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风悠悠，滩路弯弯。十几年过去了，芸
荷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白净大方水
灵灵的，像只小燕子在滩地里飞来飞去。她已
经完全继承了妈妈的一切医术，在经方体会应
用上似乎比妈妈更胜一筹。妈妈那里因为常
年的操持家务、采药行医，身体已大不如以前

了。腰痛腿疼、眼睛也有些昏花。所以遇上天
气不好或道路远些的看病接生的活儿，芸荷就
自己包了，让妈妈在家多歇一会儿。河滩里人
烟稀少，晚间黑灯瞎火的，她一人出去，妈妈不
放心，便叫上路西边胡大爷家的与她同岁的儿
子胡芦三一块陪她去。

他们两家住的最近，只隔着一条小路，
来来去去的处的挺好。胡大爷是个有名的
瓜把式，会种西瓜、甜瓜、桃李杏等瓜果，还
会做芝麻糖、花生糖、玉谷糖，会做糖葫芦。
胡大妈会拆洗被子做被子，穿糖葫芦做家
务，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和和气气、平平安安
的。他家有个小子胡陆三，长的虎头大耳。
胡大爷疼他娇他，从小就给他留了个青头皮
子发型，中间只留一个小辫子，像个送财童
子。周围人送他外号青瓜皮子。他本名叫
胡陆三，因为一家人卖糖葫芦的缘故称胡芦
三，真名早被忘了。而这边芸荷天生一双大

脚板，打小在滩里疯跑，把个脚丫子跑大了，
众人也送她外号“大脚片子”。先前多好，大
人们忙日子，他们两小无猜地玩在一起，扮
过小两口，也玩过猪八戒背媳妇。胡芦三给
她偷过芝麻糖，芸荷给他偷过配药的大红
枣。他们曾为了一只红蜻蜓干过架，曾为了

一只野甜瓜挠破了脸。每次干架，只要芸荷
一抓他那小辫子他立刻服软投降，更重要的
是芸荷胆大，敢抓地上的青蛙、土里的蚯蚓，
于是胡芦三老怕她，老吃她的气……

十几年后，当胡芦三长出了胡须，当芸荷
发现自己生理上的某些变化，他们朦朦胧胧
感到自己长大了，再也不好意思去牵对方的
手，去拧对方的脸蛋子。走在路上或林中，偶
尔碰到对方的手，他们心会跳，脸会红……童
年一去不返了，那么多的童趣也跟着消失了，
他们便有了无名的惆怅，闲来时便对着空旷
的天幕发愣发呆。

“芸儿，想什么呢？”妈妈知道芸儿长大
了，有心事了，便过来陪她说话。

胡芦三那里想心事的方式，就是低着头
牛一样干活。炒芝麻、炒花生、熬糖，粘糖葫
芦。然后推了车子沿河滩地去卖，每到一户
人家门前，他将那小镗锣一敲“当！当！

当！”便有小顽童出来递一角两角给他，要一
串糖葫芦，来一片芝麻糖，吃着去玩了。当
所有糖货都卖完了，他的心里又空空荡荡
的，无抓无挠起来。

一个又一个秋天，大田里的庄稼不断生
长着，瓜果梨枣们不断成熟着，滩地里不断
地弥漫着清香、弥漫着欢乐。他们的爱情也
在不断成熟着，在来来去去的陪伴中，在共
同的劳作共同的牵挂中，在迎来一个个朝
霞、送走一场场晚雨后，他们就要步入婚姻
的神圣的殿堂，就要一道去感受那一种欢
愉、那一种结合、那一种甜蜜……

那年仲秋时节，在一个晴和的日子，芸
荷和葫芦三成亲了。

那天，滩地里像过年一样热闹。滩里人
自发的凑钱从堤那边雇了邦艺人，吹吹打打
迎送着芸荷走进新家。艺人中有个厉害的
吹匠叫徐神吹，他那唢呐嘴里吹了鼻子里
吹，好听极了。那天他走在滩区的小路上吹
的是《百鸟朝凤》，唢呐中仿佛真有一百只鸟
儿在吟唱。时而婉转清丽、时而轻声啼鸣，
时而引吭高歌，那样的活灵活现，声情并茂，
那样的令人陶醉，百听不厌……许多年后滩
里人说起来，还一直认定他们那场婚礼是滩
里最喜庆最热闹的一场婚礼。

婚后他们添了个大小子，又添了个二小
子，后来又生了个闺女，可谓儿女双全，人丁
兴旺。按照葫芦三的想法，儿子们大了就跟
着爷爷跟着他，种西瓜、卖芝麻糖、卖糖葫芦，
一边种地，一边做个小买卖，反正能吃上饭就
行。女儿则跟着芸荷做这滩区里第三代郎
中，也帮芸荷干点零活啥的。这就叫子承父
业，薪火相传。但是芸荷不同意，说是上几辈
因为兵荒马乱、因为贫穷，才定居滩地，艰难
生存。那时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大家都识
不了几个字，都没什么文化，遇事看不开、想
不远，只好窝在滩地里，封闭困顿地过日子。

这下一辈怎么着也得去滩外头读几年书，开
开眼界，将来也奔个好一点的前程 。好在葫
芦三有三个姑姑都住在城里。随着三个孩子
陆续长成，他们把孩子先后送到姑姑家寄读，
读着读着，还真读出了三个大学生。好处是，
他们学成归来都在城里找了份对口的工作，
都在为这小城的建设尽着一份力量，而且也
都找到了心仪的对象，都在城里安了家，算是
给他们去了番心事。不好处是孩子们都不在
跟前，只有逢年过节才过来看看，芸荷想他们
时总是擦眼抹泪的，牵挂与念想如同滩里的
风，是无时不在的。

后来，芸荷的妈妈、滩区的第一代“土郎
中”、“姥姥”走了。她就长眠在芸荷继父的衣
冠冢旁。渐渐，坟地的周围长满了艾草，从初
春时节到霜降时候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那艾草
的香气就一直陪伴着地下那两位老人。妈妈
一生淡泊名利同福贵，终日仁心济世救民。
同时她酷爱花草树木、爱大地上那些一切有
生命力的植物同生灵们。为了赞美妈妈的品
格，为了寄托一种哀思一种念想。芸荷又在
那两座坟旁栽下了梅、兰、竹、菊四种花卉，让
这四君子一年四季陪伴二位老人。

从此芸荷担起了滩地里治病救人的重
任。她悉心的整理了妈妈留下的那长年行医
积累下来的各种方子，沉下心来细读了那《本
草纲目》，尤其对其熟悉的艾草又做了更深的
研究，她的脑海里便形成了那样一幅画面，每
年的初春时节，当春风再次来到平原上的时
候，那半灌木状的艾草的老根上便生出小苗
儿，它的叶面呈青色而背面为白色，渐渐竟能
长到四五尺高的样子，直到七月八月长出穗
儿果儿，直到霜降才慢慢枯萎。人们多在五
月五日采叶晒干入药，一般越陈越好。“患七
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她知这是孟子说过
的，因此她深信不疑。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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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大学那会儿，在很多同学的言行中都可以体会到
鲜明的地域荣誉感。远至北上广，近至青烟泰，初次见面，你
就可以感受到他们谈起家乡时的自信满满，平日里也总喜欢
把富美家乡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这却成了我大学四
年“话题榜”上的软肋，也正是因为这种“失望”，我选择远离
这座生我养我的小县城；南下求学、北上就业，我带着满心的
憧憬与希望，信誓旦旦的认为所有的美好，尽在远方……

可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不论当初是父母的
苦口婆心，还是自己的依依不舍，家乡终究是我难以割舍的
地方。兜兜转转，最终我还是带着无奈与不甘重新回到了这
个漫天尘土飞扬，满大街纸屑与枯叶齐飞的偏僻小城——济
阳。每个寂静的深夜，心底总有一个声音在问自己，难道我
这辈子都要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下去吗？无法忍受城东的河
面上总是漂浮着各色的垃圾袋，阵阵恶臭在空气中弥漫；无
法接受城西的化工厂滚滚浓烟随风摇曳，笼罩在小城上空，
阻隔了我记忆中的蓝天白云；加之此起彼伏刺耳的汽车鸣笛
声，简直是雪上加霜。这触目惊心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声音
污染等等等等，都令我倍感厌恶。

然而，时间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它可以磨炼人的意志，
改变人的性情，还可以治愈疗伤。它治愈了环境污染、生态
破坏带给我们的危害，当然也治愈了环境与生态本身。随着
时间的推移，慢慢发现我与这座小城都在发生着潜移默
化的改变。而第一次意识到这种改变，应该是在2012年
夏末的一个傍晚，在济南返回济阳的 K901 汽车上：“欢
迎你来我家做客！欢迎你来我们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碧
水蓝天鸟语花香的大济阳来玩，有机会你一定要来，我
给你逮野鸭子吃……”偶遇的张同学在临下车前，对我
做出了极为诚恳地再三邀请。虽说，当时已是时隔四年
未见，稍有生疏，但是他仍然凭着对家乡的热爱与赞美
深深地吸引了我。与其说他是一个优秀的地域推广员，
不如说他是真心的爱着这座小城。也正是因为他的这句
话，开始让我沉睡已久的心慢慢苏醒，我不再自怨自艾悔恨
当初留下的抉择，不再只是低头不语埋头工作，而是开始关
心天气的变化，环境的改变，关注小城的生态改善，观察我的
家乡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像诗词里写的那样美丽喜人。

流年似水，周而复始地忙碌，竟不曾发觉一晃已是五年
的光阴。那个曾经说着“欢迎你到我家做客”的人，早已成为
了我一往情深死心塌地去追随的张先生；那个曾经令我想方
设法逃离的偏僻小城，如今也早已成为了我心甘情愿倾其所
有去守护的家。前段时间，高中的校友从济南拖家带口来家
里做客，闲聊中她深深地感慨，如今的济阳确实大不相同。
而张先生也自豪地向他们介绍了济阳城近年来翻天覆地的
变化：城镇乡村拆违拆临、治堵治霾显见成效；大街小巷规范
绿化随处可见；建筑工地防尘设施严格铺设；大小河流沟渠
也被清理的清澈见底；一座座现代化商城崛地而起，一条条
通衢大道遍布济阳……他细数着济阳一处处惊人的变化，并
在最后真诚地邀请他们随时来做客。

华灯初上的夜晚，驻足在县政府前的十字街头，听着不
远处传来的欢快的广场音乐，看着眼前一片热闹景象，四周
望去，璀璨的灯光将黑夜的氛围衬托得格外华丽，内心的感
动与激动油然而生，不由得拿出手机将画面定格在了2017
年6月28日21:30。那一刻，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原来我
是这么的爱你我的家乡济阳，原来我又是那样心潮澎湃地想
要与你一同成长！那一刻，我又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楚，“蓝天
碧水 环境优美”已成为我家乡最好的名片。

伴着阵阵微风，仿佛又听到了刚入大学时同学们自
我介绍的声音。大家好，我来自济阳。那个格外洪亮的
声音正在告诉大家：济阳，是一座洁净优美的小城，如今
的她承载着全县人民的期望与重托，蓄势待发，为成为
济南北部新城而全力以赴。年轻的理想将在这里延续，
美好的未来将在这里绽放；而我将与她一起，携手走向
远方！并在每一个清晨对它说“你好，济阳。”

作者单位：县人民医院

你好 济阳
◎朱宝慧

一
掌声人心暖，
谈话情亦真。
兵将十三位，
今为一家人。

二
转隶是起点，
又踏征程新。
初心永不忘，
使命要记准。

三
打铁自身硬，
政治最根本。
主责主业在，
履职精气神。

四
监督责任重，
为民何惜身。
千锤淬火炼，
人人铸铁军。

五
担当敢作为，
彰显卫士魂。
撸袖加油干，
忠诚党和民。

六
挥刀痈疮剐挥刀痈疮剐，，
亮剑腐贪遁亮剑腐贪遁。。
除恶必扬善，
清气满乾坤。

致新战友
◎祁云霄

作者单位：县纪委

碧水蓝天
一朵白云 携春姑娘裙裾
伫立在花丛中的你
向远方眺望
黄河畔的你 很美
隔着千山万水
也能感觉出花一样的芬芳

风微微 水花溅
手指荡破水中天
你的圣洁 你的灵动
在远处的琴声里悠扬
河水向前流动 水面映出了
靓丽的你 还有太阳的七彩光芒

遍野的小花星星点点
有了你的气息
像五彩的音符跳跃、飞扬
走于春风田野
心灵的清波流淌
听 树上的每一只鸟儿
都像为你歌唱

想什么呢 是在想
春天里一份又一份生命的激昂
生活道路上和你们在一起
有阳光雨露 鸟语花香
你笑了 五十三万济阳人跟着也笑了
心情与你一样快乐的飞翔

你说 该为新城区的一份和煦与明媚
一份与心灵契合的满目风情而赞扬
甜甜的声音 含情的笑靥
都像桃园里桃花咏沁心房

伸出双臂
是策划一场春天的舞会
演一场春天的芭蕾吗
大地的宠女
牵挂系于蝴蝶翅膀
飞向远方 有自己爹娘的村庄

你的记忆里
一朵又一朵温馨的浪花
在春天的花海里绽放
时光里
有一段情 绿树成荫
时间和距离就是一座桥梁

一缕暖阳
轻轻地拭去你眼角的一滴泪光
思绪的枝桠点亮了一颗星
那摇曳的星光把前行的路照亮
你唱一首歌吧

让济阳
在富而美的世界里嘹亮
祝福济阳
用365个急匆匆的脚步
织就的 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迎来了2018年的春天

用大红的福字旁那寄托憧憬的春联
在飞舞的雪花上
写上一个个晶莹剔透的祝愿

用见面时相互祝福的笑
用微信抢红包 彼此传递的暖

其实 除夕和春节
只是一个新的节点
时光轻浅而友情常在
或许
对你最好的呵护
就是常常陪伴在你的身边

我已经急切的等待出发
还请你用目光
把我们的激情一次次的点燃

还是要在那面旗帜下聚拢
然后是色彩鲜艳的装扮
在一路欢声笑语中
感受春天

一起走吧
将希望的点滴汇成欢乐的海洋
一起走吧
在攀缘的汗水中领略风光无限

当我们看过太多的风景
你终于发现
最好的风景其实就在身边

它或许是一杯酒里开怀畅饮的笑
或许是一张热情洋溢的脸儿
或许是饥渴后的一杯热茶
或许是寂寞时的一句关心的语言……

我们拥抱春天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我真诚的希望
我们还要延续昨天的约定
沿着春天的旅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把济阳装扮的更美丽更富饶

作者单位：县法院

济阳 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的你很美
◎司文华

倏忽又届腊月，每至腊月，即不由地想起
他来。他是何人？他是著名经学家稷若张尔
岐蒿庵先生。先生辞世之日，正是农历岁杪
腊月之时。时维康熙一十六年，岁在丁巳，是
年入冬后，先生之病日笃，医疗不效，恐遂不
起。于是自叙墓志，又复手书遗嘱，预理身后
之事。迨至腊月二十八日（公历1678年1月
20日），乃寿终正寝。一代名儒撒手人寰，一
颗经学巨星陨落长空，时至今日，已三百又四
十年矣。

先生之为德，忠义孝悌，为人楷模；先生
之为术，独精“三礼”，卓然大家，受称于世；先
生之为文，“沐浴欧苏，出入曾王，以理胜辞”；
①先生之于为人，内方外圆，淡泊名利，拒绝
艳羡：“经师人师”，世人之定评也。呜呼，哲
人其萎乎！吾人其悲乎！怀之念之，祭之奠
之，斯人长眠于地下矣；敬之仰之，颂之赞之，
先生之道德文章永存于世焉！

祭奠之余，复有闲话赘叙于此：
先生之辞世也，在济阳久有不衰之传说

——张稷若脱壳②成仙。传说的版本不一，
但大致相同，有如是之说：先生的邻人某，在
外谋事，于小除日（腊月大尽二十九）返家，行
至洛口，见先生骑一黑驴由北而来，于是向前
见礼，并问翌日即是除夕，先生何故出门。先
生回答有要事去历山，去去即回。言时下得
驴来，从褥套③中取出一只靴子，说是离家仓
促，带得一只，如此无法穿去会友，请费心捎
回家中。言罢道别而去。

邻人某傍晚回到家中，闻得近处有哭
声。家人告知稷若先生昨日谢世，现已入殓
停柩，哭声正是由先生家来。邻某听罢大惑
不解，遂带了靴子去张家吊唁，并探询究竟。
吊祭已毕，即将适才于洛口同先生相遇、及受
托捎靴之事，与先生家人详述始末，遂将所捎
之靴陈于众人面前。此时，在场者莫不惊诧
万状，如若相信此事，则人死焉能复生，且行
为如常；如若不信，则不仅邻人言之凿凿，而
且靴子还在眼前，如此咄咄怪事，令人百思莫

解。此时有人提出开棺看个分晓，岂料甫一
开棺，人们即被惊得如痴如呆，只见先生之遗
体唯左足著靴，右足则无。细想入殓之时，明
明是冠履袍服都是穿戴齐整，何以如今竟少
了只靴子？再看邻人所捎回者，恰恰又是右
足的，与先生左足所著，正是一双，两只一比，

若合一契，此事真是匪夷所思。面对此情此
景，人们面面相觑，愣怔无语。

沉寂半晌，忽然邻人如有所悟，神秘兮
兮地对众人说：“看来先生并没有死去，是脱
壳走了，成仙了！”此言一出，众人也如由梦中
醒来，齐声附和。于是，张稷若脱壳成仙之说
不胫而走，不几日遍传遐迩，愈传愈奇。

此种传说，明显地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
然而剥去其迷信的外衣，就不难发现它应该
是一则美丽的神话。何以如此认定？因为这
一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平地萌出，而是有来由
的，其来由何在？细作分析应是：人的生命终
结，于一般人来说谓之死，俗说，“人死如灯灭

气随春风肉作泥”，所谓“死了”，一死百事皆
了。然而在佛道二教则另有说法：在佛教，僧
人死亡谓之圆寂（涅槃）。圆寂者，僧人修得
正果，功德圆满，诸般恶欲杂念俱皆寂灭去
消，超脱生死的境界成佛了。在道教，得道高
士之死谓之羽化，羽化者，飞升成仙之谓。自
宋代以来，道教兴盛，迨至元、明、文人中信奉

或认同道教者大有人在，稷若即其之一。先
生本是醇儒，对外来之宗教如佛教、基督，甚
为反感，极为蔑视，贬斥讥刺之言常现于笔
端。然而对土生土长之道教，不仅从未见有
微词，甚而有欣慕之意。譬如当其父罹难，
他情绪失控时，曾一度想出家做黄冠道人；

再如，自号为“汗漫道人”（仙人
的别称），以仙自名。由此观之，
他虽不是道人，但也是信道近道
者，因此他尚在世时，乡邻们即
已经视他为道者。再者，在父亲
刚遇难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情绪
极度消沉，无心治学，而时常“杂
坐田父酒客间，剧谈神仙、方技、
星卜、冢宅不绝口。”④这在他来
说，无非是借以纾解愁闷而信口
趣谈，然而一些缺乏文化知识的
乡邻，却以为他学道大成，无所
不 知 ，无 所 不 能 ，真 乃 活 神 仙
也。即是神仙了，岂能与世问凡
人一样有死呢？因此在他去世
之时便生出了脱壳成仙之说。
应该看到脱壳成仙之说中，既包
含了人们对稷若先生生前的赞
佩、敬仰，又包含了对其死后的祝
愿与期望，所以说它应该是一则
美丽的神话。

附注：
①“ 沐 浴 欧 苏 、出 入 曾 王

……”：先生的好友乐安李焕章
《蒿庵集序》中语。欧苏指欧阳修
与苏轼，曾王指曾巩与王安石。

②脱壳成仙：迷信说法人修道功成后，褪
去原来的躯体而飞升成仙。

③褥套：旧时骑骡马或驴出行，搭在牲口
背上以盛东西的褡裢。

④“杂坐田父……不绝口”：见《蒿庵集》
卷二之《<日记>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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