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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陶安黎
遇见许春英的文字先于她本人。

当时我还在报社做着副刊编辑，在众多
的来稿中，发现了署名“木兮”的一首
诗，诗不长，诗句纯美而灵动，这个有点
特殊的名字，又让我联想起“山有木兮
木有枝”的古诗，也就自然而然留下了
印象。

见到木兮，是在几年后的一次文学
活动上，她告诉我，她叫许春英，笔名

“木兮”。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是“诗
如其人”。从作品到人，再由人到作品，
彼此关注的也就多了起来。

数月后再次见到许春英，她说准备
把自己近年来写的诗歌和散文结集出
版，取名《岁月深处》，并请我写一篇序，
我应下来又觉得有些惶恐——— 这些诗
文都是作者的心血，怕写不好辜负了这
份信任。

打开《岁月深处》的电子稿，满屏的
诗情画意冲击着视觉，每一篇每一首似
乎都承载着岁月的分量。其实我对这
些诗文并不陌生，今天的阅读早已不局
限于报刊纸媒，有了朋友圈和公众号，
有了抖音和短视频，写的东西，可以随
时读到；发布的影像能够即刻浏览。然
而，当这些平日里零散读到的诗文合成
了一册，便有了一种积淀，一份厚重。

书中的一百多首诗和六十多篇散
文，都是许春英在生活的闲暇里，一点
一滴积累起来的，记录着所见、所闻、所
感、所行，是她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心路
历程。全书分“诗与情 瞩望四季”和

“光与影 如歌行板”两部分，从中既能
领略到作者或深沉或率性或婉约的诗
意人生，又可体悟到或激情或浪漫或忧
郁的文学情怀。

有一个时期，我对于把诗歌和散文
合结集在一起，有些不以为然，总觉得
诗就是诗，散文就是散文，读了《岁月深
处》，打消了我的这种看法。许春英的
散文有着诗化的语言，诗也有散文的生
动，二者界限并不明显，反显得水乳交
融，互为补充。

“写作，对于我来说，是自小存在心
中的一种爱好。上学那会儿，我就是语
文课代表，每次写作文，参加各类作文
竞赛，都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这是许
春英在《后记》里写到的。在当今，爱好
文学创作，是带不来多少实际的好处
的，但它带给心灵的好处，又是实际的
好处所替代不了的。

许春英生在东北，是典型的“部队
大院”的孩子。她在《秋天的怀念》一文
中深情地写道：“我可亲可敬的爸爸，
1956年9月，随部队成建制开赴边疆，
屯垦戍边。在建设兵团独立二团先后
担任连长、营长、处长、武装部部长、法
庭庭长等职务的爸爸，呕心沥血，为兵
团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全部！”

艰难的岁月，有着如山的父爱；清
苦的日子，散发着母爱的芬芳。严父慈
母，家和子孝，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受着
优良家风的熏陶，是幸运的，也是幸福
的。而双亲的相继离世，更成为了许春
英一生挥之不去的痛，她把对父母的思
念和泪水，凝成了诗歌，铸成了文章，成
为《岁月深处》重要的一部分。

艾略特说，“诗歌是感情的载体。”
同样，情感也是许春英创作的主题。再
没有比对亲人的怀念更真实，更真挚，
更真诚了。相对于写作技巧的娴熟，我
更看重这一点，这也应该是文学作品难
能可贵的地方。从《思念没走》《写给爸
爸的诗》，到《父亲的脊梁》《给雪中离去
的母亲》，从《又见丁香花开花落》《秋天
的怀念》，到《布满阳光的远方》《最是佳
节忆亲情》……无不浸透着感伤与眷
恋，触动着读者心底的柔软处。

无论诗歌，还是散文，每个字，每句
话，都倾注着许春英对爱情、亲情、友情

的感悟和理解。在她的眼中，一把空椅
子，一个小镜子，一株向日葵，都蕴含着
丰富的意象；在她的意识里，季节更替，
花开花落，月夜星空，都是诗意栖居的
参照；在她走过的路上，留下的不仅仅
是跋涉的履痕，更有辛勤笔耕的累累
收获。

“我以为/您的离开/是像小时候那
样/和我捉迷藏/怎料想/转身却定格成
永恒……”（《我以为》）

“一生太短/短得，似乎来不及回味
/依稀只记得/我曾经，为天边的云/打
开一扇窗/只是它不小心/化作雨滴/飘
落大地。”（《飘》）

沉郁，凝重。虚静，幽远。本真的
流露与含蓄，个性的内敛与张扬。我被
这些诗句感动着。一个人，可以不写
诗，却不能不读诗。我庆幸自己在缺乏
诗意的时光里，依然能为诗歌存着一份
敏感。

记得英国女作家伍尔夫说过这样
一段话，“一个人一旦有了自我认识，也
就有了独立人格，而一旦有了独立人
格，也就不再浑浑噩噩，虚度年华了。”
许春英常自谦自己是“家庭主妇”。当
下活得都不容易，女人自有女人之累。
许春英在锅碗瓢盆的交响曲中，守住了
一方精神家园；在油盐酱醋的烟火气
里，锻造出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在含
饴弄孙的忙碌操劳下，将日子打理得恬
淡而雅致。她在散文《与绿色相约》中
这样写道：“生命是一场修行，也有人
说，生命是一场跋涉。无论是哪一种，
每一步，我们都在用心去走。每一段
路，每一个曾经，每一程山水，都是一处
旖旎的风景，在深深的记忆里永恒。从
平凡的人生中，寻找无限诗意，让文字
从口里飞出，丰富的思想，感性的情怀，
使人心醉。”如果说“把日子过成诗”是
一种理想，那么许春英一直在用行动践
行着这个理想。

当多数人进入梦乡的时候，许春英
在灯下默默播种着她的文学田地。走
过悲伤，走过喜悦，走过气馁，走过希
望，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家庭的
体贴，以及对人生的思考。

昨天夜里，下了一场小雨。此刻，
天已放晴，一缕阳光穿过窗户，在绿叶
的映衬下，把室内泼洒得明净而温暖。
不由想起许春英那首《暮春》———“执一
缕轻念/几垅诗行/听梁间春燕细语/携
一场春梦吧/驶向被风吹绿的蒹葭水岸
/以春的色彩/相守静好。”

姹紫嫣红的时节，总有着诗的憧
憬，远方的期待。让我们掀开春的扉
页，看岁月深处，一路繁花。

岁月深处的诗意人生

九龙寨探秘
□ 赵新法

一个流苏飘雪的春日，我们师友三
人，沿着西石村东南山坡的羊肠小道，艰
难攀爬约40分钟，登上了名声日隆的九
龙寨。

早在1972年，我在九龙山下的西石联
中就读，抬头即见南山上的石寨。高高的
围墙内有些什么样的建筑，隐藏着什么秘
密，吸引着我好奇的目光，但一直没有机
会登临探访，今天实现了52年前就有的登
高探秘的愿望。

西石村东南侧（东石村南侧）有九道
山梁蜿蜒伸展，就像九条巨龙起伏于群山
之间，名曰九龙山。在其中一道山梁的顶
端建有石寨，故名九龙寨。九龙山并不高
峻，海拔470米，但山不在高，有龙则灵，龙
山有寨，遐迩闻名。登临九龙山巅，暖阳
高照，漫山花香。东望潭溪山、杨集鞍，山
似波浪；北视青龙山、齐山，巨龙翘首；西
看卧佛山，安祥静卧；南瞭搁笔寨，高耸云
端。山下的西石、东石、鲁子峪等村庄红
瓦绿树，像明珠镶嵌在绿水青山之间，一
派生机盎然。

来到寨前，一个硕大碾盘映入眼帘，
碾盘已经断裂，据说碾砣已被掀入山沟。
临近石台上有一石臼，直径约30厘米，深
约6厘米，这些都是碾米捣物的器具。抬
头望去，高高的寨墙用石块砌成，约5～6
米，厚1～1.2米，十分坚固。石寨南门高
约2.6米，宽约1.2米，朝向南边的山梁和不
远处的“南寨”。进得南门，抬头一望，又
见一寨门。两门相对，递次呼应。南门内
东西两侧各有一洞，洞内有两个瞭望孔，
供站岗放哨之用。九龙寨有内外两寨，分
上下两层，大寨套着小寨，又称复式寨或

“子母寨”，这在鲁中山区的石寨中相当罕
见。外寨呈椭圆形，南北长90多米，东西
宽40多米，内寨位于外寨中心位置的高台
之上。从航拍资料看，就像一艘航母停泊
在群山之巅。外寨围墙内，建有大小不等
的房间，均由石块垒成，东西侧各有22间，
每间高1.5～2米，面积6～8平方米，房门
和石窗均朝向寨内通道。外寨北端有一
寨门，大小与南门相当，北门外有小路通
向山下村庄。在外寨西侧围墙中段，依墙
而建一窖池，长约4米，宽约2米，深约3米，
是蓄水池还是地窖，还需考证。内寨位于
外寨的中央山顶，所建石屋与外寨的石屋
大同小异，估计是驻扎者首领的住地或

“指挥中心”。
出南门沿山梁南行约200米，在一小

山顶上又见一山寨，呈圆形，围墙开一北

门，南侧围墙上有上下两个“瞭望口”，称
为“南寨”。站在南寨向北望去，由于植被
茂密，视野受限，看不出北寨“航空母舰”
的雄阔宏大，但内外两寨层次分明，清晰
可见。南北两寨遥相呼应，形成犄角，能
守能攻、攻防结合的设计优势，则一目
了然。

九龙寨的设计建筑独具匠心，“寨中
寨”的布局精美协调，寨内攻防设施完善
齐全，依山建寨，寨寨互应，设计奇巧险
峻，功能科学完备。

九龙寨建于何时，用于何年，弃于何
日？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它和齐长城
有什么关系？触摸着那高大的寨墙，眼看
着静静的寨门石房，俯视石寨四周的绵延
群山，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近几年，我的同事或朋友拍摄了大量
的“齐长城”图片，不仅有齐长城的城基、
城墙、关隘遗迹，而且有不少像九龙寨这
样的石寨、兵营或“围子”。在齐长城的有
关研讨活动中，我对这些石寨是否是齐长
城的组成部分表示关注并“存疑”，而且还
实地考察探访了鲁中山区的不少山寨，如
马鞍山兵营、岳阳山“围子”、青龙山石寨、
田庄石寨等，这些石寨的共同特点是，石
质建筑，均有营房，围墙完整，寨门通达，

“寨龄”比较年轻。九龙寨等虽然居于两
千多年前的齐长城区域范围内，军事设施
特性明显，但从结构造型、攻防功能、建筑
特性和“寨龄”长短等方面看，作为齐长城
组成部分的可能性不大。而问及当地年
长者，都说这叫“围子”“石寨”，少有古长
城之说。

明清时期，山东地区曾有农民起义爆
发，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战乱匪患，灾荒
瘟疫，鲁中山区也曾有唐赛儿的驻扎兵营
和点将台，从这些石寨的建筑设计功能
看，作为避难所，当地百姓到此躲避战乱
匪患的可能性较大，也可能是农民起义军
的营寨或山匪驻扎之地，从九龙寨寨门设
计、岗哨方位、两寨互应、攻守自如、逃生
方便等特点看，不难做出判断。

九龙寨的设计奇巧，建筑坚固，造型
美观，功能完整，浸透着古代劳动人民的
科学精神、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的品质，
令人感佩！

中午时分，我们沿着九龙寨东侧东石
村方向的小路下山，对九龙寨文物保护、
历史文化研究和文化旅游价值的思考
萦绕脑际，带着对九龙寨的深情眷恋和历
史文化价值的深深思考，结束了这次文化
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