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山小记
【行走济南】

□潘乐民

在千佛山半山腰处有一座
石坊，上书“齐烟九点”四个大
字，为清代道光年间历城县令
叶圭书手书。晴朗之日，在此举
目北望，可隐约看到济南北部
药山、鹊山、凤凰山等蜿蜒起伏
的九座小山。略偏西北方向，一
座陡峭的小山便是标山了。

很早以前，山上有一处小
寺院，两三个僧人，暮鼓晨钟也
曾回荡于三五里之外。标山坐
北朝南，上山数百级白石台阶
颇为严整，拾级而上，登数十台
阶后便是僧院。僧院分左右两
院，正院为焚香拜佛之地，侧院
为僧徒居住之所。佛家之地清
净，整洁，倒也未断了香火。越
寺门而西折，再上行数步，是一
条石板铺就的斜路，迎面一座
关帝庙，庙中美髯公一手捋髯，
一手持兵书，气定神闲，好不威
风。昔日灾荒年景，时有贫者与
关帝同居之。炊烟之下，关帝红
面金身早已是乌黑一团了。庙
后一株苍老挺拔的枣树奇体异
枝，倒给这小山增加了许多肃

穆之气。
顺石路略南折，然后西

拐，十数级台阶，右拐北向便
直冲山门了。台阶一律白色，
约有数十级的样子，均为细石
雕成，宽有丈余，陡峭而整齐，
远看如一条白带。进山门，东
西各一座白色石亭，均为巨石
雕成，其造型风流飘逸。当年

为钟鼓二亭，西悬鼓，东挂钟，
远远望去，如乳燕展翅。设亭
之平台阔约数十丈，路两边为
百年古树，枝枯叶无，后人竟难
识原为何树了。

冲山门北上十余级台阶，
又是一层平台，平台之上方是
标山的主体建筑了。中为无梁
殿，雄伟而古朴，东西各有一

座小楼，一律的青砖绿瓦，雕
梁画栋，斗拱飞檐。东西二楼
内壁均为色彩斑斓之图案，或
人物或车马或故事，内容丰富
而古老。无梁殿呈圆形，殿中
顶部有数条金龙盘旋在上，殿
中泥塑神像排列两边，横眉怒
目，张牙舞爪，不知为何方天
神。

上世纪五十年代，园林部
门曾凿石抬土，遍植松柏。远远
看去，标山小巧玲珑犹如一盆
精致的大盆景，也是济南一处
难得的景点了。曾经，这山上是
孩子们的天堂，春天大家爬到
山上找一处平坦的石头坐着玩
耍，或是找一块凸出的石头下
去躲雨，夏天的晚上满山都是
不穿衣服或是只穿短裤的乘凉
的村民。女人们晚上都不上山，
这成了当时的风俗。可遗憾的
是，这些文物建筑均在十年动
乱中遭到破坏，至今山上已是
片瓦无存了，只有那两座石亭
至今还保留着，依稀能看得出
它当年的风韵。

正当不少胖者为减肥无效
而犯愁不已时，我却为自己的

“瘦肉型”身段苦恼不已。虽然我
时常为自己“增肥上膘”的“胖计
划”而八方求医，甚至做梦都想
过把瘾地胖一回，可就是事与愿
违，胖不随心。

我在单位那“一亩三分地”
里，是名不虚传的“老瘦星”，大
伙都夸我是“瘦比南山不老竹”。
让我感到无奈的是，我还很荣幸
地被善于搞笑的同事评为年度
十大“瘦星”之一，更令我始料不
及难以接受的是，我竟然在“瘦
星”排行榜上名列榜首。因为自
己过于消瘦的原因，一向爱面子
的我，一般情况下轻易不敢或不
好意思过秤量体重，生怕被人笑
话我是一个身轻如燕的人。而我
愿意过秤的时候就是在冬季，因
为此时身上穿着厚厚的大衣、重
重的棉鞋，可以掩耳盗铃地蒙混
过关。

胖人委屈，瘦人更难受。因
为我自幼就瘦得像根“青竹竿”，
没有大腹便便的“将军肚子”，没
有肥头大耳的“官模官样”，所以
在多次深入基层办事时，有人很
不在意我，对我不理不睬、不肯
配合。

走亲访友更加难堪，好友十
有八九会关切地问一声：“哟，哥
们儿咋这么苗条哇？是不是生活
又困难啦？”而我却很不自然地
笑着说：“卑人是个‘贱骨头’，吃
好吃孬不上膘，吃多吃少不长
肉。”大家嘻嘻哈哈一阵就过去
了，而我的内心却是一百个不服
气，虽说自己瘦得可怜巴巴，可
一百六七十斤的担子也是能拾
得起放得下的，跋山涉水，并不
比“胖伟人”差劲儿，而且头疼脑
热、风寒感冒的小毛病也都能扛
得过去。

说归说，笑归笑，总得想个
妥善的办法才行啊。于是，痛定
思痛，到处打听增肥的神招妙
方。起初，一位朋友向我推荐秘
方说，贪吃贪睡不干活的人，很
容易就会胖起来，我便利用一个
节假日“尝试”了一回，谁知睡得
我是昏昏沉沉，晕头转向找不到
北，大病一场，差一点没有睡过
去。

后来，又听一位热心肠的朋
友“献计”说，若是多喝啤酒，多
吃肥肉，很快就能够胖起来。面
对如此能发福的“灵丹妙药”，我
自然是如获至宝，信以为真，迫
不及待地去尝试。那一次，一向
不沾酒的我，一咬牙灌下4瓶啤
酒，肥肉膘子吃下半斤多。然后
在妻子的关心伺候下，潇洒地一
头醉倒在床上，等待着身体发
胖。可谁知却是胖不随心，损体
伤身。不多会儿就上吐下泻、腹
胀胃痛起来，并一连折腾了三四
天。结果，眼窝深陷，脸色蜡黄，
体重不但没有增，而且还减了8

斤多。这一次总算是服了气，一
个劲儿地埋怨自己盲目无知，何
必感情冲动，故意地糟蹋折磨自
己，处处与自己过意不去呢！

本来嘛，胖瘦之间自有“定
数”，想胖想瘦不是以人的意志
而转移的，即使是颇费一番周折
也不见就会奏效。胖有胖的活
法，瘦有瘦的方式；胖有胖的优
点，瘦有瘦的好处；胖有胖的难
言之隐，瘦有瘦的无可奈何；胖
有胖的开心之处，瘦有瘦的乐趣
所在。就像妻子说得那样：“胖虽
富态，瘦也潇洒，何必这样为难
自己呢？你还是顺其自然、乐在
其中的好啊！”

开开心心
当“瘦星”

水壶也风流
时常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

上课，课余午休，闲来无事，常
到成德大道上的报栏看报纸，
开水房门前时常摆满开水壶。
初看倒无特别之处，但细看之
下，司空见惯的开水壶竟也有
几分妙处。

一是壶多气派。那花花绿
绿的开水壶，从亚圣路转向成
德大道，再转到科圣路，在一百
多米的道路上依次排开，或三
五成群，或入双成对，或形单影
只；有的挨着水泥路放置，自成
一行；有的则散落草丛，细疏有
致。而在开水房门前的走廊上、
阶梯旁，更是挤挤挨挨，排得异
常紧密。粗略统计，三五百只总
是有的，真是气派。精明的商家
就打起了主意：免费送一张长
20多厘米、宽十多厘米的不干
胶打上广告，空出的区域供学
生做标志或写名字，算是物尽
其用，也算利人利己吧。

二是形式多样。水壶多了
自然容易混淆，大学生们的高
智商在这里也得到了体现。一
眼看上去，多数水壶都是常见
的塑料外壳样式，虽然大小不
好辨别，但外壳颜色五花八门，
倒也好认。笔者曾非常意外地

发现了一只上世纪80年代常见
的袖珍型镂空铁皮水壶。但最
有个性的当数一只小型竹皮外
壳水壶，一看就知道是有年份
的老物件，外层的自然包浆如
老人皱纹般透着岁月的沧桑，
时间老人为她留下了光滑，恐
怕这只水壶源自盛产毛竹的云
贵滇赣之地吧。被一群鲜艳时
尚的塑料壳水壶包围的这只水
壶，颇显另类，个性十足，第一
次看到它时竟有一种恍如隔世
的感觉。这只壶的年龄恐怕比
她的主人还要大吧？不禁对这
只骨灰级的水壶惊诧了老半
天。

三是个性突出。现在的学
校不比二十年前笔者读大学
时，一是学生人数明显多了，二
是心思更活泛了，各种标志相
映争辉。最直接的是写上班级、
宿舍和姓名，直白明了，用钢笔
或签字笔写的，字迹还算清秀，
主人多半是女生，可称为婉约
派；用白板笔或毛笔写的，粗疏
相间，狂野不羁，可称为豪放
派，主人大半是男生。更简单的
则是直接在壶把上系一段彩色
的尼龙绳或现在已不多见的红
头绳，好像旧时贫困人家卖儿

卖女时在孩子头上插棵草做标
记。有的则发挥专业特长，画上
系列漫画，风趣幽默，应该是艺
术学院的吧。还有一只壶上只
留有两个大字———“你妹”。应
是网络用语，琢磨了半天没明
白啥意思，不知是人名还是暗
号。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
都有”，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拿错、丢失者不在少数，要不，
也不至于有人在壶的外壳上留

下“这是第三个了，还想顺走”
的粗黑字体。有的则写着“此壶
漏水，偷了无用”以及“壶有灵
性，他人一碰，立即起爆”，够刺
激吧？！还有一个上面写着“姐
是博士，你玩不了，放手吧”，淡
定、性感又自信！更有甚者，怒
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用大黑
字体写着：“偷者挂科！”可能是
被偷恼了，才出此恶言，任何学
生在顺这只壶之前可能都要掂
量一下是否合算吧？

【口述城事】

□韦钦国

外面下雨了，这是泉城春
末的雨。一场期待已久的雨。

一个人坐在家里，静静地
听雨落的声音，此起彼伏，或缠
绵，或清脆，或清浅，或悠远，柔
柔地飘着，就像飘着的音符，就
像欣赏一首绵柔的乐曲。

外面没有一丝风，临窗的
树木都静默着，像是在欣赏雨
的欢歌，又仿佛不忍惊扰了它
期待的美梦和舒展的兴致。

这是泉城的一角，我想整
个城市此时都沉浸在雨的欢歌
里了吧，少了喧嚣，多了静谧。
即使在马路上，也少了不少人，
他们都躲在家里听雨。那些车
里车外的行人，如果是赶着回
家的，更期待着早些回家。感受
这雨，感受这晴日里没有的静
谧与缠绵。

这雨与家联系着，雨天总
期待着回家。雨天里更会感觉
到家的温暖。在办公室听雨和
在家里听雨是不一样的。无论

在哪里，都没有在家里听更宁
静，更心安，更有品赏的味道。
特别是在灯下，边读书边聆听；
或者躺在床上，与这雨一起做
梦；或者就站在窗前，看这雨，
这树，这平日里少有的景致。栖
身在这个一角之地，内心也会
泛起如细雨般带着温度的情思
与缠绵。

这样一种家的温暖是逐渐
递增的，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
的吧。就像我，搬家前，房屋里
布满蛛网和灰尘，一些设施的
功能也是残缺的，印证着这个
房子很久都没有人长住了，更
没人打理了，没有了人，房子渐
渐失去了它应该具有的温度，
它的温度已经被旧主人带走
了。

然而走了一个家，又来了
一个家，只要有了人，有了拾
掇，这房子又渐渐有了生气。虽
然没有经过大的装修，但一切
都是新的了，墙面，地板，新的

家具，太阳能恢复了功能，天然
气又重新燃烧起来，厨房里又
有了嘶嘶冒气的声音。暖气重
新开通，网线、有线全部接了起
来，这一隅又有了与外界联系
的通道，有了声音与欢笑。曾经
流浪的心又开始稳定下来，连
一些老家具也用不着再搬来搬
去了，像一群难分难舍的老友，
都一起找到了新的泊地。曾经
搁置不用的一些餐饮器具重新
被擦拭干净，很仔细地放到应
该放的地方，并尽可能利用起
来。家就这样一天天温暖起来。

这样的温暖逐渐在这个家
里传递，扩散。一切落定之后，
站在阳台上，内心也有了更多
欣赏的心情。才发现窗外竟是
如此美丽。其实这房子虽然不
新，环境本就不错，前后都有绿
树环绕，探出的阳台仿佛随时
要把窗外的风景收回家来。住
惯少绿的环境，突然临着这么
多充满各种风姿的树，被这么

浓的绿和色彩渲染，心里竟有
了莫名的感动。

这样的感动其实还是来自
家的温暖，让心灵有了归泊的
宁静，才有了欣赏的心思。而家
的温暖又来于这房子里的人，
来于这人对家的建设与打理，
让这城市一隙之地慢慢有了更
完善的功能，有了更多使用与
相处的经验，有了更多的心情
品味。使用功能有了，又想让它
尽可能美一些，于是，从花市买
了花，从路边捡些枝桠，无论身
体在什么地方，这心老是被家
牵着，心也牵挂着这家，无论在
外面是如何疲惫和落寞，面对
家的温暖和召唤，都能一次次
义无反顾地回到它的怀抱来。

家的含义也许一辈子都理
解不够，家的温暖也许一刻不
离也享受不尽。特别是在泉水
滋润的环境里，在山林呵护的
氛围里。在这样的环境里，唯有
爱家，别无选择。

家的温度
【历下亭】

□孙建文

【休闲地】

□马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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