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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每天早上7点，泰山中天门挑工
队的“宿舍”里，58岁的吕振刚摸索
着从冰冷的床上起来，打些山泉水
洗脸，继续他坚持了30多年的工
作——— 往山顶挑东西。

吕振刚是济南长清区张夏镇
人，1982年来泰山中天门修索道时，
留在山上当了挑山工。当时，在家干
建筑一天最多挣一块三，而干挑山
工能挣一块八。30多年来，同伴换了
一茬又一茬，不知不觉间，老吕也熬
成了坚持最久的人。

3月25日上午8点50分，吕振刚挑
着100多斤的担子从货场出发，走了不
到两分钟山路，就开始气喘吁吁。到了
盘道时，老吕额头上已冒出汗珠。他脱
掉外套，只穿一件薄毛衫，在5℃的山
风中，与包裹严实的游人形成鲜明对
比。“走不动了，要是身体不行的话，明
年就不干了。”老吕如是盘算着。

现在的泰
山挑工队队长
赵平江 6 3 岁，
干过一段时间
的 挑 山 工 后 ，
成了挑工队的
负责人。“最多
的时候有 2 0 0
多 人 ，现 在 就
只剩下十几个
人了。”赵平江
说 ，原 来 的 泰
山 上 ，小 到 方
便 面 ，大 到 岱

顶上的建筑材料，都离不开挑山工
的肩膀。但如今山上建了货运索道，

“抢”了他们的生意，大多数挑山工
下了山，转了行。

42岁的王怀玉干这行已经7个
年头。“从中天门到南天门，100斤的
货能挣五六十块钱。”王怀玉说，虽然
每个月能挣三四千元，但是山上的条
件太差，很多挑山工都有颈椎病。

在中天门货场，十几名挑山工
仍住在1984年垒起来的石头棚子
里。没有窗户，没有门，没有电灯，一
堆被褥杂乱地堆在床板上，一走进
去，黑暗和狭小空间的压抑感迎面
而来。挑工们每天的生活，除了行走
的山路就是这又小又黑的窝棚了，
顶多再窝在床边听会儿收音机。

工作和生活环境艰苦，伙伴越
来越少，赵平江开始谋划着怎样把
挑山工精神继续传承下去。他和一
些对挑山工感兴趣的人士联系，想
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汗如泉，劲如松，顶烈日，迎寒
风，春到夏，秋到冬。青春献泰山，风
光留大众，有此一精神，何事不成
功。”多年前，北大学者杨辛写了一
首《泰山挑夫颂》，赵平江逢人便能
一字不落地背出来。

“窝棚”里的挑山工
片/本报记者 赵苏炜 文/本报记者 邵艺谋

这行当费鞋，挑山工们穿的都是便宜的绿军鞋或黑布鞋。

老吕住的棚子空间狭小，不足一人高。

老吕在中天门货场的公共小厨房做饭。

吃饭的时候喝口小酒，听会儿收音机，就是最大的享受。

挑着上百斤货物上山，吃力时就得扶着石台歇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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