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072013年11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蓝峰 美编：宫照阳 组版：颜莉

今日济阳

澄波湖

冉庆亮

这是退休干部李增武、朱蕙
夫妇54年前照的一张照片，因曾
是朱蕙的下属，我详细了解了照
片的来历和它背后的故事。

1959年9月，来自山东省济
阳县农村的李朱二人由长春银
行学校毕业了，他们积极响应党
的“大中专毕业生到最艰苦的地
方工作”的号召，来到了陕北延
安洛川县人民银行。

银行坐落在临街的一处老
式三进院内，窄小、破旧、简陋，
男女工均分别住集体宿舍，月工
资仅32元，虽然很艰苦，他们却
每天乐呵呵埋头工作着。

当地领导勤政廉洁，常常带
领员工加班加点，周日、假日、农
忙季节，带领员工义务为老乡拾
粪、锄地，种、收庄稼。

这里民风淳朴，干群关系特
别好，县里以及银行领导对待职
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时时
处处关怀备至。一天下午，方天
贵副县长因事来到银行，员工们
热情地围拢来跟他打招呼。他随
即掏出个小照相机说，“来来来，
我给大家照张相吧！”

在当时，虽说是小照相机，
这样现场直接照相却更是一种
奢侈。大家都腼腆地笑着，不好
意思靠近。这时，魏行长拉拉李
增武和朱蕙，说小武、小蕙先给
你俩照。他俩迟疑间，就被几个
老同事簇拥到了镜头前。方副县

长迅速按下快门“咔嚓”一下拍
下了这张照片。

李增武、朱蕙把党的温暖、
领导的关怀转化为工作动力，拼
命打拼，比翼齐飞。几个月后，朱
蕙、李增武被“抢”走，分别任县
广播电台播音员和县财办干事。
执着奋进，他们赢得了一片喝
彩，分别连年被授予“先进工作
者”。

然而6年后，就在他俩事业
风生水起的时候，却从家乡传来
了李增武家中老人患病的消息，
朱蕙亦思乡心切，引起失眠。单
位领导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与
其家乡对口单位联系，特批他们
调回故乡。

第一次洗出来的合影照片，
只有半寸大，一点点。50多年来，
他们从延安到故乡先后搬了七
次家，一直视若珍宝似的精心保
存着。每当看看照片，延河水、宝
塔山、纯洁的雪、清清的风以及
延安人的淳朴、善良、奋发……
就像电影一样清晰闪现，浑身就
增添无穷的力量。

他们夜里回农村照顾老人，
白天拼命地工作，有时忙了，把
备播的稿件，急需的材料带回
家，边照料老人边工作。后来，李
增武走上了副县长、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的岗位，朱蕙亦被提升为
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

10多年前，他们已先后退
休。如今都已年近八旬，但仍
精 神 矍 铄 ，坚 韧 执 着 地 工 作
着。书写了大量书法字画赠予
社会，并积极向报刊投稿，夫
妻俩还合著结集出版了《岁月
漫笔》一书。

现在，他们的儿女们都分别
珍藏着这张照片。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要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文
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有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绍济
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
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qlwbjrjy@163 .com。

闻韶台模型窥旧貌

“韶台远眺”为济阳八景之
首，人们曾在县城的灯展和史
书记载里知道。

济阳县曲堤镇西侧有一池
清水，据说是古时候修建孔子

“闻韶台”时留下的。现池塘尚
在，闻韶台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登上“闻韶
台”，几乎能俯瞰整个曲堤小
镇。济阳人迷恋的闻韶台，虽被
称为“千年圣迹”却已作别历
史。幸好，生长在闻韶台边的花
甲老人刘功富，根据记忆和史
书的记载，花费了十多年心血
制作了闻韶台模型，由此可以
窥探到闻韶台的旧貌。

观闻韶台模型，宏伟秀丽，
飞檐叠翠，风景绝美。闻韶台模
型显示：从东南角可拾阶而上，
在入阶口门两旁一对大狮子分
守左右。沿台阶向上便是魁星
楼，魁星楼为三层结构，在三楼
有“魁星点状元”的塑像，塑像蓝
面红发，右腿蜷曲，左手执朱笔，
面朝正北，作欲点状元的姿态。

穿过古典儒雅的魁星楼，
便可以到达台顶，整个闻韶台
顶相当开阔。北面是庄严肃穆
的大成殿，大成殿前有四柱，殿
门朝南高挑叠翠飞檐，檐下悬
一“万世师表”镏金横匾，屏门

两侧刻有“万世为官祖，百代帝
王师”的楹联，门楣是“子在闻
韶”。殿堂中央塑有孔子的彩色
塑像，红面颊须，气度雍和。颜
回、曾子、子思、孟子四哲的塑
像分列孔子两旁，栩栩如生，温
文尔雅。

大成殿东面是状元阁，与
东南角的魁星楼遥遥相对，构
成一幅完整和谐的“魁星点状
元”的雕塑图。站在闻韶台顶的
苍松古槐下，可俯瞰曲堤千家
万户，南望济水碧流，西睹禅塔
晚灯，更是别有一番古朴典雅
的风味。

孔子在齐学韶乐

“闻韶台”是一座历史文化
建筑，据史料记载，“公元前517
年9月的一天，鲁国国君鲁昭公
因为内乱弃国而逃。这场动乱
直接危及到与鲁昭公私交甚密
的孔子。不久，孔子愤然投奔到
齐国，这一年，孔子35岁。孔子
在齐国的日子里，曾来到曲堤这
个地方讲学，结果听到了当时齐
国的颂周之音——— 韶乐，便被深
深地吸引住了。”孔子便在此学
习韶乐，达到了痴迷程度。《论
语》所载“子在齐，闻韶”，此“闻”
字，乃学习之意思。韶乐非常高
雅，春秋时在齐国流行。当时，孔
子惊叹至极，发出了“韶，尽美
矣，又尽善也”的慨叹。因而在

《论语·述而》篇中记载“子在齐
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
为乐之至于斯也”这段文字，也
就是说：孔子在齐国学习韶乐
时，全神贯注，真是没有想到虞

舜的韶乐如此美妙，为此三个
月来废寝忘食，连吃的肉也不
知道是什么滋味了。后人便在
孔子学习韶乐的地方建高台纪
念，起名为“闻韶台”。

孔子闻韶台，其实就是一
个用黄土堆起的高台。台高约
40米，台基占地2800多平方米，
台顶面积900多平方米。台上台
下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各种殿台
楼阁，高台脚下，南北分别坐落
有“闻韶书院”、“万世宗师坊”、

“王母楼”和“黄姑寺”等建筑，
台西面有巍巍禅塔与闻韶台遥
遥相对，济阳人将闻韶台称为

“千年圣迹”。

建成或在汉唐时期

相关资料佐证，闻韶台建
筑史最早可追溯到汉唐时期。
从宋、元、明、清一些官员及名
士所撰写的关于修建闻韶台的
文章引证得知，“汉唐以来，先
师过化之地，俱必有建，因筑台
间。曲堤镇之左有闻韶台一所，
世传先师夫子在齐闻韶，兹即
其地”。自汉唐时期，孔子所到
之处便必有所建，以作留念和
以后讲学用。而闻韶台正是因
为孔子去过方建成，由此推测
它极有可能建于汉唐时期。由
于历代人们尊孔重教，所以历
朝历代都有官员、名士和民众
捐钱修葺闻韶台，使闻韶台在
风雨飘摇中得以保存。

现如今，闻韶台盛时的风
貌早已荡然无存，人们对于那
时的风景也只能通过模型来回
味了。

征集令

随随风风逝逝去去““闻闻韶韶台台””
“韶台远眺”为济阳八景之首，人们曾在县城的灯展和史书记载里知道。济阳人迷恋的

闻韶台，虽被称为“千年圣迹”却已作别历史。闻韶台毁于“文革”，现如今，闻韶台盛时的风
貌早已荡然无存，人们对于那时的风景也只能通过模型来回味了。

卞允斗

在在延延安安的的日日子子

济阳地理

澄波湖畔

李增武、朱蕙夫妇俩54年前的合影。

黄河岸牧羊 摄影 邱军 浮桥横渡 摄影 邱军

闻韶楼模型。闻韶楼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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