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孙元礼
第一次去西厢村，竟然想

起《西厢记》。进村石桥的栏
板上，就雕刻着张生与崔莺莺
相会的画面。

《西厢记》最初的蓝本是
唐朝文学家元稹的传奇《莺莺
传》（也叫《会真记》）。后来，
董解元、王实甫二人把《莺莺
传》改编为剧本，尤其是王实
甫的《西厢记》，淡化了悲剧气
氛，歌颂了张生与崔莺莺的爱
情。张生越墙头，敲碎了封建
礼教的桎梏，与莺莺幽会，在
你侬我侬中，完成了爱情的
升华。

西厢的确太美了，美得叫
人想起了恋爱的味道。

几次去西厢，西厢的一石
一屋、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令
人魂牵梦绕。阳春时节，“小
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
花”；酷夏时候，“蝉噪林逾静，
鸟鸣山更幽”；金秋时分，“停
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
花”；及至寒冬，“最爱东山晴
后雪，软红光里涌银山”。四
季如画的西厢，让人难忘。

别后相思入梦来。梦中
的境象，首先是那些石头及建
造的石屋。

西厢地处博山石门风景
区一条狭长的峡谷中，两边全
是耸立的山脊。进村，如走进
了一条画廊。首先入目的是
那些石头，以及石块砌的石
屋，处处浮动着古韵古风。听
村里人讲，这些石头是就近从
山上开采的，全是青石和枣花
石。根据用途和石块的大小，
经过石匠的妙手裁截打造，成
为一块块长方形的料石。匠
工在打磨料石时，尽量保留了
天然岩石的纹脉，减少凿刻的
痕迹，彰显着古朴的原貌。这
些料石，筑牢了西厢村的根
基。在没有修建水泥路之前，
村里全是石板路。山谷两旁
的上山小道，还保留了几段。
村中桥街相连。进村路过一
座单孔石桥，桥面两边立起的
栏板，刻着精美的图案。看上
去刀法苍劲有力，图案上的人
物、鸟兽、花木，逼真细腻，有
的灵动欲飞。村中有两眼古
井，关帝庙旁的那一眼，建于
明朝万历年间；村南那一眼，
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两眼井
均用石块砌成圆筒状，最深的
约13米。石头为建村立下了
头功，虽默默无言，却向你解
说着西厢村沉重漫长的历史。

民居，师法自然，依山而
建，从山脚到半山腰，上下院
落，一层一层罗列而起。一条
小巷，串联着若干个石门。民
居全用石头砌成，石头打基
础，石头砌墙，房檐也是石头。
高大的榆树、桐树，以及果树
等，掩映着渐次升高的石屋。
枝桠缝隙中露出几片红瓦，或
者屋稍、房脊的线条。藤蔓绿
了院墙，虬枝劲节。有的藤蔓
开满了红、紫、白的花朵，密密
麻麻，装饰着沉静而又古色古
香的庭院，又似迎宾童天真烂
漫的笑脸。游客站在花下，与
花儿争奇斗艳，还时不时摆出
各种造型，拍照，留下可待追

忆的瞬间。有的院墙高约四
五米，墙面上均匀地分布着出
水孔，坚固而又壮观。有的老
房子，石墙上探出一块拴马
石，石中间一个圆孔。这些古
老的房子追溯到那年那月。
明朝万历年间，刘氏一族来此
定居。村南大东峪口崔家遗
址、村北栾家台栾家遗址，还
早于刘氏一族，约有600年的
居住史。这些石屋已经成了
凝固的历史文物。

1940年，中共泰山地委
和专员公署，根据斗争形势的
需要，在淄川西部开辟根据
地，八路军的八大处（军事部、
组织部等）迁往西厢村办公，
旧址石屋尚存，石阶上留下了
他们艰苦奋斗的印记，记录了
那段峥嵘岁月。有的院子的
门、窗用石块砌成拱形，因年
代久远，拱顶的石块有些松
散、歪斜，摇摇欲坠。有的旁
边挂着一个警示牌，上书“此
处危险，请勿靠近”。

村中河道旁，靠街有一个
大门，黑漆门框上挂着一个木
牌，上书“半闲草堂”。此名称
可能源于唐朝诗人李涉《题鹤
林寺僧舍》中的两句诗：“因过
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
闲。”大门左右两个门垛用条
石筑就，上面镌刻着美妙的图
案。大门两旁，各有一个狻猊
门墩，狻猊同貔貅一样，是中
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
在古建筑中，大都用来装饰屋
脊，用做门墩很少见。它的顶
部酷似一个狮子头，下面刻的
图案，图中有图，兽中有兽，神
似形也似，模样栩栩如生。经
与主人交谈，得知这对门墩寓
意深远，象征着威武、无畏，既
镇宅辟邪，又护佑家人平安。
有的民居院内建有回廊、凉
亭，小桥流水，一派写意的复
古风格。

梦中的境象，还有一次是
雨中的西厢。

记得有一次夏天去西厢，
远远望见关帝庙前的古柏。
这棵古柏据传是从泰山移栽
而来，树干如铁，亭亭摩天，苍
翠勃勃，常年守望着西厢，是
西厢历日旷久，越老越有韵味
的见证。正在观望的瞬间，一
片乌云从山顶上飘过来，与周
围的云块复制成一体，遮天蔽
日。天色暗了下来。紧接着，
一道炫目的电闪倏忽消失，冷
不丁一声炸雷惊心动魄，随后
雨点就劈哩啪啦砸了下来。
霎时间，屋檐排挂着一条条晶
莹的雨线；村中小道全是哗哗
的雨水流淌；陡峭的石阶形成
了层层叠叠的瀑布；山坡上粗
细不一的水柱越石穿林，向村
中的河道里倾泻。不一会儿，
河道里浪花翻卷，奔涌出山
而去。

一会儿，雨停了。流苏、
栾树，树叶子上还沾着水珠。
青色的山楂上还悬着似滴未
滴的雨点。紫色丁香水灵灵
的，点缀着街巷。乌云像变戏
法儿，灰暗的颜色被雨冲刷掉
了，全变成了洁白的云片。露
出的蓝天，亮晶晶的，透明似
的。几只苍鹰盘旋在峭壁悬

崖之间。几只百灵婉转鸣叫，
以优美的姿势直飞云端，在蓝
天白云的背景下，格外醒目。
还有色彩斑斓的黄鹂、斑鸠、
云雀、白头翁等，亮开嗓子，鸣
叫晴空，悦目又悦耳。雨后，
它们显得十分活泼灵动。翠
色欲滴的山林，是它们欢乐的
家园。云雾轻纱幔帐，在石屋
上空飘浮，与绿树、红瓦绣成
一幅色彩斑斓的剪影。你任
意撷取一个点，按下快门，绝
对是一张浓淡相宜的风景画；
如果拍一段视频，不用剪辑，
就是一帧行云流水般的短片。

梦中的境象，大山是少不
了的一个元素。

西厢过去藏在深山人未
知，像一块璞玉；现在，西厢在
大山里熠熠闪亮，散射着夺目
的光辉。据村史记载，西厢建
村时，讲究山形地势，藏风聚
气，临水则兴；借水无所不能、
无所不至而表达意念。西厢
村中由南向北，从山上流下来
一条河，上世纪50年代，河水
清澈见石，鱼虾浅底翔。这条
河是章丘地区东巴漏河的发
源地；现在已成了季节河，夏
季大雨过后才见水奔流。

西厢村东山为青龙山，西
山叫白虎山。西厢村暗合“左
青龙”“右白虎”的风水理念。
环绕西厢村山峰高峻，著名的
有黑山、玉屏山、云摩台山，高
度均在800米以上。

玉屏山，据《西厢村村志》
记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一
年的三月三，王母娘娘举办蟠
桃会。突然间，王母娘娘一只
心爱的玉瓶掉了下来，直落人
间。正巧落在西厢村西南的
名叫屏山的山脊上，把屏山一
劈两半。西厢这一半就叫玉

屏山。另一半飞去了台湾，即
现在的半屏山自然公园。金
牛星自告奋勇，恳求王母娘娘
同意，下凡守护玉瓶。这就是
玉屏山东北山脊上的“卧牛
石”。

远远望去，玉屏山真像玉
瓶那样玲珑剔透，玉立群峰。
站在山顶，首先看到齐长城顺
着山脊由东向西蜿蜒伸展，虽
然只剩下断壁残垣，但是，它
所展现的巍然气概，依然让人
肃然起敬，敬佩先人的智慧和
气魄。与玉屏山相连的崇山
峻岭，连绵不断，展现着起伏
不平的硬朗线条，庞大的轮
廓，绿色丛林完全覆盖，其形
体表象之美，令人惊叹不已。
峰峰岭岭，云缠雾绕，山形也
随之浮动起来，有的山脊如蛇
狂舞，有的如骏马腾越，呈现
动感之美。与玉屏山相邻的
黑山、云摩台山突兀挺立，直
插云霄，气派弘大。四周章
丘、莱芜等地，辽阔无垠，远山
如黛，近水如烟，气象万千。
而西厢村所处的峡谷中的溪
水，像一条亮晶晶的飘带，时
隐时现在绿色走廊里。

在山的顶端，立着一块
“三界碑”，这里是博山、章丘、
莱芜三县交界处。许多游客
攀到山顶，抚摸着碑石，环视
俯瞰，激情澎湃。瞭望着四周
笔酣墨饱、浓淡枯湿的山水
画，放下自我，沉浸在画山秀
水里，无欲无求，喜忧皆忘，宠
辱不惊，达到忘我的至高
境界。

西厢之美，美在游览
之后，就会移情西厢。虽
不能身在西厢，但愿梦
留西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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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无权”宰相周墀

□ 赵盛基
唐宣宗时期，周墀当上

了宰相。
刚刚上任不久，周墀就

找来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幕
僚韦澳，向他请教为政之道。
他非常诚恳地说：“我现在当
上了宰相，但深知自己能力
有限，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
我该如何是好？请您不吝赐
教。”

韦澳没有推辞，略加思
索，慢吞吞地说了四个字。
他说：“愿公无权。”说完就没
有下文了。

周墀一时没有理解，堂
堂宰相怎么可以无权呢？治
理朝政不能没有权啊！于
是，他就对韦澳说：“愿闻其
详。”

看到周墀真诚的样子，
韦澳同样以肺腑之言详细解
释。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

“赏功罚罪，要符合天下公
论，希望您不要以个人的喜
怒爱憎作为判断标准；要治
理好国家，需要让每个人都
各司其职，尽职尽责，不违背
法度。您只需这样做就可以
了，还要个人的私权有什么
用呢？”

听了韦澳的解释，周墀
恍然大悟：原来他建议“愿
公无权”不是不要治国理政
的权力，而是不要以权谋
私，要以国家的法度为准
绳。朝廷里派系林立，有些
人为了一己私利，相互攻
击，营私舞弊，把个人私权
凌驾于国家法度之上的事
情屡见不鲜。如此下去，岂
不天下大乱，国家怎能长治
久安？

周墀本就是正直无私之
人，“愿公无权”四字箴言更
加让他有了底气，他爱憎分
明，赏罚有度，无论对什么人
都一视同仁，从不徇私情、用
私权，即使对于犯了错误的
老臣也绝不宽容，依法处置。
结果，他赢得了众人的信服
和拥护，国家得到了稳步
治理。

“无权”并非无权，关键
是，“权”为谁所用。一心为
公，风清气正；公权私用，祸
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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