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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莹，笔名莺歌。生肖兔，性别男；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曾任教书匠，现为公务员。业余时间以笔耕为乐，作
品散见于省内外多家报刊，入选过多种文集。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全
委会委员，出版有散文集《醉人的微笑》《春天对秋天的致意》等，曾获济南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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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苍苍天天馈馈赠赠长长清清水水

□陈莹

眼下，各种各样的节日多
了起来。杏花节、桃花节、玫瑰
节、海棠节、樱桃节、柿子节、核
桃节……传统佳节不算，光是
这些山间的“节”，就已是五花
八门，色彩纷呈，让人掰着手指
数不清了。

某项活动或者仪式，一旦
演变成“节”，就注入了文化的
元素，品位就得到了提升，人气
就会越聚越旺，从而约定俗成
地沿袭下来。文化搭台，经济唱
戏，于是就拉动了地域经济的
发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节多了，就有
了“靠节吃节”的人群。

每年的3、4月间，我都会请
人或被请，三番五次到山里去，
逛“杏花节”或“桃花节”。每次

“过节”的感受，都像赶了一场

物质的庙会，吃了一顿精神的
大餐。

赏花之外，最提情绪的项
目是溜地摊。瓜果梨枣，禽蛋蔬
菜；野味山珍，土鸭笨鸡；盆景
根雕，奇花异卉……花海深处，
随处可见卖土特产的摊位。摆
摊的主人，多半是大爷大娘、大
嫂村姑。我打小儿在农村长大，
一遇到这些乡亲，就忍不住蹲
下身去，仿佛不买点什么就虚
了此行。一路走下来，手里就提
了两把儿香椿、三四斤野菜，还
有十几个土鸡蛋。野菜是茵陈，
米蒿，苦菜，面条菜。无论身在
何处，我一直对野菜情有独钟。
这些鲜嫩嫩的草芽儿，都是“春
和景明”的典型符号，散发着久
远的清芬气息。饭桌上添了碧
绿的野菜，暖洋洋的味道扑面
而来，脑海中关于春天的全部
记忆，就会一下子清晰起来。广
袤的田野里，几阵和风吹过，一
场春雨润过，荠菜率先欣欣然
伸开了腰身，其他野菜也陆陆

续续张开了睡眼。
不知是春天催生了野菜，

还是野菜唤醒了春天。这些古
老的菜品呀，被祖祖辈辈咀嚼
了几千上万年，到现在依然没
有被驯服家养，彰显着野性的
生命之美。中年以上的农村人，
谁没有郑重其事地挖过野菜
呢？它们曾经是乡下人的“当家
菜”、“救命草”啊！今日的田间
邂逅，格外使人怀恋起浓浓的
乡情，质朴而亲切。

山鸡蛋，一元钱一只；土鸭
蛋，一块五一个。“哎，大兄弟，
这是俺自己下的蛋，买几个尝
尝吧！”农家大嫂活泼开朗，诙
谐幽默，黑黝黝的脸庞笑成了
一朵牡丹花儿。众人乐翻了
天，你争我抢地购一兜子，三
个两个地狼吞虎咽。嗯，返璞
归真的感觉，确实不一般哩！
吃食一带个“土”字，就打上
了绿色环保的标签。原来只会
土里刨食的乡亲，如今揣摩透
了游客的心理，个个成了生态

学、心理学专家，精明地拨起
了市场经济的算盘。而专程跑
到山野农家散心找乐的城里
人，比在集镇和超市多了几许
愉悦和雅兴。掏不多的银子，
换取难得的眼福口福，身心俱
爽，何其快哉！

最富有刺激性的，是山蝎
子的买卖。几百只黑黢黢的蝎
子，骄傲地高擎着毒箭，旁若无
人地在铁盆内刷拉拉爬动，颇
似蠢蠢欲动的恐怖分子。想起
小时候玩蝎子被蜇的情形，就
会不寒而栗。蝎毒让食指变成
肿胀的碳棒，打上止痛针，再用
石灰水浸泡半天，还是整宿疼
痛难眠。以至长大后，只要见到
餐桌上有炸蝎子，就一定狠命
地多吃，以报被它们的祖先所
蜇之仇。

卖古董文物的摊子也有，
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摆几种
锈迹斑斑的物件。一只不知出
自何年何月的瓷碗，张口要价
六万。在尘土飞扬的田埂土坡，

突然冒出了天价古玩，有些滑
稽吧？摇头笑笑，一走了之。

那些就地取材的根雕石
头，还是值得讨价还价的。十元
钱买一块挺耐看的河卵石，做
个底架，摆放在客厅，也是有模
有样，赏心悦目的。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
始为君开。杜甫老先生在千年
之前勾勒的和谐场景，而今就
横陈在人们面前。阡陌纵横，
落英铺就花径；老乡好客，果
园敞开柴扉。山间小卖，成交的
是乡下小生意，酝酿的是尘世
大情趣。

现代京剧《红灯记》的主角
李玉和，闪亮登场不一会儿，
就来了一段“提篮小卖”：“栽
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
子开什么花。”杏树自然开杏
花，桃树自然开桃花。熙熙攘
攘的游客在红波绿浪之中游
春，从容不迫，怡然自得。这
花儿那花儿都赏遍，就阅尽了
人间春色。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些关乎长清美丽山
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
初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 .com。

□张玉清

济南趵突泉享誉世界，长清
泉水名扬天下。长清水好喝，长
清泉水有点甜，地球人都知道。

就是因为长清水好，长清
已成为世人享受生活，健康长
寿的好去处。

原来居住在济南繁华闹市
区的王先生年龄大了，想买套
房子养老，为了买这套房子，他
可真是煞费苦心，不知跑了多
少腿啊。从济南的大东边跑到
大西边，从济南的最北边跑到
最南边。凡是叫上名来的楼盘，
他基本看了遍，用了半年多的
时间，最后还是下决心从长清
大学城靠近园博园的瀛园买下
了房子。让他下决心在长清买
房子的因素很多，长清的生态
环境、长清的空气质量、长清的
风土人情在全国都是一流的，
让王先生看重的还不单单是这
些，他最看重的应该就是长清
的水了。他从去年底搬到长清
至今，虽然居住只有一年多的
时间，但已让他感慨很多，在长
清吸口气都很舒服，长清人善
良热情好客，长清很多农副产
品都是绿色无污染的，吃着放
心，每天喝着干净甘甜可口的
长清水，在长清生活真是要多
幸福有多幸福。

长清水说神奇还真神奇，
济南一位患哮喘病多年，常年
靠药物维持的刘先生，来长清
耕耘世家小区居住，不到一年
的时间，竟不用再吃药奇迹般
地康复了。还有一位济南退休
职工，常年患气管炎，同样也是
靠药物维持，丈夫去世后，自改

嫁到五峰山街道王峪村两年
后，就再也不用吃药了，身体和
健康人一样，这肯定还是得益
于长清水和长清的空气质量。
长清水好、空气好，非常宜居，
有利养老，济南退休的一对老
年夫妇，去年在马山镇宋庄村
租下民居小院，在院子里种起
了小菜园，时不时到这里小住，
身体也比在城里好多了。

长清水好，喝长清水有营
养，那是有科学依据的，这要源
于长清独特的地理位置。

长清山峦起伏风景优美，
八山一滩一平原就是对长清地
貌特征的高度概括。在地质史
上，长清属泰山隆起的西北麓，

岩层为太古界花岗岩，这是世
界上最古老、最致密的岩层，花
岗岩层上为震旦系变质岩，这
种岩层为地质年代深海沉积
岩，层理清晰，石质细腻，矿物
质沉淀丰富，这就是神奇的木
鱼石，流经木鱼石岩层的泉水，
对人体有着特殊的保健功能。
专家这样描述长清水的形成，
一场暴雨过后，从泰山山体流
落到地，再渗入460米岩层下，
需要80年的时间，真可谓穿越
龙岩80年,造化长清一滴泉。

长清水真是天之所钟，地
之所毓。独特的地理位置润育
了神奇的泉水。在长清这个1178
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名泉众多，

有名有姓的泉就有110多处。在
济南的72处名泉中，长清就占了
6处，不仅如此，这些名泉还有很
多真实且又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据有关史料记载，唐王李世
民率兵征战，因隋军围追堵截，
饥渴难耐，被困在崮山里，面临
全军覆没的危险，幸亏山下韩
姑娘，打来自家的井水，为唐王
官兵送来，这水止渴又充饥，解
了唐王的燃眉之急。如果不是
韩姑娘冒死相救，也就不会有
后来的大唐盛世，李世民称帝
后，为了感谢韩姑娘的救命之
恩，把韩姑娘封为皇姑，把韩姑
娘家的井封为皇姑井，今天的皇
姑井村就是由此而来。如今，这

皇姑井经历了历朝历代，经历过
旱涝年份，依然源源不断经久不
息。一代又一代的皇姑井村人靠
着这皇姑井繁衍生息。

还有乾隆皇帝下江南从京
城走来，来到长清灵岩寺行宫住
下，属下为乾隆皇帝泡茶，皇帝
饮用后感觉茶味更浓香纯可口，
还以为是换了茶，当他得知茶没
有换，是用灵岩寺内的山泉水泡
的，立即让下属带他到泉边，乾
隆皇帝看到潺潺流下的泉水后
诗兴大发，写下了“四柱虚亭俯
石泉，法王甘露法如然。所欣恒
在山中住，不向人间诩瑞编。”这
首流芳千古的诗篇，并当即给此
山泉提名“甘露泉”，长清的泉水
曾被很多位皇帝饮用过，这在中
国很多史料中有过记载。

2014年5月，山东省给排水
监测中心对全省水源地复查
中，对长清的地下水进行抽查
化验，化验结果显示水中钠含
量达到美国心脏协会和世界卫
生 组 织 标 准 ，健 康 指 数 为
44 . 03，是国际健康饮用水标准
值的9倍，口感指数为58 . 25，是
国际口感标准值的28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据有
关部门监测，在全国很多地方
地下水源污染比较严重的情况
下，长清水地下水源从来没有
受到过污染。不管历史怎么变
迁，不管经济怎么发展，牢牢把
住长清的环境不受任何污染，
才有长清的青山绿水，才有长
清干干净净的地下水。

长清水是苍天对长清人的
格外馈赠，是长清人的骄傲。能
长年生活在长清，那真是三生
有幸。

皇姑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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