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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了樱桃】

于美红

初夏的水，波光粼粼，纵情欢
歌。初夏的山风情万种，鲜花竞放。
初夏的鸟儿在炫目的阳光下，拍打
着翅膀，哼着情歌凌空翱翔。在万
物生发，气候宜人的初夏，生长在
胶东山岭的大樱桃，却像出水的芙
蓉，超凡脱俗、自然天成，在自然界
中“冠压群芳”，成了初夏季节一道
亮丽的风景。然而，她们最吸世人
眼球的，不是给满山遍野带来了

“横空出世百媚生，万绿丛中朵朵
红”的美景，而是这帮“后宫佳丽”
竟倾城“出嫁”，全部成了初夏季节
的“新娘”。

“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世间繁华而热闹，一直
苦居深山、孤守一枝的樱桃也开始
耐不住寂寞，变得春心荡漾，妩媚
多情起来。她们分别穿上玫瑰红、
紫红、浅黄色的旗袍像天女下凡一
般，一群群一簇簇烦躁不安地蜂拥
在树枝上，等待着“嫁出”时刻的到
来。

果农们知道樱桃的脾性，在九
分熟时，就及时把她们摘回家中，
思量着“花落谁家”，才能给他们带
来最大的利润。为此“衣带渐宽终
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们一旦
给“女儿”定下了“主儿”，就开始起
早贪黑地为她们准备着梳妆，待迎
娶的客人一到，这些“美人儿”就立
马“上轿”得意洋洋地奔向“婆家”。
这些“出嫁的新娘”，在这个令人心
醉的五月那真是出尽了风头。

同是“出嫁”的“美女”，因为
“嫁”给的“主儿”不同，她们的命运
和身价也是千差万别。

她们当中最幸运的是涉外“婚
姻”。如果被选“嫁”给国外，那就是

“皇后”的命运，不但众人拥戴，身
价倍增，“父母”先是战战兢兢地把
她们捧在手心上，再毕恭毕敬地送
到“轿子里”，然后风风光光地乘坐
飞机、轮船漂洋过海，最后体体面
面地奔向“爱人”的怀抱。如果说远

“嫁”异国的“新娘”得到了“皇后”
般的恩宠，倍感荣耀和风光，那么

“嫁”给国内大中城市的就是“贵
妃”的地位和待遇，她们依然可以
被包装得体体面面，乘坐着飞机，
甜甜蜜蜜地去找她的“婆家”。而嫁
给果农周边区域的“新娘”，得到的
就是“宫女”的待遇了。她们可以穿
戴体面，像千万村姑出嫁一样，可
以被“婆家”恭恭敬敬地请进家门；
她们当中境遇最差的，就是“嫁”给
刺猬了。如果和刺猬联姻就像被打
入冷宫的“妃子”，那命运可就惨
喽。要说樱桃和刺猬配对，是“天仙
女”与“丑八怪”结合。他们想走在
一起，用诗人泰戈尔的话说，是

“鱼”和“飞鸟”的距离。这种“婚姻”
要多荒唐有多荒唐，是绝对不可能
的事情。然而，令世人惊叹的是，奇
丑无比的刺猬，有着猪一般的智
商，熊一样笨拙的身体，却以它的
奇招，将这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它
先是在樱桃树下晃动樱桃树干让

“娘子”们落在地上，然后滚动自己
仙人球一样的身体，串糖葫芦一样
将“娘子”串在身上，最后，像猪八
戒背媳妇一样把“新娘”背回家中。
虽然“新娘”在它的背上叫苦连天，
有一万个不情愿，还是得乖乖地跟
着它走。因为，这些美丽的“新娘”
稍微一动，自己就会粉身碎骨，倒
被看成是为它“殉情”。所以，精明
的“新娘”虽然吃尽了苦头，也只好
死心塌地地任刺猬折腾。这种“出
嫁”是令百姓心碎的，除非把刺猬
开出球籍，否则，谁也毫无办法的。
好在当今农村，刺猬已经寥寥无
几，所以，“嫁”给刺猬的“新娘”也
就少之又少了。

在初夏的季节，胶东半岛的大
樱桃像下凡的美女，羞花闭月，美
丽绝伦。她们化作山的笑靥，水的
精灵，最后，以“新娘”的身份奔向
四方，不但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
景，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更激荡
着果农心中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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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石崮庵庵门，由于东
西两边没有窗户，而前面仅有
的两个窗户也被用石头垒起，
所以里面有些发暗。这是一间
小得可怜的小屋子，小得只能
容得下十几个人站立。用步子
丈量了一下，东西四步半，南北
三步半，算起来也只有10平方
米。屋子低矮，人站直了身子几
乎能触到屋顶。屋顶还有四下
的墙体经过千百年的烟熏火燎
已完全变成了一片黑色，有的
地方墙皮已经脱落，露出了白
石灰还有黄泥巴，看起来斑斑
驳驳。屋顶脱落之处，露出了一
片青石板，屋内空荡荡的，已没
有任何的东西，只在最里面的
神台和祭台上还有香烛燃过的
痕迹。村民李福爱告诉我们，早
年的时候神台上有八个神位，
全是泥塑的，一个个栩栩如生。
后来，大约是上世纪四十年代，
被村里的小学教师拉到大街上
用镐头砸了，令人惊奇的是在
这些泥塑的神像的腹内竟然有
心有肺还有肝，心肝肺被用钢
丝缠在一起，一把便可提起。祭
台比神台矮30厘米，平时都是
供着香客们送的点心、水果还
有香炉。人们传说，在这八个神
位中，最有名的一个当属“筋骨
老爷”。过去，人们长年劳作，腰
腿疼是经常的事，如果家里有
人得了这样的病，就要来烧烧
香，求求筋骨老爷保佑，然后再
到庵前的井里舀上一瓢水给病
人喝上，立马就好了。每年的3

月15日要赶庙会，十里八乡的
人都要过来看戏，更重要的那
些到庵里许过愿、治好了病的
人此时要来烧香还愿。所以每
到庙会的这一天，是石崮庵村
最热闹的一天。

说石崮庵里一无所存是不
准确的，因为在庵内的墙壁上
还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壁
画。在西面的墙壁上，有一只奔
跑的老虎，看起来却不是太威
风，有点像只温顺的家猫。屋子
正中的墙上有三个人物，正中
一位头顶一毡帽，左手持一拂
尘，身后背一宝剑；身后一位头
顶官帽，手持竹板；前面一位，
有些模糊，正在回头观望（图
一）。这可能是一幅有关八仙的
壁画，正中那个背剑的应该是
吕洞宾的形象，而后面手持玉

板的那位神仙，头戴纱帽，身穿
红袍官服，正符合了曹国舅的
形象，另一位左手仿佛是一把
扇子，应该是汉钟离。这样一
来，这座古庵就有些复杂了，庵
应该是尼姑把持的地方，属佛
教文化，而八仙则纯粹是道教
文化的人物，这种道佛混杂的
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呢？中国
自古以来就有儒释道“三教合
一”的说法，栖霞作为道教文化
十分盛的地方，佛庙里便不可
避免地会掺合上道文化的元
素，同时因为道佛两家所提倡
的文化与教义都有着极其相同
的地方，所以八仙在这里出现
也的确能说得过去。

关于石崮庵，史料目前找
不到任何记载。而栖霞市果业
发展局高级农艺师刁学平在他
撰写的《三游石崮庵》中这样写
道：1980年，我调到当时的苏家
店人民公社工作，领导安排我
到曹高家村驻点，这也是我第
一次来到石崮庵。那时候，石崮
庵被用做果园队的仓库，盛放
着农药和生产工具，但擦净墙
壁上的灰尘，仍可显露出色彩
斑斓的壁画，门旁墙壁上“民国
三十七年重修”的字样，还能依
稀可辨。庵前不远处的山石上，
雕刻的各种动物画面及刻制的
石盘，虽已模糊不清，但仍可辨
轮廓。

如今30多年过去了，门边
重修的字样已不复存在，可是
山石上的石刻却依然如故。石
庵往东约六七米有一巨石，大
部分的石体都在沙石之中，只
露出了一条不太长的石带子，
是人们通往石庵的另一条通
道。就是在这条三四米长的石
带子上，却有着一些让人摸不
着头脑的石刻图案。

石刻有四幅。离石庵最近
的一幅是一个六瓣的梅花（图
二）。在中国传统文化节中，梅
花有不老不衰，生命力旺盛的
寓意，同时它又常被民间看作
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梅花一
般为五瓣，六瓣梅花不是多见，
这样六瓣梅花就比五瓣梅花更
受到人们的喜爱。而令人想不
到的是那朵六瓣梅花被一个圆
圈包裹在中间，圆圈的边上均
匀地分布着三个云朵，像三个
耳朵一样，显得非常神秘。这种
云朵，又叫云纹，是中国传统吉
祥图案的一种，在建筑、石刻、
壁画等都有广泛的运用，这与

人民的生活环境和宗教理念都
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而把梅
花与云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这是非常罕见的。

如果说这第一幅石刻令人
惊奇不已的话，那么第二幅石
刻便更加不可思议了。这是一
个正方形的网状图案。一个大
的正方形，里面有一个小的正
方形，这样一层层地往里，等到
第四个正方形的时候，变得只
有原来的五六分之一的大小。
然后将所有正方形的四个角连
成线，这样又形成了四个大的
梯形和十几个小的梯形，之后
再在四个大的梯形中间各划一
条垂直的线，又分割成了24个
直角梯形，从而形成了一个由
一个个梯形组织的一张“蜘蛛
网”。这张网，看起来像一个建
筑的俯视图，这个建筑就是一
个四面有台阶的平台，像是一
个用来祭祀或举办重要仪式的
坛。

第三幅石刻是一条飞鱼，
长约20厘米。飞鱼的嘴已张开，
鳍和尾清清楚楚，看起来惟妙
惟肖，栩栩如生。第四幅图案则
是一个五子棋的棋盘。这种五
子棋在过去栖霞文化生活比较
贫乏的时候是人们非常喜爱的
一种娱乐活动，刻在这里一定
有其特殊的含义。

把这样的四幅互不联系的
石刻放在一起，究竟想表达一
种怎样的寄托和追求呢？纵观
这四幅石刻，那个六瓣梅花与
这个坛离得最近，几乎衔接到
了一起。可不可以这样想，六瓣
梅花还有云纹都是人们的一种
美好的向往与追求，人们把这
种追求作为一种宗教理想和信
念摆放在这里，设立祭台去供

奉它，让它保佑我们平安健康
快乐。鱼作为栖霞最为珍贵的
一种食物，摆在坛的前面，是不
是可以理解为供品。最后就是
那个棋盘怎么解释？只有生活
舒适了，闲下来，人们才有心情
去娱乐，去下棋。这不正是人们
所祈求的美好生活吗？

石崮庵秘密还有许多。
在庵的东侧，有一石洞，如今
被村里的人放进了一些木头
之类的杂物。这个洞深不可
测，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
相传，有一头牛因为忍受不
了主人的皮鞭，挣脱了缰绳就
跑，主人在后面赶，眼看着就要
赶上了，那头牛一看旁边有一
石洞便一头扎了进去。主人便
点着对斤重的蜡烛进洞里去
找，可是直到把蜡烛燃尽了，也
不见牛的影子。相信，随着石
崮庵的面纱渐渐地被揭开，
它身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
情也将不再成为秘密。

古古枣枣树树见见证证爱爱与与追追随随

【古树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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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寻踪】

刘岩

美丽的滨海广场，最近来
了一批新客人，9棵300-500年
树龄的老枣树在这里扎根，给
这片崭新的景区增添了一份古
朴和庄重。初夏，和煦的海风拂
过黑色、苍老斑驳的树皮，新芽
在枝干上欣欣然绽开，一片片
嫩绿的透明叶片还很拘谨，在
纯净的蓝天下像些不知所措的
孩子，但是这古枣树生命的显
现，给了爱心人士无比的快慰，
这些远道而来的古枣树在异乡
焕发生机，真正见证了人们对
古树赤诚的爱与追随。

古枣树来自无棣。无棣自
古种植枣树，其历史可以追溯
到夏商时代，唐代最盛，素有

“华夏枣都”、“中国枣乡”之
称，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棵枣树
称“唐枣”，为公元621年所栽，
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
史，在当地被尊为“寿树”。千
百年来的不懈养护，古枣树在
当地蔚为壮观，几百年的枣树
随处可见。枣树在维护过程中

又因其特殊的“开甲”技术，使
得枣树树干遒劲、疤结饱满，
造型复杂多变，加之枣树生长
缓慢，胸径30厘米，树龄就要
在300多年左右，木质坚硬，艺
术价值很高，许多爱好者垂涎
于此，趋之若鹜。同时，民间有

“雷击木”辟邪之说，雷击枣木
更是其中的上品，砍伐者众
多。加之近年来，全国各地兴
起的崇尚古树之风，南方各地
也纷纷来私运古树。凡此总
总，被各种目的所驱使，也因
当地老百姓对古树保护意识
不足，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无
棣古枣树被砍伐、盗运，古树
迅速流失，数量锐减。

当地百姓为此忧心忡忡，
一个偶然的机会，烟台的有识
之士见证了古枣树面临的危
机，与当地村民联合，毅然斥资
在当地建设了“千年枣园”。自
2014年3月起，仅1个月的时间，
在无棣县各家各户的枣园、村
民的房前屋后搜寻、收集了300

年以上树龄的古枣树200多棵，
在首期20亩专属土地上集中管

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古
枣树永远留在无棣的土地上，
把这些珍贵的、不可复制的财
富留给这片地上的人们！

为了唤醒人们对古枣树的
关注与爱护，爱心人士又将其
中的9棵古树无偿捐赠给了烟
台滨海广场管理处，在这里建
起了烟台（无棣）千年枣园，让
这些古树在异乡的土地上，繁
衍生息，让人们共同见证这些
历经沧桑的古树，唤起更多的
人来关心、爱护古树，珍惜这些
活着的历史见证。

古枣树同许多历史的遗迹
一样，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劳
动人民智慧与勤劳的见证，它
们承载的不仅仅是每年结出来
的累累果实，更多的是承载了
千百年来历史沧桑，是几代人
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记
录。你看那一道道深深的甲痕，
一丛丛密布的结虬，哪一个不
是在演绎一段人与树生命的顽
强与抗争；一层层爆裂的老皮，
哪一层不是在剥落战火与和平
的晨昏时光；千百年的风雨雷

电，雪霜侵蚀，岁月把它们深深
地雕刻在古树上，它无声，但与
它相对，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
到深沉的力量与震撼，穿过历
史烟尘而来的它，不由得让你
心生敬畏，心里的浮躁与焦灼，
在它们面前瞬间荡然无存，心
里的浅薄与稚嫩会让你羞于与
它直视。

爱护古树，就是爱护生我
养我的土地，也是在呵护我们
的精神家园。在多变的时代，在
转型的社会，在人们恍恍惚惚
的迷茫里，在迷失了快乐与追
求之意义的心灵里，我们需要
古树的执着与顽强，需要这份
不求虚无缥缈、荣华富贵的精
神，需要一份坚守，需要这份深
沉的警醒，需要这种无声的力
量，需要这份精神的引领带我
们穿过岁月的颠簸，找到我们
应该坚守的精神家园。

古枣树，见证了爱心人士
的爱与追随，也见证着人们对
精神家园的追求与回归，这，便
是保护古树的真正意义所在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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