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用旋律
击碎了黄河万里寒冰
淡淡的花香
飘散在济阳的道路两旁
春天萌动的新绿
欣欣然在澄波湖畔涌动
细雨伴着春风
勾勒出济阳新气象
春天如清新的歌曲
燕子的呢喃应答着布谷的鸣叫
济阳像美丽的画卷
杨柳摇曳更兼梨花带雨
清澈的徒骇河
孕育着两岸的百姓
开启新生活
奔腾的黄河 展开臂膀

发出努力奋斗的呼唤!
春天是美丽的
繁花似锦绿草丛丛
春天是伟大的
除旧布新万物萌生
春天是永恒的
孕育了新济阳 谱写新篇章！

七律 善美济阳（通韵）
此时此刻楼台站，善美之城入眼前。
万里晴空如海碧，千层大厦似云悬。
车流滚滚街衢转，乐曲声声广场传。
最愿济阳天煦暖，乾坤朗朗伴人间。

五律 小城（通韵）
小城容貌改，一路换颜来。
大厦高楼立，青松绿柳栽。
夏天河水碧，冬日雪花白。
古韵悠悠处，余音入我怀。

五律 贺岁（通韵）
今天来贺岁，在这丽春中。
家有鲜花伴，窗流旭日红。
菜香还酒烈，果郁亦情浓。

若问君何愿，活成不老松。

七绝 澄波落日（通韵）
一湖碧水微波荡，万里晴空百鸟翔。
堤下粼粼光正美，轻摇落日影长长。

五律 澄波水（通韵）
情满澄波水，常来游数回。
湖中桥百座，堤畔蕊成堆。
暮看彩霞起，朝观玉鸟飞。
小城得此迹，诗里道崔嵬。

七绝 雪落小城（通韵）
洋洋洒洒飘然落，一片银装饰小城。
满树琼花枝素裹，寻梅踏雪步无声。

诗六首
◎赵传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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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年前的三月，济水南岸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草芽极不
情愿地探头探脑。但距济南千里之遥的江南却已迎来了春花烂
漫的季节。一束暖暖的阳光裹挟着若有若无的花香，越过青瓦
粉墙的马头墙，透过曲折回环的廊窗，倾泻在书房几案一张铺开
的宣纸上。有几缕光线爬上几案前那位中年美妇慵散的发髻，
让青丝间夹杂的些许白发更加闪闪发亮。

她显然没有注意这些，就像她没注意到妆台铜镜早已蒙上
的厚厚灰尘。看着宣纸上跳跃的鲜亮亮阳光，她脑海中不知是
否浮现出了翠衫粉裳的少女在大明湖的荷田里戏舟的青春时
光，还是惶惶如丧家之犬颠沛流离的南下之旅。

她终于还是提起了笔，一行行饱蘸血泪的词句跃然纸上：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她，就是曾名动两京的一代词宗、宋词婉约派重要代表之一

的李清照。这位自幼生活在千佛山下大明湖畔的伟大词人，在
经受了靖康之变国破家亡的彻骨之痛和遇人不淑的再婚打击之
后，年近半百才终于在浙江金华这个不大的院子里有了片刻的
宁静。每天埋头《金石录》的整理修撰之中，那颗久经诗词浸泡
的心终于又活了过来。听人说起双溪春光灿烂，可一闪而过的
游兴马上又被深深的愁绪打消。是啊，周遭还是狼烟四起，朝廷
还在委屈求和，南迁官员当地士族都是醉生梦死，怎能不让她满
腹忧愁呢？

她怀念大明湖畔“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少女
时代，她怀念与丈夫小别“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的琴瑟和谐，她更怀念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济南“湖上风来浩
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的山
山水水，一木一草。

其实她不知道，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也不乏忠臣良将，无数
志士仁人正奋力托举着宋王朝日渐倾斜的天空，无数人把北定
中原当成毕生的信条。就在她为朝廷偷安一隅不思进取而忧虑
不已之时，一位年轻他二十岁的将领已率部收复了荆襄六郡，正
踌躇满志地谋划着直捣黄龙、迎取二帝的宏图大业。

她可能也不会知道，这位曾四次北伐让不可一世的金国兵
将都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慨叹的中兴名将没有败给残暴
的金军，却败给了主和派君臣的阻挠破坏和恶意构陷上。就在
各路兵马势如破竹，攻城掠地，一度把战线推到开封城郊区朱仙
镇时，南宋当权者不但叫停了此次行动，更是自毁长城，以“莫须
有”的罪名把一代名将处决在风波亭里。

她更不会知道她更不会知道，，几乎在岳元帅第四次北伐被叫停的同时几乎在岳元帅第四次北伐被叫停的同时，，在在
自己的家乡济南自己的家乡济南，，一位文能与自己比肩一位文能与自己比肩，武可追赶武穆的奇人呱
呱落地，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第一声啼哭。

这位奇人，就是辛弃疾。
当时的山东，还在金人统治之下。但随着金政权日益腐朽和

不断传来的王师北伐消息，山东各地义军如星星之火渐渐呈燎原
之势。辛弃疾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抗金的种子早已在心中萌
芽。他祖父辛赞，在宋室南渡后因为家族的拖累没有追随宗室南
下，后来出任金国的开封府知府。但辛赞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的志士，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与金人光明正大的决战。后来，他把
自己未竟之愿寄托在自己的孙子身上，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
远，指画山河”，同时，又安排辛弃疾两次以赶考之名赴金国都城了

解情况。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使辛弃
疾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

我没有读到辛弃疾21岁之前的作品，不知道这位家学深厚
又师从当世大儒接受良好教育的青年才俊是忙于习兵练武还是
担心过早显露峥嵘会引起金国统治者的关注。我们只知道，在
他的同窗学长党怀英北上寻求功名好施展才华的时候，他选择了
另一条路。在家人的支持下，年仅21岁的他投笔从戎，召集一众
乡党揭竿而起，很快就拥有了一支2000多人的抗金队伍，给予齐
州当时相对薄弱的金国统治力量以重重一击。随后，他又率部加他又率部加
入济南同乡耿京的义军入济南同乡耿京的义军，，并出任这支数万人义军的掌书记并出任这支数万人义军的掌书记。。

唐太宗李世民曾有诗云唐太宗李世民曾有诗云：：疾风知劲草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板荡识诚臣。。在风云在风云
激荡的抗金时代激荡的抗金时代，，智勇双全的辛弃疾很快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智勇双全的辛弃疾很快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
刻。1162年，年仅年仅2222岁的辛弃疾奉耿京之命南下向朝廷奉表归岁的辛弃疾奉耿京之命南下向朝廷奉表归
顺顺，，得到宋高宗封赏允准后返回义军驻地得到宋高宗封赏允准后返回义军驻地，，却接到了耿京被叛徒却接到了耿京被叛徒
所杀的噩耗所杀的噩耗。。这时候这时候，，辛弃疾的侠义精神和智勇得到了充辛弃疾的侠义精神和智勇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他带领五十余骑驰奔叛军大营，于数万军中捉得叛徒张安
国交由朝廷审判，并召集残部万人南下归顺。这种万马群中手
擒上将足可以与单刀赴会媲美的孤胆英雄之举，一时传为美谈，
连宋高宗都是“一见三叹息”。由此，头顶光环的辛弃疾开始了
他在南宋朝廷施展抱负展示才干的过程。在其后近20年的时
间里，他官越做越大，词越写越多。但他作品的精华部分，却大
多出自于1181年免职赋闲后的20多年之中。其中最为人称颂
的，当属《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
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
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
颇老矣，尚能饭否？

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把这位赋闲多年的老者内心那
种既怀才不遇又期盼能有机会再次披挂上阵为国效力的复杂心
情表现的淋漓尽致。少年时代“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的过往，想起
来就令人热血沸腾。可联想到自己被冷落的现实和越来越多的
白发，也只能留一声轻叹、望几眼远山了。

就像两人的南下之旅虽然方向一致但本质上有天壤之别一
样，李清照的愁和辛弃疾的愁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心情。李清
照作为追随皇室南迁的官员家眷，愁的是山河破碎之痛、亲人离
世之悲以及颠沛流离之苦。但辛弃疾不同，他的愁，更多的是抱
负得不到施展的郁闷、建议得不到采纳的失落以及挥之不去的

“归正人”身份的尴尬。同时，两人又有相似的地方，都长期接受
过历山济水的养育和正宗儒家文化的熏陶，都有忧国忧民的情
怀。虽然李清照可能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文武双全的
小同乡，但辛弃疾对李清照的仰慕之情却可以从一首《丑奴儿
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词中窥得一二。

我是从小读着“二安”的词长大的，后来谋生之地又有幸与
其故乡毗邻。几十年来，目睹了“二安”在济南人心中的起起伏
伏，也多了一些感慨。只希望研究“二安”的专家能有一些重大
的突破，补全他们在济南生活、学习期间的历史和作品，让人与
城的融合度更高，让“二安”真正成为济南文化的代言人。

如此，当无憾矣。
作者单位：区税务局

真快，要到芒种节了。近日有空到田间，望着一片片金黄的麦田，心头思绪就像眼前起伏翻滚的麦浪，多少过
往的事在脑中显现。人生几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如何度过每个人都有不同，个人有一定的选择权，如果
不珍惜将后悔一辈子或者干脆就没有后悔的机会。时代变迁转眼我们就将迈入老年，看到现在过麦如此便捷省工
省力省时间，回想当年过麦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分，正所谓：往年麦收累翻天，人畜上阵黑白干；腰折头昏胳膊痛，田
间麦场连轴转。今日麦收人休歇，地头接粮车轮转；随收随种当日了，三夏大忙永不见！

过去过麦的甜酸苦辣相信在农村长大的人都知一二，其收获的喜悦与辛苦劳累难成正比。辛勤的劳动者都知
道，不受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只有通过辛勤的努力汗水浇灌才能获得好的结果。在众多农活中收割小麦算是比较
劳累的了。农人们都知道蚕熟一食，麦熟一晌的道理，到了麦子成熟的季节，恨不得一天收进来，人们起早贪黑像
着了魔一样得忙。为了尽可能多的获取和有利于夏茬种植，人们顶着烈日直接用手拔麦子，拔麦子的感觉我也略
有过“享受”。成熟的麦子叶、芒都刺手扎脸，拔麦带起泥土眯眼扑脸，而且拔起以后必须把土甩掉。就是把麦根向
抬起的腿脚上磕去，才能把土甩掉。顿时尘土飞扬，这样不但本人弄得土头土脸，一起拔麦的同样沾光享受。汗水
把脸上的泥土冲的一道一道的，就像舞台上唱戏的花脸。麦芒扎的刺挠与汗水交织的难受劲真是苦不堪言。那时
我还小，干不了多少，只是经历过而已。其实割麦子也不轻快。为什么？因为麦子个矮，必须弯下腰才能把它割下
来。老是弯着腰一会儿就吃不消了。老把式还勉强，有经验能应付，新手就更不行了，其状可谓惨不忍睹：弯腰时
间一长就不敢直接直腰，一抬头就向前倾倒。前面麦垅漫漫，头顶阳光耀眼；弯腰麦子扎手，咬牙继续再战。衣服
穿的少了挨扎，穿的多了热的难受，汗水沁得两眼火辣辣难睁，擦一把脸无奈更无言。农人们就早起五更趁凉快好
干活，待中午天热便逐渐向麦场转移。打压场相对稍轻松，但必须趁天气晴好快收快打。中午天越好越热，就越上
麦场跑，晾晒翻抖忙个不亦乐乎，唯恐天气有什么变化，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麦子终于上场了。为了节省场地并有利于打压，首先是用铡刀切下麦根。只要有条件不
管是割的还是拔的都要铡一刀，一是打场少费力，二是解决烧柴问题。铡麦子同样是力气活，摁刀的必须力气大，
搬麦捆的也不轻松。搬一个铡一刀，有些湿度大的也很重。力气小的只能接取麦根。这些农活我都亲身经历过。
在那个繁忙的季节你几乎找不到一个闲人。年老体弱的在家烧水做饭送饭；年轻的收割、运输，打场压场，就连少
年儿童也难得清闲，被安排去捡拾麦穗。

少年时代的我们赶上三夏大忙，通常必须放假参加麦收。我们这群“小社员”也被卷入到麦收的滚滚洪流中。
生产队把我们组织起来，大一点的去帮助捆麦或辅助运输，小一点的就参加捡拾落漏在地里的麦子，达到颗粒归仓
的目的。一是充分利用了这部分小劳力，还提高了我们的集体主义观念，二是减轻了大人们的思想负担，而我们也
为能参加集体劳动做贡献而感到高兴。生产队有专人负责，也恐怕发生意外。劳动中有欢乐亦有烦恼。学校放假
学生自由，虽然说是参加劳动，毕竟是一群孩子，玩是主要的。负责我们劳动的除了组织拾麦子，还组织我们做游
戏，大家当然高兴，可麦芒刺手，麦茬扎脚，太阳暴晒，天热口渴，身体难耐自然就噘嘴不高兴了。再长大一点就不
是捡麦穗这么简单了。既要在家帮助烧水做家务，还要地里麦场里做些力所能及农活了。回想起当年的一幕幕生
活景象，就像在眼前发生的。虽然那时生活贫困条件艰苦，但心情总是快乐着的，因为上有父母关爱，又有姐姐兄
长呵护，家中事不用操心，吃饱喝足就可尽情的放纵玩耍，且村里还有一大帮小伙伴在一起乐和一起上学。

三夏是农人最繁忙最劳累的季节。为了增强体力更好的参加劳动，人们总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想尽办法
改善生活。改革开放前，，粗粮难以饱腹，半年糠菜半年粮就算比较好的啦，这时候人们拿出平时舍不得吃，攒了一
春天的鸡蛋腌成咸蛋每天一人分一个，就算享福了。蔬菜有无难说了，条件好一点的能买点蒜薹抄上个鸡蛋算高
级享受了。在那些贫困的年代，少有机械作业，几乎全靠人力 ，生产队仅有的几头牲口也因为营养不足而瘦弱不
堪，但只用在像拉车犁地等重体力活上，因此挖河修坝、农田基本建设等全凭人工，有时耕耩锄耙万不得一也靠人
力完成。可以想象人们的辛劳程度。粮食产量却很难提高，亩产四百斤的过黄河纲要目标只有很少单位或地块能
突破，绝大多数直到改革开放前也一直没有达到目标。小麦产量二百多斤算高产，三百斤以上的很少见。打下的
麦子除了大部分上交公粮和留下种子，分到社员手上的也就几十斤，个别所谓好单位能分到百斤都让人羡慕好
久。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机遇，圆了发财的梦想。从此人们才不愁吃不愁喝，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
现在劳动就挣钱，天天如过年，小酒顿顿有，手机使劲瞅，出门有车坐，赛过神仙活。可有多少人知道这好日子来的
不易吗，除了党的好政策，科技事业的发展，还有多少人血的教训换来的。

我这里想说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当人们从生产责任制农田打包干政策中获得巨大效益，看到家家有余粮口袋
有钱装的幸福生活，尝到党的政策的甜头时的那种高度兴奋和狂热的情绪，使人们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说话气粗
办事马虎，有些办事不讲科学胆大妄为，造成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发生，给家庭个人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甚至以
生命为代价，成为终生难以挽回的遗憾。这里有两则欲说就想流泪的事例，讲给大家听听。这两位都是我的发小，
在一起长大上小学，关系处得很好，都是因为打麦子而触电身亡。当年他们正当而立之年，却抛下高堂父母、年幼
的子女和相依为命的妻子而去。两人相隔四年去世，一个二十八，一个三十岁，而且是一墙之隔的邻居。难以想象
这么多年他们的家人是怎样过来的，每每想起这些我就揪心的痛。

记得那是八二年麦季。改革开放政策好，广大农民干劲足，老天又帮忙，小麦获得空前大丰收。人们望着满场
的麦子既高兴又发愁，怎样打压脱粒成了大难题。因为小麦即增产又增收，比生产队大集体时期的产量增加好几
倍，原有的大麦场分给个人后远远不够用，等待打压场还不得猴年马月，再说靠用牲畜用人力打压时间也不允许，
毕竟是三夏大忙季节。好在有了即能用电又可用柴油机带动的小型脱粒机，人们或买或借来脱粒。这即减轻了人
力，也解决了场地紧张的难题。我的这位发小年轻气盛，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自己安装好了脱粒机也等不
得电工来接电（电工少确实也忙不过来），自己觉得也懂点电知识，就亲自动手忙活起来，天渐渐黑了。毕竟是二把
刀，虽然接上电源可就是机器不转。他那火爆脾气上来实在按奈不住，就急三火四的查找原因。由于麦收紧张，匆
忙中又没带手电筒，一下触上破线漏电的位置，只听哎呀一声摔倒在地。那时用的电源是高压，结果直接将心脏击
穿，顿时失去生命。因为用的都是旧电线，在他触电前已经有一个人被漏电击了一下，幸运的是脚上穿的胶鞋救了
他。我这个发小却没有这么幸运，可怜他的家人从此陷入一辈子的痛苦之中。另一个发小也同样是在大麦场上触
电而亡。这话说到了八六年麦季，大忙季节人们忙得焦头烂额，恨不得一天把麦子颗粒归仓。他家里人口多地就
多，麦子自然多。这人聪明脑子好用，在生产大队担任会计，更想尽快地打完场。其实通过几年的改革开放，生产
条件大有改观，不少农户已经购买了小型拖拉机收割压场。个别富裕农户已拥有农用中型拖拉机，进行农事活
动。本来他也想借用方便，赶巧车没了油，没来得及给他打压。情急之下他便到亲戚家去借脱粒机，去了之后喝了
不少酒。傍晚回来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干了起来。十分凑巧，就在即将结束之前，突然一阵狂风袭来，瞬间一片漆
黑，电源断了。望着场院上不大的未脱完二遍的麦堆，帮忙的邻居说：算了吧，这天也不早了。他却非要干完，说别
再三伙二起的了，准备接电源再干。因为图省事电源线是直接挂在高压线上的，而且离场院有一段距离，在一片庄
稼地中。等找到电源头时，天黑地暗什么也看不清。他找到了线端，还回头问了一句：电闸关没有？邻居说关了。
他说我摸摸钩朝哪。可他哪里知道高压线触地的厉害，就在这一刹那，“妈呀”一声，一颗鲜活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想起这些事我就伤心，是无知和科盲害了他们，给他们的家人造成的损失是任何措施都没法弥补的。心灵的
创伤是永远的，教训是深刻的，怀念是永久的。两个年轻的生命在不应该走的时候匆匆走了，没有一句留言，没有
一句嘱托。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永远沉浸在无比的痛苦之中。留下的除了教训，还有更多难以记叙
的东西，本应该在青春年华之时为家庭为社会创造财富，成就自己的一凡事业，却都化为一片泡影。

这些过麦的往事，在我心中不知反复多少时多少次，总想记述下来，可总难插笔，今天终于完成心愿。一来是
回顾美好的童少年时代，二是追思二位故去的发小，三是奉劝后人多学习，多弄懂科学知识，再也不要发生这样无
知的科学“笑话”了。 作者系区政协退休干部作者系区政协退休干部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说明”中说：“限于水平，此次修订
还会存在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下次修订
予以改进。”据此，便有了下面的文字。

济阳方言中，有这么两个方言，所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读
音却都是“ge ying”。其中一个，当形容词时是，讨厌；腻烦；恶
心：菜里吃出一只死苍蝇，好一阵子ge ying。当动词时是，使讨
厌；使腻烦；使恶心：他说的这事儿ge ying人。其中另一个，用
来形容一个人（多指小孩子）坚强；顽强：猛猛跑着跑着绊倒了，
头上磕了一个大疙瘩，也不哭，小家伙挺ge ying。

两个“ge ying”，汉字怎么写？“小家伙挺ge ying”，我想到的
是“硌硬”。拿过《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查“硌”。硌gé<口>
（动）触着凸起的东西觉得不舒服或受到损伤。再往下看，词条
中有“硌硬”。【硌硬】gé·ying <方>①(形)讨厌；腻味：心里~得
慌。②（动）使讨厌；使腻味：这事儿特别~人。掩卷细品，总觉着
释义不妥，与“硌”与“硬”的字面意思相去甚远，可说不沾边。倒
妥妥贴贴彼一个“ge ying”。给人一种张冠李戴的感觉。“张”的
帽子在这儿，“人”在哪儿呢？翻开词典继续查，凡是读音“ge”的
字都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一页一页，一字一字，一词一

词，挨个地查了个遍，没查着。
《网络空间不该容下“祭奠”活人的恶意》一文（作者朱文

龙 见2022年11月23日《齐鲁晚报·声音》），让我眼前一亮——
所要的词找到了。文中说：“好好活着的人，却被人在网络平台
建立纪念馆‘祭奠’，如此膈应人的事儿就发生在厦门女孩璐璐
（化名）身上。”文中的“膈应”，词义明明白白。

膈gé，人或哺乳动物胸腔和腹腔之间的膜状肌肉。收缩时
胸腔扩大，松弛时胸腔缩小。人恶心时，膈是有反应的。膈应，
多么形象，多么生动的一个词啊，词典上没有。

上网搜“膈应”，一搜就搜到了。膈应（gé yìng）：北方部
分地区常用方言，基本意思是：讨厌不舒服，令人恶心，但未达到
要呕吐的程度。形容词。讨厌；腻味：心里～得慌。动词。使讨
厌；使腻味：这种事儿特别～人。

膈应与硌硬是意思截然不同，读音相同的两个方言。笔者
认为，《现代汉语词典》中硌硬一词的释义不妥，硌硬的释义应如
笔者前面所述（当然，要尽可能地表述得完整一些，贴切一些）；
词典应在“膈”字下面增加词条【膈应】，释义就是《现代汉语词
典》第7版【硌硬】的释义。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膈应与硌硬
◎田邦利过 麦

◎陈玉堂

济南向南济南向南
◎◎魏发家魏发家

门诊上慢阻肺是一个让患者轻视的病，开点药——是患者说的最多的话。但现实情况是，
根据《中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分级诊疗报告（2020年度）》显示，我国约
有1亿慢阻肺患者，相当于每14个中国人就有1人患有慢阻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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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呼吸系统各种疑难、危重病的诊治，尤其是慢阻肺、哮喘、重症

肺炎、肺真菌病、间质性肺病、肺癌、重症结核、脓毒症、多器官衰竭等的
诊治，机械通气、床旁血液净化、人工肺（ECMO）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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