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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总是在每一片乡间和大地上走
过，世事轮回里，不觉间已是处暑节气。

有书云：处暑，暑气至此而止矣。处
暑，即为“出暑”，大意是说一年里炎热就
此而离开了。

其实，一切都没那么简单。乡下还
有俗语：处暑处暑，热死老鼠。虽说称
雄夏天的副热带高压大步南撤，但绝不
肯轻易让出主导权、轻易退到西太平洋
的海上。“秋老虎”还是很凶很疯狂的，
让刚刚感受一丝秋凉的人们，往往在处
暑尾声，再次感受高温天气与暑争斗的
无奈。

对于刚刚走出三伏，并且遭遇严重
伏旱的地区，如果继续受副热带高压的
控制，往往容易形成夏秋连旱，使秋季
防火期大幅度提前。对此，乡下有经验
的农民是高度警惕的。不过，再热，也
是短暂的。处暑节气的到来，始终意味
着进入气象意义的秋天。处暑后气温
逐渐下降，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有诗云：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
爽已觉迟。日行南径斜晖里，割稻陌阡
车马驰。庄稼，那真是该收回家了。秋
风秋雨渐渐凉，连日的阴雨天气即将到
来，再不收，就要烂在田里“烂秋”了。
再加上气温走低，不抓紧晒就不好晒干
了，冬藏冬贮就成了问题。抓住每个晴
好天气，不失时机地抢收抢晒，是这个季节乡间最忙的事儿。

处暑至，天气凉，万物开始凋零。白天受太阳照射的热
量，也一天比一天少，越来越不足以弥补黑夜里的散失，原来
地面积蓄的热量也在减少，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起来。乡间一
切农事却不能冷却，得忙呀，大忙。

田地里要继续做好蔬菜瓜果抗旱防虫，及时抢种抢栽。
山上的柑桔果树，要继续促进果实生长和促进秋梢生长为中
心，加强锈壁虱、潜叶蛾等害虫的防治，警惕炭疽病、溃疡病
的发生，追肥促梢、喷施叶面肥壮肥，这一大堆子的事儿，件
件都少不了。畜牧牲口呢，要继续做好降温防暑防病，这个
季节可是各类牲畜病的高发期，做好防疫才能猪肥牛壮，六
畜兴旺。

说完了庄稼和牲口的事儿，那该说说人的事儿了。从春
忙到夏，再忙到秋收，处暑季节，也该讲究点吃了。无论是乡
下人还是城里人，吃，一直是人生一件不可回避的大事儿。
处暑时节，气侯逐渐干燥，要多吃些滋阴润燥的食物，避免燥
邪伤害。少摄取辛辣，多增加酸性食物，以加强肝脏功能。
同时，像西瓜这类大寒的瓜果，要少吃或不吃。

处暑节气宜吃些清热安神的食物，如银耳、芹菜、菠菜及
豆制品。中医认为，进入处暑时节，人体也进入一个生理休
整阶段，一些潜伏在夏季的症状就会出现，机体也产生一种
莫名的疲惫感，如不少人清晨醒来还想再睡，这种状况就是

“秋乏”。要坚持午睡的好习惯，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也是
有好处的。

袅袅秋风，万物木叶，人去无冢，孤影徜徉……
处暑时分，城市的黄昏里又下起了一场雨。雷声轰隆，

天昏地暗，头昏脑涨，饥肠辘辘。季节给人很多感伤，却也给
了许多希望。

一个人站在城市的边缘眺望，一草一木，一河一池，一鸟
一林，都曾是自己的生活，只是季节无法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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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大运河，辽阔高远，韵味无限。
大运河水一望无际，芦苇水草一碧万顷，从
运河之都港乘船出发，向着微山县南阳古镇
前行，一路美好风光，一路欢声笑语。船舱

内，有两列数排红色长座椅，而中间的桌子
上，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鲜嫩的莲蓬。

在船舱中部，刚刚欣赏了曲艺表演的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还意犹未尽。《文
化周末》记者此时就坐在他的对面，开始了
这次大运河之行的对话。

“您是第几次来济宁？本次行程有何感
触？”面对记者的提问，高洪波娓娓道来。

“三十多年前，我曾到过曲阜，但畅游济
宁，深入了解济宁，这还是第一次。”谈及为
期一周的采风之旅，高洪波说，这是一次“快
乐的阳光之旅”。若不是疫情的影响，自己
和济宁的缘分，应该更早些。

在“走进济宁，对话运河”文化名家主题
采风活动启动仪式上，高洪波在致辞中表
示，济宁是极为重要的文学创作的热土，大
运河作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
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在世界范围内，有巴拿马运河，有苏伊
士运河，当然也有中国的京杭大运河。我们
的大运河，尤其是大运河济宁段，有何地位
和特别之处？”记者问。

高洪波心中的京杭大运河，是人类挑战
自然的一种方式和渠道，是人类史上的伟大
发明。“我们常说‘水火无情’，而大运河的开
通，让水变有情了，有了诗情的一面。”利用

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自然，让资源更
好的为人服务，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而从人类的航运史来看，大运河的开凿和贯
通也有巨大贡献。“中国是传统的陆地强国，
近年来，我们有了航母，有了先进的海军，但
在过去，运河的航运价值是巨大的。”京杭大
运河，就是体现民族生命力的大动脉。

对于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在几天的采
风观摩过程中，高洪波有着独特的感触。

当记者问到“在民族复兴的当下，您对
济宁有什么样的期待”时，高洪波坦言，如今
的城市发展，变得愈发同质化，一样的高楼，
一样的人造景观，十分缺乏创新。有的城市
尽管十分现代，GDP十分突出，但没有城市
文化，这也是不行的。济宁利用自身文化优
势，拿出孔孟文化和运河文化两张闪亮名
片，让他有了发自内心的感觉：济宁完全能
承载“文化”二字，“文化济宁”实至名归。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出
自李白的《南陵别儿童入京》，来到济宁，在
任城区的太白楼采风时，高洪波对这首诗印
象深刻。“这一句我们小时候都会背，太喜欢
了，但是就没想到这句话出自济宁。”高洪波
这样说。济宁此行，让他有了很多新的体会
和感悟，可以说，文化底蕴催生的内里，不来
济宁是绝对体会不到的。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大运河是祖
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
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让来济宁
采风的文化名家一行倍感责任重大，也让高
洪波有了强烈的使命感。做好大运河文章，
讲好大运河故事，就需要把笔端融入到这片
文化的热土中去，充分利用文化的力量，为
济宁大运河鼓与呼。

高洪波说，文字的力量是无限的，大运
河的美，应该被记录下来，进而被阐释与弘
扬，希望通过这次采风活动，将济宁自然人
文的独特魅力和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展现
给全国的广大读者。

①高洪波②本报记者采访高洪波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刘建新

对话高洪波：大运河，快乐的阳光之旅
本报记者 刘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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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游郊野远，施渡趁中元。
风动人心爽，炎消雨汛繁。
高粱满地红，麻雀占田园。
十日忙收谷，丰粮又满存。

处暑
鲁亚光

8月17日12时许，G119 次高铁列车准
时停靠在曲阜东站，“走进济宁，对话运河”
文化名家主题采风团顺利抵达。由市委宣
传部组织开展的本次采风活动，自当天持续
到22日。

这次前来济宁的嘉宾，有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
金坚范、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
任艾克拜尔·米吉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包明德，天
津市作家协会主席赵玫、中国作家协会诗歌
委员会主任叶延滨、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刘庆邦、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任芙
康，他们都是国内有影响力的文化名家。

本次主题采风活动，是为助力济宁运河
文化带建设，深入挖掘大运河济宁段为核心
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作品的形式，进
一步弘扬传承创新济宁运河文化。

在任城区的行程，采风团里的名家们都
有着极大的兴趣。在太白楼、东大寺、竹竿
巷、宣阜巷采风时，大家沿着古运河畔漫游，

观看文化展演，同非遗传承手艺人亲切交
谈，既感受到了济宁独特的文化魅力，又加
深了对大运河的认识和了解。随着对济宁
运河文化的深入了解，他们的心弦愈加受到
强烈的触动，就如同大家被济宁和这里的文
化深深吸引一样，在交流中不断有着灵感的
涌现，且源源不断，连绵不绝。

保护、传承、发展，是大运河发展的三个
重要环节，把运河文化做大做强，对济宁经
济、文化和旅游发展大有裨益。在与《文化
周末》记者的交流中，大家都表示本次行程
看到、学到了很多新内容，进而有了很多新
的感悟，可谓不虚此行。

大运河畔，微风习习，水波潋滟。放眼
望去，辽阔壮美的水岸尽收眼底。从沉醉于
运河之美，再到从美的享受中抽离出来，就
会加倍领悟保护和开发大运河的责任。

京杭大运河济宁段，始凿于元代至元年
间，距今已有720多年的历史。北起梁山县
路那里村，流经梁山、汶上、嘉祥、任城、微山
5个县区，流经济宁约230公里，元、明、清三

朝均设有最高司运机构河道总督衙门，使济
宁成为名声显赫的“运河之都”。2014年6
月 22 日，在第38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
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重要的地位，给济宁带来的不仅是贸易的繁
荣，更有多元文化的融合。

在微山县南阳古镇，炎热的天气挡不住
采风团的热情。康乾别苑、河神庙、漕运客
栈、南阳古街、胡记钱庄……每到一处，采风
团都有新的体验和新的感悟。鱼鹰捕鱼、渔
家婚礼表演，把运河上的百姓生活展现得淋
漓尽致。

中午饭吃的是微山的烤鸭蛋，剥开皮，
用筷子戳一下，红色的油往外直冒，吸入嘴
里，咸香味就征服了味蕾。小银鱼、麻辣鱼、
小龙虾……湖里的味道天然又美味，这让人
想起在船上听到的“四个鼻孔鲤鱼”的故
事。传说在微山湖岛上，最为吉利的，便是
四个鼻孔的鲤鱼。不仅结婚要给夫妻送，给
媒人送，金榜题名等大事也要送。

自从运河开始环境治理，水清了，古镇
的环境好了，运河里的鱼虾肉质也更加鲜美
了。好政策造福了本地百姓，也让外地来的
客人赞不绝口。

活动期间，采风团参观了嘉祥武氏祠，
听取了济宁运河文化介绍，参观了鱼台鱼稼
里龙虾科普展览馆、鱼台市民中心和王鲁绿
色稻米基地。

采风团来到地处汶上县的南旺枢纽考
古遗址公园。南旺分水枢纽是永乐九年工
部尚书宋礼采纳“农民水利专家”白英老人
建议修造的工程，疏浚三湖作水枢，建闸坝，
调节水量，保证漕运畅通，堪与都江堰相媲
美。

在梁山县，采风团实地参观了梁山文化
中心、春园和济矿物流梁山港。

无论是在第一天行程中的孔子博物馆，
还是在济宁博物馆老馆、新馆，都能深刻感
知儒家文化，以及运河带给济宁的文化烙
印。很多文物和故事，采风团里的专家都有
所了解，甚至可以点拨讲解；而更多的是惊
叹与震撼，大家纷纷拍照记录，有些共同关
心的话题，还要和讲解员作一番细致的交

流。大运河济宁段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引力，
也是运河文化、济宁文化积淀使然。几天逛
下来，济宁文化与儒家文化、运河文化的深
度交融，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运河航运是济宁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之
一。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在济宁穿城而
过，为济宁提供了对外开放的大通道，促进
了济宁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了
比较齐全的门类和行业，为济宁带来了数百
年的繁荣，将济宁的商业文明推向了顶峰。

大运河济宁段是济宁文化的一颗璀璨
明珠。因河立市，市以河兴。运河的开通，
为济宁酝酿了丰厚的文化底蕴，营造了无可
替代的人文发展环境。川流不息的运河水，
延续着济宁文脉，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济宁百
姓。

这次的主题活动，包括了济宁境内运河
两岸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重点项目、自
然风光等处的实地采风，通过触摸深厚宽广
的运河文脉，感受运河两岸的历史变迁，体
会运河水域的文化内涵，为大运河文化带的
建设注入新的文化活力，提供精神滋养。

通过见人、见事、见情，以文学大家的视
野深挖大运河“有形”“无形”文化遗产内涵，
用诗歌、散文、小说、记录文学等形式讲好济
宁运河故事，阐述对济宁运河文化的感悟，
突出展现济宁作为“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
和独特魅力。

采风团活动剪影①济宁博物馆新馆②
宣阜巷③竹竿巷④铁塔寺⑤南阳古镇⑥太
白楼⑦武氏祠⑧南旺分水龙王庙

走进济宁，文化名家眼中的运河之光
本报记者 刘帝恩

周 末聚焦

转眼间，天一下子暗了下来，乌云瞬时爬到了当空，窗外
的风语无伦次地感叹，离群的鸟忽高忽低盘旋，路上的人左
顾右盼地追赶，周末的一场雨就这样来得有些突然。

其实，这雨并不太突然，也正如天气预报中所说，只是没
有严格卡住所说的时间节点，上午的阳光还有说有笑，可到
了午后就变脸了。说话间，之前那几块肆无忌惮的云依次坠
落，偌大的雨珠像鼓槌一般，打得窗台“啪啪”作响，很快就在
对面民房的墙体划出了几道长长的汗迹。“快把窗户都关上，
免得往家里面潲雨。”清楚地听到楼下邻居着急地嘱咐家人，
我也顺势把窗子关了关，但没有关死，留了一道缝给呐喊一
般的雨声，大雨如期而至。

有幸能站在阳台上看雨，雨水时常给人三种感受，淋人、
湿身、堵心。淋人的雨淅淅沥沥，每每都叫人享受其中；湿身
的雨纷纷扬扬，经常让人匆匆忙忙；堵心的雨倾盆而下，偶尔
令人惊慌失措。如今的雨水还是比较频繁，只不过，而立之
年的我，不再盲目地走进雨中，更多是在看雨、听雨、读雨、懂
雨。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撒了欢一般，雨声清脆响亮，不再含
糊其词。顺着雨帘，望着路面，盛夏时节的大地上，突然散落
着几片绿叶和花瓣，在积水成河的路上，它们荡漾着最后的
美妙时光，然后漂远，漂向不知名的远方，一时间，禁不住感
叹“青春易逝，韶华易老”。不知不觉中，一阵突兀的水声钻
入耳畔，刚回过神儿来，一辆急速的出租车从积水处驶过，水
花溅得老高，似乎都能触到三楼阳台的我。

近来都在关注南方的汛情，一轮接一轮的强降水，助长
了洪水的嚣张。肆无忌惮的洪水闯入南方多地，良田被毁
坏，房屋被冲走，人心被侵袭。每每看到城市的路变成小河，
都会忧心忡忡；每每看到被困的人们愁容满面，都叫人揪心
不已；有时就感觉，电视画面里的洪水正在朝自己奔来……
好在一群群最可爱的人在帮我们泄洪，泄掉眼前的洪水，也
泄掉心头的洪水。

记忆犹新的那场洪水是在1998年，那时我还在老家南阳
上小学，当时也是频繁遭受强降雨，大运河及南阳湖里的水
一路飙升，很快没过了堤岸，很快涌上了路面，以至危及到了
南阳人的家园。后来，大家伙齐心协力，抗洪抢险，雨停了，
水退了，老百姓的心安稳了。

望着窗外的雨帘，密集的雨珠还在争先恐后。霎时间，
路面上没有了过往的行人，也没有了疾驰的车辆，只有那大
口大口吮吸的土地，只有那渐渐释怀的天空和心胸……雨终
究会停，终究会退下，在某个被触动乃至被震撼的瞬间。

大雨总会过去
马加强

周 末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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