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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修东
热浪躁动的夏夜，最难

得，一记闷雷抛向大地，一道
闪电撕破黑幕，接着，缕缕凉
风借势撒泼，夏雨踩着鼓点，
如约而至，激情上演一场天地
间的交响曲。

夏雨清凉，我站在阳台
上，任凭雨丝抚慰脸庞，与室
外金戈铁马的“厮杀”呼应。

心随境转，共雨而眠。夏
日的雨夜，潮湿澄净，那是已
经久远的流年记忆。翻找时
光碎片，老家的夏雨，总来得
有点突然。晚饭后一家人坐
在高大的梧桐树下乘凉，几滴
水珠滴在胳膊上，晶莹透亮，
冰凉冰凉的。

雨滴渐密，来不及将凉席
拖到屋内，豆大的雨点已经把
天井覆盖。站在房内，看风卷
枯叶，听雨打窗棂，观雨水在
天井回旋游逛，一派羁马难
安。铺洒农家院每个角落的
这个雨夜，倦意来袭，点滴到
天明，与夏雨陪伴共眠，做一
个心底澄清的美梦。

年少时，撑一把大伞，穿
一双父亲从矿山带回来的矿
靴，在雨中的胡同道显摆，生

怕引不来小朋友羡慕的目光。
在镇上读书，最担心雨夜。雨
水浸透了鞋子，鞋里灌满了泥
水，那种滋味，只有亲身体验
过才有发言权。最难忘做矿
工三班倒时的雨夜，尤其是下
了中班已近零时，夏雨突袭，
年轻的我们骑车疾驰，身上的
衣服被淋得湿乎乎，黏在
身上。

最惬意的是在家听雨。
细雨如筛，淅沥匀称，那是它
对大地的问候；大雨滂沱，淋
漓尽兴，那是它对大地的灌
溉。下雨让休班的夜晚变得
有趣，因为可以尽享“两人对
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的畅快。“醉后不知天在水，满
船清梦压星河。”试想，躺在随
波逐流的船上，有个好梦抵
达，展眼之际，已是满天星河，
该是怎样的意境。

夏日的雨夜，蝉儿蛙儿也
没了声响，静心听雨。雨点一
阵紧似一阵，敲击着世间万
物，让这纷繁复杂的世界，来
一个改头换面。

滴滴答答，叮叮咚咚，恍
惚中，我仿佛又穿上了高筒雨
靴，撑起了那把雨伞。

夏雨清凉

北刘村探古

□ 仇绪芳
坐落在淄河西岸、卧虎山

下的北刘村是一个古老的村
落。4000多年前，这里就是人
类先祖的聚居地。《临淄区志》
载，北刘村西南200余米处的
崔碾有一处龙山文化遗址，村
东有春秋遗址和战国遗址。

这里有许多让人痴迷深
思的遗迹，也有许多美好与悲
壮的传说故事，白马寺、炉姑
庙、崔家老宅、常家祠堂、真武
庙……崔家楼虽说现在成了
断壁残垣，依然给人无限
遐想。

位于北刘村西南的崔家
前街，街北面有一片青砖砌
墙、鱼鳞黑瓦覆顶的古老宅
院，人称崔家宅，2010年成为
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石碑
上“北刘征村民居建筑群”几
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

古宅历经数百年的风雨，
只剩了断壁残垣，而大门前的
上马石和光溜溜的石板路，却
在向人们展露着曾经的辉煌。
大街由青石板铺就，大街北
侧，有西、中、东三座古楼遗
址。以古楼为主，形成大片古
住宅群落。此处宅院是一楼
三厅，东西厢房，五进院落。
楼前两进厅房，呈四合院形
式，第三进是主楼，楼的后面
又是两进院落，房子都是木结
构框架，门窗全部是木雕插花
做成。前后九门对直，龙脊飞
檐，画栋雕梁，方砖铺地。楼
前有月台，院内甬路用河卵石
铺成莲花、菊花、牡丹状的各
种图案，天井两侧置石桌、鱼
缸、荷花池、太湖石，石榴、文
冠等花木绿荫浓郁。古朴中
透出奢华，清雅中不失富贵。
从其建筑形制和规模上，可想

见当年的庄严与辉煌。加上
那些民间传说的演绎，更使崔
家老宅平添了些许神秘色彩。

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西
面的建筑群落。传说原来是
明朝皇亲马衡的老宅。1941
年，原抗日益都县二大队在这
里与日伪军进行了一场惨烈
悲壮的血战。日伪军出动数
百人，日夜围攻以崔家楼为依
托的我抗日县大队阵地。以
大队长杨敬坤为首的抗日战
士，用落后的武器与敌人拼
杀，日伪军伤亡数十人，其中
击毙日军指挥官一名，并缴获
其指挥刀一把（该刀现存于淄
博市博物馆）。损兵折将的日
本人恼羞成怒，调来援兵和大
炮，古楼被日军炮火炸毁，我
益都第二县大队大队长杨敬
坤和30多名战士在战斗中壮
烈牺牲。日军放火烧房，崔家
楼成为一片火海。冯毅之同
志《抗战日记》中提及此役。
崔家楼战斗在抗战史上写下
了光辉的一笔。

这里虽处于山区，但淄
河西岸的冲击性小平原，有
良田数千亩，气候宜人。西
来的小河经村南折向东北入
淄河。河中，碧水悠悠，蓼红
蒲绿，柳浪鸟鸣。马家经几
代人的经营，到马衡这一代
已有良田上千亩，房屋数十
间，沿淄河两岸还有大片草
场。传说其家中养着99匹良
马和上万只鸽子。每天到麻
湾饮马时，马群就会成为100
匹，回家后再数还是99匹。
饲马的家人感到奇怪，就给
每匹马尾巴系上红绸条。再
去饮马时，发现多了一匹黄
色的马驹。马夫急忙上前捉
拿，一把抓下了一只马耳朵，

马驹一闪不见了。再看手中
的马耳朵，却变成了黄灿灿
的金子。人说那就是当地名
山“金山”里边的金马驹。

北刘村有一座真武庙，据
说与传奇英雄常浩勇有关。
常浩勇侠肝义胆抗霸护村的
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

北刘村东，淄河西岸土地
广袤富饶，种了大片高粱。南
仇村唐武举依仗势力，要霸占
此地，派人来通知庄长，如十
天内到南仇谈卖地，唐老爷可
给高价；否则，低价收购。这
无异于明抢豪夺，哪是买地？
可是，在唐武举的淫威下，谁
敢出头说个不字？九天过去
了，无计可施的人们只有唉声
叹气。这时常浩勇自告奋勇，
要代表全村前往南仇谈判。

庄稼汉子常浩勇，中等
身材，长年累月的庄稼活让
他练出了一身疙瘩肉。性格
沉稳，粗通文墨，做事机敏有
胆识。第二天早饭后，常浩
勇牵着小青驴出村，见大批
民众聚集在村头给他送行。
众人肃穆庄严，大有“风萧萧
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
还”的悲壮气氛。

常浩勇单人独骑来到南
仇南门朱雀门，有家丁将其领
到唐府二楼客厅，与唐武举寒
暄后，在八仙桌旁分宾主落
座。四个家丁手持钢刀，分列
两边，寒气逼人。

常浩勇看那唐武举，50岁
左右年纪，人高马大，浓眉大
眼，一脸络腮胡子。酒过三巡，
唐武举突然站起身，倏地拔出
一把匕首，就碗中挑起一块肥
肉，二目圆睁，咄咄逼人：“在下
敬常兄肥肉一块，请张口！”

说时迟那时快，刀已到嘴

边。常浩勇不躲不闪，一闭
嘴，“咯噔”一声，将匕首紧紧
咬住，然后面露微笑，轻轻拨
开唐武举的手，自己抽出匕
首。唐武举尴尬地一屁股坐
在太师椅上，看着常浩勇细嚼
慢咽吃下了那块肥肉。常浩勇
起身，双手抱拳，朗声道谢：“谢
武举老爷！”礼让中又是几杯酒
下肚。常浩勇突然拿过匕首，
挑起一块肥肉，正气凛然：“在
下回敬唐老爷，请开口！”

唐武举大惊，忙喊“莫
闹”，挥手让家丁退下。“常兄
胆识过人，唐某早有所闻。今
日一见，果然不虚。佩服！佩
服！”唐武举伸出拇指，连声赞
叹，百般奉承，并要与其义结
金兰。常浩勇不卑不亢、不应
不拒，只与他推杯换盏，谈笑
风生。饭饱茶罢，唐武举只字
未提买地之事。常浩勇得胜
归来，全村沸腾，纷纷捐款，
建起了真武庙。

我95岁的母亲至今常向
我讲述她的母校白马寺小学。
白马寺坐落在北刘村南，五四
运动后提倡新文化、倡办新
学，成立了白马寺高级完小。
1932年，该校曾经建立边河地
区第一个党支部。我母亲上
到五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七七
事变，学校于1938年1月被迫
停办，校舍成了日军据点。

厚重的历史承载了太多
的人间悲欢离合，尘封了一代
又一代人曾经鲜活的故事。
站在古老的崔家前街上，望着
崔家老宅那断壁残垣和上马
石、拴马桩，想说点什么，又感
到什么都不必说。老宅旁那
新盖的瓷砖贴壁高大敞亮的
民居，正向我们展示着新农村
的光辉前景。

盛夏午饭

□ 石毅
每年盛夏，看到那些阳光

下劳作、厨房里烧饭，挥汗如雨
的妇女，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
起我的母亲。

酷热难耐，中午做饭更是
苦差。母亲头裹毛巾，扛着锄
头从田间归来。她顾不上休
息，系好围裙，怀抱一个肥胖的
青冬瓜，鼓鼓囊囊的围兜露出
两个青红尖椒，那是她刚从自
家的小菜园摘的。辣椒是父亲
一辈子离不开的美味。

母亲放下冬瓜，掏出兜里
的辣椒，从鸡窝里拿几个草鸡
蛋，然后开始切菜。饥饿的钢
刀急切地亲近着砧板上泼辣的
尖椒，节奏铿锵，酣畅淋漓。切
完辣椒剖冬瓜，无瑕的玉片挨
挨挤挤连成一排，流淌着琼浆
玉液。

母亲点燃麦草，油在铁锅
里发出滋滋的声响。她把尖椒
倒进油锅，“哗”的一声，像暴雨
骤降，更像是一阵突如其来的
枪林弹雨。她挥舞着锅铲，不
停翻动着油锅里的辣椒，辣味
满屋乱窜。“咳咳咳……”母亲
忍不住咳嗽起来，我也跟着咳
嗽起来。她没有停下，迅速地
把事先搅拌好的鸡蛋娴熟地绕
锅一圈浇在辣椒上，然后连续
翻炒。屋里又多了一份诱人的
香味。母亲一边炒，一边咳嗽，
她的脸憋得通红，额头、面颊汗
如泉涌……等菜炒好，母亲全
身已湿透。她钻出屋，我拉过
一个小木凳放到她身后，手中
的芭蕉扇不停地给她送去阵阵
凉风。

等大哥、二哥和父亲回到
家，母亲已经把饭盛好，冬瓜汤
也被端上了桌。那盘尖椒炒鸡
蛋，青红黄，色彩鲜明，香辣扑
鼻，让人直咽口水。屋里太热，
我们端着冬瓜汤泡饭，各自找
树荫去了。父亲手摇芭蕉扇，
逍遥地抿着酒……

我师范毕业那年，家里买
了吊扇、冰箱，日子比以前好许
多。夏天做午饭，再也不遭那
份罪了，但母亲没等到这一天。
那个秋天母亲割完黄豆，做了
晚饭，晚上洗澡着凉，夜里哮喘
复发，大哥送她去医院的途中
就走了……

在那个苦夏，一顿普通的
午饭，母亲却要付出河流一样
的汗水。每一滴晶莹的汗水都
是一份沉甸甸的母爱，每一份
沉甸甸的母爱都化成一缕缕思
念在我的心里流淌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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