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城市都有几条具有代
表性的道路，济南也不例外。
泉城路的商贾云集，曲水亭街
的清泉流水，经十东路的开阔
大气……在这些耳熟能详的
道路里，我最爱马鞍山路。从
西 到 东 ，从 英 雄 山 到“ 植 物
园”，从喧嚣到静谧，沿着马鞍
山路一路走来，泉城济南的动
与静、力与美尽收眼底。

从纬一路南行，过了经十
路，就是马鞍山路了。走上不
远，原本南行的路遇山左转，一
直往东延伸。这座山就是英雄
山，济南市的城中山，最具盛名
的是山上的烈士陵园和济南战

役纪念馆。但对市民来说，山下
的文化市场和繁华商圈却更具
吸引力。正因如此，马鞍山路西
段成了一个喧嚣之地，尤其到
了周末，满眼是人，到处是车。
他们或到文化市场看看字画，
淘个古玩，接受一下文化氛围
的熏陶；或到新世界商城买点
日常用品，小到针头线脑，大到
桌椅床橱，都能从这里买到。路
上的人们大多步履匆匆，目光
急切地寻找着目标。喧嚣闹市
里，是市井人生。

继续东行，过了玉函路的
马鞍山路已是另外一番景象。
就像除夕夜的鞭炮声突然停

了下来，显得格外安静。路北
是泉城公园，但市民们还是延
续了以前的习惯，称呼它为

“植物园”。园子里450种近20万
株各类植物，打造了济南的绿
色氧吧。路南，是素有“山东钓
鱼台”之称的南郊宾馆。与其
说宾馆，不如说是一处园林。
一片绿树繁花中，点缀了几座
小楼，有潺潺流水，有嘤嘤鸟
语。在两处园林的滋润下，马
鞍山路东段像一位水灵灵的
少女，肤如凝脂。尤其到了夏
天，路边的法桐枝叶繁盛，遮
阳蔽日。走在斑驳树影下，看
着路边如画美景，只觉浑身凉

爽惬意。在这里，几乎看不到
匆匆行走的身影，过往的车辆
也不再轰鸣疯跑，即使遭遇堵
车，也很少听到急促的鸣笛。
人们故意放慢了脚步，只为尽
情享受这难得的静谧。

水泥沥青铺成的道路，其
美丽并不是源于本身，而在于
路边的风景。正因西有英雄
山，东有“植物园”，才让马鞍
山路变得妖娆美丽。是英雄山
下的喧嚣，是“植物园”旁的静
谧，给这条全长不过3公里的

“小路”注入了灵魂，增添了魅
力。

长颈鹿“京海”出使天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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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跑马岭野生动物世界非
洲食草区，最受游客喜欢的莫
过于长颈鹿了，在长颈鹿馆里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又莫过于

“京海”了。
“京海”是一只雄性长颈

鹿，生于上海，长于北京，青春
年华落户于跑马岭。“京海”个
头雄健魁梧，比普通的长颈鹿
明显高出一头，身上斑花也要
比其它的深许多，像是一枚枚
古意甚浓的铜钱。“京海”是名
副其实的“高富帅”。长颈鹿在
国内雌强雄弱，少见有如此优
良的雄性长颈鹿，刚刚“长大成
人”的京海就担负起在全国范
围内繁殖优良品种的任务。去
上海，走北京，马不停蹄地行走
在年年做新郎的风流快活之
中。

2012年“京海”又被天津动
物园看中。那里有三只母鹿待
孕，都处在发情期，动物园肯定
不会放过这一良机，于是紧急
向济南野生动物世界求援。于
是“京海”又一次踏上了援津的
征途。在天津它要小住半年，还
是一夫多妻的日子，能不幸福
吗！

器宇轩昂的“京海”温良谦
恭，一点儿都不傲气。本来长颈
鹿的装箱就是件很麻烦的事，
因为长颈鹿是神经质类的动
物，胆子比老鼠都小，一点儿风

吹草动就赶紧撒开长腿奔命。
原本生长在非洲草原上的它
们，如果没有足够的警觉和奔
跑能力，也很难存活下来。一般
事先都要在馆舍外面的围挡
上，接上个大大的箱体，不仔细
看俨然和围挡就是一体的，箱
体里放置一些水果和草料，让
长颈鹿进进出出的适应后，找
个合适机会，把后面的门子一
关，用吊车把大箱子吊装到大
卡车上。温顺的“京海”当天就
顺利地进了箱子，它似乎意识
到了这次远行，再说常出远门
的“京海”也习惯了。

运输长颈鹿是件很壮观的
事情。装长颈鹿的卡车在前，后
面还得跟着一辆服务车，主要
是用来观察过障碍的情况。有
什么信息及时通知前车，以供
前车适时调整进退，直到安全
无误地通过为止。

上了路那真是和西天取经
一般艰难。跑马岭海拔898米，
山路九曲十八弯，一点疏忽都
不能有。特别是对长颈鹿的长
脖子，务必悉心呵护。司机小心
翼翼地开车，拐弯处几乎就是
用怠速前行。一个多小时跑了
八公里的山路，山下的乡镇到
处线网密布，车只能是蜗牛般
慢慢挪移着。历经两个半小时，
终于上了高速。

上了高速路依然不能快，

特别是过桥，就像那则《羊和长
颈鹿》的寓言一样，羊的优势是
能轻松地钻过桥洞，长颈鹿的
优势则是能吃到树梢上的叶
子。恰恰这里需要的是钻洞。好
在“京海”出门多，经验也多，见
桥自然就低下头，让后面跟着
的人好不畅快，前车上的工作
人员也免了硬按鹿脑袋之苦。
另外长颈鹿还是典型的高血
压，头能弯一弯，但不能长时间
低头。

就这样一路紧张，一路欢

呼地进了天津。这车一进市区，
就成了风景，人们争相一睹这
个庞然大物的风采。到了市中
心，都是疏导半天才能重新前
进。“京海”真是风光无限，有点

“万人空巷看梅郎”的味道。
半年后，三只雌长颈鹿如

期怀孕。接“京海”回济南的时
候，那三只身怀六甲的长颈鹿
竟然是那样依依不舍，喂什么
东西都不吃。看来这动物和人
一样，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
呀。

在我少时印象里，大明湖并
不太秀丽，但听过许多美丽的传
说，当说到明湖的青蛙，那肯定
是不叫唤的。因为想当年乾隆爷
来济南，便住在明湖畔的县衙
里，一到夜晚，大明湖蛙声一片，
咕呱噪耳，闹得他彻夜难眠。于
是传旨：禁止大明湖蛙鸣叫。皇
帝金口玉言，于是湖中蛙鸣戛然
而止。即使是把外面的青蛙逮住
放在明湖里，它也是不敢鸣叫
的。

少年时我常穿过颇具古风
之韵的铁公祠，来到北极庙前，
明湖北岸边。据传言，如有幸能
观赏到湖面上“佛山倒影”的景
观，这一说法，我却一直无缘验
证，现如今由于高楼大厦的遮
障，却永远不会重现了。

北极庙里的泥塑像，我是不
愿看的，尤其是那面目狰狞的哼
哈二将，那些个人物和人世间又
有何关系呢？看多了，肯定会做
噩梦的，还不如顺着庙台阶处两
条长十多米并呈45度角的锃亮
石条滑下去，那种飞翔的感受多
惬意。许多年后，一提到北极庙，
我还是会想起那两条锃亮并被
柔嫩的屁股磨出沟凹的石条。

我幼时的母校，即大明湖路
小学，它的北门冲着马路对面大
明湖的假山亭台处。春暖花开之
时，我总会伙同“老三”等同学，
穿梭游走在假山、花草丛间，一
场“惊心动魄”的弹弓仗便拉开
了序幕……

明湖的假山西侧有当时的
省图书馆，其馆的旁边当时还有
许多看不懂的古人碑文，至今忆
来，仍十分遗憾，好后悔不在当
初暇余时泡一泡图书馆，好后悔
不在碑文上用纸拓它几张拓片，
现如今岂不成了饱学之士或收
藏文物古迹之骚客了吗？正如当
今 所 言 ：“ 没 有 文 化 太 可 怕
了……”

湖中的历下亭我是去过的，
有一副对联，至今仍记忆犹新，
其联是：“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
多”。如是想来，颇有道理，诸如
历史上的辛弃疾，李清照，秦叔
宝之英雄和词人们，且还有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诸多新人名
角，谁敢说，济南名士不多！

过去，大明湖的水并不清，
王府池子和珍珠泉流出的水为
一小部分，湖水主要是靠雨水汇
成，总之在我少时的内心，其湖
水是浑浊的……

许多年走远了，由于我对大
明湖的印象并不太佳，数十年
间，再未踏入明湖畔一步。

几年前，闻悉大明湖扩建
了，据说增大了一倍面积之多，
家中老母也催我去看看，然我却
一直去意阑珊。

2011年，在夏日的某一天，
被发小“老三”夫妇拖至扩建的
明湖畔，进门的石牌坊雕工精湛
古秀，越过舒缓的拱形石桥，举
目望去，犹如一处鲜活的苏州园
林，且走且观，心意盎然。柳叶更
绿了，湖水清而蓝了，小亭台榭，
假山曲径，出厦回廊，小桥，流
水，还有那虚幻中的人家……

我及发小拾阶登上超然楼，
爬到了顶层，要了一壶茶，乘着
游兴未尽，凭栏俯瞰新旧之湖的
浑然天成，脱口吟出：“超然楼上
品香茗，四人神聊话泉城。半城
湖色媲苏杭，登高远眺一揽胜。”

有一次和一位年轻朋友出
游，他给我照相，我嘱咐一句，
一定要“全须全叉”，他茫然不
知所措。我告诉他就是“有头有
脚”，这是我们老济南人的“专
业”用语。“80后”的小青年，尽
管信息来源广，知识渊博，但对
这个词恐怕一无所知，主要是
他们没有斗过蛐蛐。

现在孩子们不差钱，差的
是时间。我们儿时没钱，一分钱
买块糖都很奢侈，但有一种资
源可以挥霍，那就是时间。课外
的时间，只要按时回家吃饭，家
长从来不问。那时没有电子玩
具，孩子们只是从大人们那里
接过来一些游戏，如跳绳、踢毽
子、扇“皮匠”、弹玻璃球等，都
在户外，天然绿色，不会搞成近
视眼。有好多游戏没有延续下
来，很可惜，斗蛐蛐就是其中的
一种。

蛐蛐天生好斗，至今也没
看到谁来研究它为何有这种习
性。两只蛐蛐，只要把它们放在
一个罐子里，相互只要感觉到
对方，立即张开牙齿开始咬斗，
有时能大战几十回合。胜利的

一方会威风凛凛地颤翅鸣叫，
有时双方都自以为胜利了，一
起鸣叫，然后再继续咬斗，一直
到分出胜负。斗也可称为“逗”，
闹着玩，逗引，因为有时蛐蛐们
很迟钝，即使放在一个罐里也
感觉不到对方，须逗引才能进
入状态。

围绕着斗蛐蛐，有很多专
用名词。“全须全叉”，是对蛐蛐
的形象描述。蛐蛐头有须尾有
叉，但极易受损。在捕捉的过程
中，手忙脚乱，捉住一看，不是
须断了就是叉断了，虽然不影
响争斗，但远不如全须全叉的
威风。因此，如果有一只全须全
叉又骁勇善战的蛐蛐，当然是
一件十分令人得意的事情。除
此之外，还有“撅出罐来”，就是
有的蛐蛐十分凶狠有力，经常
可以把对手甩到罐外面去，就
像拳击手把对手打倒在地，像
柔道运动员搞个“一本”。当然
有的蛐蛐也十分顽强，即使被

“撅”出罐来，依然不服，放回罐
里，继续拼个你死我活。斗蔫
了，主人气急败坏，要“罚罚”，
捧着蛐蛐使劲摇，把它搞得晕

头转向，放进罐里它像喝了酒
一样胆子陡然大起来，有时居
然反败为胜。

如此好玩的游戏，孩子们
当然乐此不疲，千方百计捉蛐
蛐。因此到了秋天，济南城里很
难听得见蛐蛐叫，倘若哪里有
声音，等不了多久就会被人逮
走。我们家房后有一个夹道，一
米多宽，里面乱砖杂草，简直就
是百草园。半夜里，只要一听见
蛐蛐的叫声，我立马兴奋地拿
上手电筒，“捉拿归案”。第二天
拿出来让邻家伙伴羡慕不已。
但有一日，街上一位朋友端来
一只蛐蛐，让我们真开了眼。据
说是在乡下豆子地里捉的，这
只个头实在也太大了，和我们
这些夹道里捉到的不是一个重
量级，和它一比，我们那些简直
不叫蛐蛐。果不然把我们大罐
小罐的蛐蛐杀得屁滚尿流，极
大地伤了自尊，把它们全部扔
掉，不玩了。但没几天我们又兴
趣盎然地端着罐子，头顶着头
斗起来。就如同现在看足球，中
超虽然难看，但看不到英超、意
甲，也凑合着找乐子。

院子里、夹道里没有了蛐
蛐叫，就需要到山上去捉。英雄
山就在市区，离得不远。到周末
相约几个小哥们，黎明前就到
山上去。听得满山的蛐蛐叫煞
是兴奋，但可惜听不准在哪叫，
听准了也找不准，在石堆上乱
扒，扒开石头，会有四五只蹦出
来，也来不及看是什么样的，下
手就捂，像样的很少，捉到了也
很难全须全叉。等天放亮了，听
不见了蛐蛐声，只好满身疲惫
一脸倦容，意犹未尽地回家。

蛐蛐斗了上千年，没想到
今天居然没人再玩。古玩越来
越值钱，古老的游戏却渐渐失
传。深秋的夜晚在院子里散步，
听见满院子蛐蛐在叫，声音那
么优美亲切，40年前听到这声
音会令多少人兴奋，可现在竟
无人理会，真觉得可惜。

前几年有些老板开办忆苦
思甜饭庄、黄土地、庄户城等，
我就建议一个老板，应当搞一
个儿时游戏场，让上世纪50年
代的人们重温一下儿时的游
戏，放松一下。但到现在也没人
做这件事，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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蛐蛐斗了上千年，没想到今天居然没人再玩。古玩越来越值钱，古老的游戏却渐渐失
传。深秋的夜晚在院子里散步，听见满院子蛐蛐在叫，声音那么优美亲切，40年前听到这声
音会令多少人兴奋，可现在竟无人理会，真觉得可惜。

长颈鹿“京海”从天津被运回济南时天色已晚。（资料片）


	C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