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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七绝·征程又起

□ 李绪贵

恰逢荷立盛开期，
正是群英推选时。
海岱韵格谁擘画？
诗词平仄涨莲池。

七绝·心港

□ 时春华

疾风浊浪寸行难，
夜雨飘摇破晓天。
满载而归心系港，
东方红日兆穹峦。

银龙村双柏记
□ 张伟

听说博山银龙村有两棵
古老的侧柏，周末慕名前往探
胜。进入银龙村南门一直向
北，通过长长的林荫大道，在
路的最北首，两棵高大的侧柏
映入眼帘。

双柏处在一个有五蹬台
阶的高地上，东西排布，巍峨
古朴，蓊郁苍劲。拾阶而上，
周边有十来米的汉白玉石刻
围栏，青石板铺地，树穴周边
各有不锈钢护栏，尽显尊贵大
气风范。

两树相距4米左右，地面
粗壮的根系似龙爪伏地，一半
裸露，一半扎入地下，双向滋
长，盘根错节，两树中间甬道
的石板已被树根隆起；那壮硕
的躯干，粗粝灰白的树皮纹理
沟沟壑壑，像旋风扶摇直上。
那横逸的斜枝，蜿蜒虬曲，有
的难以承重，已搭上了钢柱支
撑。偶见一截横枝缺了半圈
树皮，裸露的灰白色的干体似
朽木，但顺眼望去，那远端枝
头却是绿叶生动。伸手轻拂
经年的伤处，似感悟到默默流
淌的血脉；举目仰望，枝头连
理，遮天蔽日，盛夏蒙荫，清爽
惬意。

树上有2022年省政府认
证的铭牌：树龄500年。一级
保护树木。通过扫描二维码
得知，西侧那棵树高8米，胸围
3.22米，东侧那棵树高7米，胸
围2.9米，平均冠幅两树都是
7米。

这两棵侧柏为什么能长
寿？通过走访得到三个方面
的答案：

一是根基要牢。据查，侧
柏属浅根性植物，树冠大，又
四季常青，抗风能力不强。但
银龙的两棵侧柏原是生在黄
石窝里，根扎在巨石沙化的石
缝里，抓附牢固。后来人们又
建造了树池，培上了沃土，形
成了牢固的根基，所以虽四处
无靠，仍有很强的抗风性。

二是不能缺水。早先在
树的上坡位置有百姓居住，家
家门前的山坡上都挖了个水
坑，用来积蓄雨水。雨水可喂
牲口，可用于防火，还可沉淀
泥土用来垫栏积肥。池水随
岩石层下渗，柏树深受其惠。
刚开始搞活经济的年代，在古
树的西侧建了个综合经营部，
几十米外又建了个纸箱厂，时
间长了，干旱及废水废气影响
到古树，树叶开始萧索。村

“两委”下气力搬迁了纸箱厂，
拆除了经营部，并在原址上建
起一个几十立方米的蓄水池，
涵养水分，滋补古树。现在村
里每天都往池内顶水，村民们
都来打水，也为古树增加了人
气，成为村民聚集活动的好
去处。

三是银龙人的重视与呵
护。据说银龙村于明初洪武
年间形成村庄，距今600余年。
是先有村后有树，还是先有树
后有村，无从考证。老人们
讲：俺爷爷说他小时候这树就
这个样子。问他们此树可有
神话传说，回答没有，不过有
个说法使人信服并具神话色
彩。说这两棵侧柏是来银龙
拓荒的第一对夫妻，他们相依
为命，坚韧不拔，勤劳一生。
虽日月流转，生命倒下，但建
设家乡的精神不倒，两棵侧柏
就是他们的化身，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银龙人。

勤劳、坚韧、团结、向上，
是双柏的宝贵品质，也是银龙
人的奋斗理念。新时期，村

“两委”决定加强对两棵古侧
柏的维护，留住先人根脉，打
造艰苦创业教育基地。先后
投资20余万元用于建园及配

套设施，建起了如今规整气派
的双柏园。目前按照上级保
护古树的规定，村里定员定责
到人，按制度定期巡查上报，
对两棵侧柏实行了常态化管
理、保姆式服务。

近两个月来，博山旱情严
重，特别是6月上旬持续高温，
最高温度接近40℃，严重威胁
着古树。村里林业队及时采
取应对措施，一清早就对两棵
古树喷水、浇灌，整个施水作
业持续一整天，保证了两棵古
树平安无恙。

在这里我采访了来汲水
的几位老人。后又在树下遇
到了来巡查的树管员。他们
介绍，当下建设新农村，为利
用好这些传统资源搞活经济，
村里又有新举措：与省内开发
集团合作开发旅游项目，建设
以温泉为核心，整合区域优良
山水特色景观，打造省内知名
的自然生态休闲度假目的地，
以繁荣银龙村。

双柏树下，我看到了不
远处改造好的一幢幢石墙蓝
瓦的休闲民宿。可以想象，
当游人如织时，那银龙村古
老的双柏树下，必定是热门
打卡地。

此心安处是吾乡

□ 李忠厚
几次了，在女儿家早

晨醒来，恍惚觉得自己身
在故乡；在故乡的老屋醒
来，又觉得自己身处异地。
牵挂故乡的老母亲，系挂
远方的女儿……

在故乡睡觉特别踏实，
一觉醒来已是天亮。清晨，
窗外传来熟悉的乡音，伴着
鸟儿的啼叫，听起来格外舒
心亲切。

从前忙，一直没有留意
身边的风景。现在有时间
了，骑上单车，慢慢欣赏身
边美丽的景色，探访家乡古
城悠久的历史遗迹。

我的家乡，素有“地下
博物馆”之称。本来这次是
去齐都镇，找寻当年“孔子
闻韶处”的故地。在路上遇
到一位热心的村民，在他的
引导下，我找到了掩映在苍
松翠柏中的晏婴墓。“古冢
遗迹怀晏相”，这是此次游
览中的意外收获。

稷下学宫考古处，有央
视记者在采访。“子在齐闻
《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返途中，我探访了“孔子闻
韶处”。路经齐城东南方
时，还拜谒了“三士冢”。

田齐王陵，位于牛山东
麓。二王冢、四王冢，圆锥
形的墓群，宛如连绵群峰，
巍峨雄伟，是“东方金字
塔”。伫立冢前，思绪万千，
不由得发出“念天地之悠
悠”“是非成败转头空”的
慨叹。

白天气温太高，我便沏
一壶绿茶，捧一本自己喜欢
的书来读。待太阳下山后，
在小区周边走走。累了，找
一处凉亭坐下来歇息。清
风徐徐，爽遍周身，心情也
随之沉静下来，安然听家乡
人叙说家乡事。

有亲人居住的地方就
是家啊。那里有亲人的温
情相伴、问候和惦念，是你
身心疲惫时的港湾。此心
安处是吾乡。

乘凉
□ 仇绪芳

仲夏时节，骄阳似火，酷
热难当。

傍晚，骄横一天的烈日，
终于拖着疲倦的霞光渐渐隐
去。清凉的晚风吹过，带来阵
阵花草的清香。被骄阳烤蔫、
昏昏欲睡的树木花草，在渐浓
的夜色笼罩下，吮吸着夜露，
舒展霓裳，在晚风中轻歌曼
舞，还原一片原野的静谧和
本真。

晚饭后，我一手拿着芭蕉
扇，一手提着马扎，叫上孙子，
到村中的小广场去乘凉。那
儿已经有几个人早来了，和我
打着招呼：“吃了？”“吃了。”我
一边应答着，一边坐在人稀的
地方。两个孙子早已经像燕
子一样飞跑着，找小伙伴们玩
耍去了。

向远处看去，十字路口，
胡同头上，村边，以及崖头的
青石上，到处都是一伙一伙乘
凉的人。或者三五人，或者十
几人，围坐在一起，摇着手中
的扇子，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

话。不时有后来的人加入其
中，也有人随时离去。有人说
着天气，有人谈着收成，有人
拉着那过去的故事，有人讲着
聊斋中的鬼狐，还有人交流着
新闻：庄稼长势、健康养生、中
央反腐、中美贸易……人们或
粗声大气，或细声慢语；或神
情凝重，或谈笑风生。在夜的
薄幕中，星月辉映，天地交融，
晚风从容散淡，人群安闲
自在。

前段时间住在城里，晚饭
后常出去遛弯。那是一种和
在乡村完全不同的感觉。夏
日本就燥热，城里人多嘈杂，
让人时常感到心浮气躁。满
眼都是跳广场舞的红男绿女；
广场东、西、南三面公路，车水
马龙，川流不息。这哪有消夏
乘凉的感觉，只有不尽的浮躁
和焦灼。喧嚣的城市，哪有山
村的安详与静谧！

曾经的夏夜，留下太多美
好的记忆：一首《听妈妈讲那
过去的故事》，时常在耳边回
荡；《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

律，久久萦绕在心头。
就这样，在夏夜的凉风

中，在徐徐展开的书卷中，我
的心展开时空的风帆，开始与
古人对话，品味着古人夏日乘
凉的优雅与诗意。

“携扙来追柳外凉，画桥
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
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这是
北宋秦观的夏天。

“高树秋声早，长廊暑气
微。不须河朔饮，煮茗自忘
归 。”这 是 北 宋 梅 尧 臣 的
夏天。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
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
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
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
同。”和梅尧臣相同，面对炎炎
夏日，秉持“心静自然凉”的态
度，这是唐代白居易独坐院
中，自得其乐。真是好一幅闲
适自在的画面。

树上的蝉倦了，高亢有力
的大合唱，逐渐变成了丝丝缕
缕的呻吟；巢里的鸟儿轻声呢
喃着，诉说着柔情爱意；风吹

树叶的沙沙声是大自然的音
节、令人陶醉的天籁。

夜深了，乘凉的人们带着
一身的清爽与满足，披着柔绵
的月光，渐次散去。

山村更加静谧。人们将
在甜美的梦中，迎来霞光灿烂
的明天。

□ 张修东
学驾照那会儿，教练员说

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开车往
前看。一次次启动泊车，一次
次直路拐弯，一次次侧方停车
爬坡起步，我慢慢觉出了这句
话的重要性。

对刚退休的我来讲，从
接受新鲜事物，到最终下决
心胆战心惊地去做，也许起
初的结果并不理想，但瞪大
眼睛往前看，心无旁骛地去
做一件事，或许，成功的几率
已过半。遵循教练的导引，
不断实践操作，在最短的时
间，我考取了驾照，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
记得在职时，遭遇过工作

的逆境，经历过事业的低谷，
有时真有撂挑子另寻他路的
想法。我常常站在办公楼极
目远眺，慢慢地，心地沉稳了，
思想沉淀了，冥冥之中有了前
行的方向。难关，走过了，就
不再难，过了坡，就是一马平
川；逆境，走过了，便是机遇，
心之所向，唯美在前。确实
如此。

有时想想，人生不过如
此。往前看了，一切事儿不再
是事儿！瞻前顾后，无形之中
会延缓进程。

曾经有个同事，而立之年
接过了部门主管的担子，原先
那股子闯劲萎靡了，热情燃烧
殆尽了，总觉得人生已成定
数，已经抵达了人生的顶点。
而和他一起升职的部门负责
人都在研究创新。一年后，那
个同事被降职。

满足于当前，一叶障目，
挡住了他前行的路。往前看，
才有前行的目标和动力。

有个同乡家庭屡遭变故，
我与其闲聊时，他的精神状态
却令我十分感佩：对过去，不
留恋，不后悔；对当前，不气
馁，不松懈；当下，往前看。于

是，我想起一段话：人生有三
把钥匙——— 接受，改变，离开。
同乡说，是呢，那就是接受现
实，改变现状，离开郁闷。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以这样的境界应对人生的变
化无常，有几人能做到呢？

杨绛先生96岁高龄时，自
问自答，既通透又客观，她把
这个时候的时光说成是“已经
走到人生的边缘，再往前去，
就是‘走了’‘去了’‘不在
了’”，还遵循“灵性良心”来修
炼自己，完善自身。

人生往前看，丰盈也
淡然。

往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