50多岁大妈抽着烟告诉我，她
们都是来自山下的西石兰沟村，平
时大多务农。当我问及村里抽烟的
妇女多否时，她大笑着使劲点点
头，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要带我去
她们村里面看看。最后她满脸虔诚
地告诉我说，戏台前的龙王庙兴建
之时他们连舞了三天秧歌，之后海
阳下了难得一见的大雨。

招虎山的野气是挡不住的。
远远望去，林木参天，岩穴勾连，
巨大的磐石在草木之间若隐若
现。亚沙标幅悬挂在直插云霄的
山头上，倒像佛祖如来在五指山
镇压悟空的字符。这也暗示着招
虎山与佛教的丝丝缕缕的关系。
山上的成道禅寺是本焕长老曾经
做过方丈的地方，漫步在这灵山
兰若之间听经诵禅，万机坐忘，于
野气勃勃之地倒显得宁静平和。

在前往成道禅寺的路上，有一株
松树从岩缝里顽强地爬了出来，
树干斜架在山石之上像一个身子
前倾的老僧，仰望着成道禅寺，静
静地看着来往路人，老枝坚韧有
力，也颇兼清风自在之气。

成道禅寺游客并不是很多，
这倒给了我独自享受这片山林的
机会。中午酷热之时，卧在高山之
处的翠竹摇摆起来，数峰无语，万
壑含籁，让人心旷神怡，内心一片
澄澈一片清凉。俯瞰西边，蓊蓊郁
郁的树木在阳光下，也有点别样
的宁静。寺中的居士很年轻，有时
能与游客侃侃而谈，细说佛经里
的禅道妙事，也没有过多沾染都
市的气息。

招虎山使我想起六祖慧能的
故事。六祖慧能有个弟子，从小生
活在寺庙之中，也未出山见过人，
此弟子说话无遮无掩，但也真诚。
有次慧能朋友来拜访慧能，恰巧
慧能出山巡游，这位弟子便接待
了那位朋友。慧能的朋友见他不
行礼，便问他怎么不端茶倒水，以
礼相待。这位弟子懵然不懂，问他
为什么，那位朋友就告诉山下的
人们都如此做，以示对长者的尊
重。这位弟子学得也快，以后见长
者就行礼问候。慧能回来后，有些
气愤，他花一生培养弟子的自然
与本性，却被朋友教导一下便沾
染了世俗之气。而招虎山初次开

发，民风淳朴，这里的风景、民情、
地貌，甚至一棵树、一棵草，都显
得自然，充满盎然的野气。

沿山而西，跟随着溪水缓缓而
上，又进入了另一幅画卷。崎岖的
山道两边草木葱茏，百芳斗妍。山
间艾蒿、酸枣树、松柏、野花撩人耳
目。各种蝴蝶、蜜蜂和小鱼也不时
地闯进我的视野。一路上行，硕大
的石头端坐在溪边，有的顶着阳
光，有的顶着树木。高高的悬壁旁
边卧着一池清冽的潭水，潭水中央
高高耸立着直入云霄的树木。恰
巧，树木之下有一块只足一人端坐
的石头，浑然天成，倒似武侠中高
人打坐于深山中修炼之处：坐定山
野之中的一方石头，便能与天地相
接，远离世嚣纷攘。而山中也不乏
一种名为青岛百合的野百合。高高
的茎干，光秃秃的，直到顶部才方
见绿叶开出，在万绿之中显得那么
不起眼，但细看却有几分傲骨。而
招虎山也似乎如佛祖一般包容万
千，连每一棵树，一株草都有自己
的性格，也有自己的野气。

《海阳续志》记载，“邑北三十
五里有山曰招虎，概以虎伏山中，
仙家训之，遂化为石，遗迹宛然，
故名。”

当我离开招虎山时，舞秧歌
的人在收拾自己行头往家走，此
时招虎山下起了绵绵细雨，让人
更感清新。

■行走齐鲁

招虎山的野气

□蒋玉峰

马头，地处鲁南苏北一隅，紧
靠沂河岸边，唐朝时这里便已形成
适宜人居的村落，因此有“古镇”之
称。到了明清时代，此地水旱交通
便利，是商贾云集的贸易码头，素
有“小上海”之美誉。方志上这样记
述：“马头镇，始兴于唐，盛于明清。
傍依沂川，舟楫入运，上至京卫，下
抵苏杭，素为鲁南苏北之重镇，物
资交流之商埠。”鼎盛之时，晋商、
浙商纷至沓来兴建商会，镇上聚集
商铺和手工业作坊300余家。据考，
镇上的文氏回民于康熙年间由济
宁迁来，哈氏回民于清朝初年由上
海松江府迁来，淄博、青州、沂水等
地的众多穆斯林乡亲很早以前陆
续迁居此地。明永乐三年建造而成
的清真寺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印证着马头古镇不愧是闻名至今
的回民集聚之乡。回汉乡亲喝着同
一条沂河水，在同一片沙土地上繁
衍生息，毗邻而居，世代共融。“饿
死不离马头街，冻死不离沂河崖”，
是不同信仰的回汉族人对马头这
方水土的共同眷恋。

历史上马头不只是商业重镇。
早在1929年10月，前辈乡人刘之言
在济南求学期间接受先进思想，返
乡创建了史称“鲁南第一支部”的
马头三小党支部，后来演变成为早
期的临郯县委并指挥了著名的“苍
山暴动”。马头镇成为中国共产党
在鲁南地区的发祥地之一。

南来北往的商客和一辈辈勤
劳朴实的马头人，为古镇积淀了
厚重的人文历史。传承至今，马头

的特色饮食依然声名远播。马头
乡民擅长做牛羊肉和各种面食，
马头糁、马头朝牌(即烤牌)、马头
烧鸡以及千层锅饼、高庄馒头等
都是镇上招牌式的地方名吃。

冬季寒冷的早晨，镇中心的糁
铺是马头最热闹的去处，许多人忙
碌的一天是从走进糁铺开始的。天
刚蒙蒙亮，铺子里已经人声鼎沸，
微暗的光影里卖糁人只穿一件薄
衫站在高出地面的锅台上，伴着翻
腾的热气趴在齐腰高的糁桶边，左
手拿着白瓷碗，右手握着大头长
勺，弯腰抬手顺势把糁汤舀入碗
中，动作娴熟地再往碗里加半勺
醋，淋上几滴香油。叮叮当当的伴
奏声中，一碗香气诱人的糁汤就这
样出锅了。食客们排着队双手举过
头顶小心翼翼地接过碗，人挨人在
桌边站定。为着一天的生计，啃着
热乎的高庄馒头喝上一碗糁，浑身
上下寒气顿失，平添了使不完的力
气。讲究一点的，在糁中加上鸡蛋
或者切一盘牛头肉，还有的习惯喝
上一杯早酒。不一会儿，被寒风冻
僵的面孔已经在糁汤的温暖下开
始红润起来。

糁其实就是一种“肉粥”，相传
是古代西域人的早餐饮食，唐朝传
入内地，制作起来颇费工夫。必须
是头一天晚上将白条鸡、牛羊肉洗
净，滤去血水放入套在锅上的木筒
内，将水烧开，然后放入大麦麦仁、
葱、姜、大料等，煮到半夜改文火慢
煮。一个晚上焖紧盖严，不能跑气。
在鲁、豫、苏、皖四省交界的一些地
方甚为流行，如今成为马头古镇最
有代表性的传统特色名吃。至今仍

有慕名而来的过客，赶早喝上一碗
糁，算是真正到过了马头。

回顾历史，沂河曾经为马头
古镇创造了辉煌的商贸繁荣，却
在近代战争中几度沦陷后结束了
它的漕运使命。

记忆中丰水期的沂河，碧波
荡漾，浩淼如海。小时候放学后，
经常和伙伴们跑到河堤上，站在
废弃的炮楼顶看船家放鱼鹰捕
鱼。父亲有时到桥头上拎回几条
新鲜的沂河鲤鱼，鲜美的味道至
今难忘。北岸的河滩，是镇上的男
女老幼在每年正月十六过河“撂
病”的乐园。与野外踏青不同，这是
马头镇独有的一项节日民俗。沂河
水清冽甘甜，镇上祖祖辈辈的人家
都是到沂河或者分水渠里挑水吃，
除非到了枯水季节才吃井水。儿女
们孝敬父母的最佳表现，就是一大
早到河里挑水把家中的水缸灌
满。一条幸福渠从古镇的北水门
开闸引水，咆哮着流向支流分布
的郯马大地，尽收眼底的沃野年
年成为鱼米丰收的粮仓。

熟悉古镇的人都知道，马头
一直是远近闻名的武术之乡。同
时，近些年流行在郯城、马头民间
的郯马五大调越来越受到外界的
关注。《满江红》、《大寄生草》等这
些脱胎于元曲古调的唱曲，以顽
强的生命力蛰伏在古镇民间的沃
土上，曲调高雅又充满乡村气息。
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佐证着古
镇人文历史的源远流长。

对马头古镇的眷恋，就像千
年流淌的沂河水，走得越远感情
越深。

“饿死不离马头街，冻死不离沂河崖”，是不同信仰的回
汉族人对马头这方水土的共同眷恋。

前些日子去了一趟招虎山，招虎山就卧在海阳的北部，
是一块刚刚开发的风景人文宝地，满眼望去还带着原始的
野气，苍劲有力。

盛于明清的马头古镇

招招虎虎山山美美景景。。刘刘帅帅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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