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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
长的一条人工河。它自北京迤逦南下，横贯
鲁西，直达杭州，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
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京、津、冀、鲁、苏、浙六
省市，是我国历史上主要的水运航道和伟大
的水利工程之一，为我国古代经济、文化的交
流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今天的济宁太白湖区域地处京杭运河中
部，因北到北京，南到杭州，中间是太白湖，形
成“一肩挑两担”之势。得此地利，京杭大运
河上百舸争流的年代，自漕运新渠开通后，太
白湖区成了水上运输和商品交易的重要码
头。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
船、官船往来相接，樯桅林立，篷帆遮云。特
别是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皇粮，经此
地北运京城，因而建起皇粮殿，负责皇粮调
运、中转及上层社会祈福许愿，后来逐渐成为
人们抢烧头香祈福的地方。

明清时期，很多想吃皇粮，或正在吃皇粮
的，到皇粮殿许愿后，都实现了愿望，口口相
传，皇粮殿就名声在外了。听老人讲，从南方
来的粮船是由官兵押送的，只有在皇粮殿把
军队的“牙旗”，换上皇家专用的“黄旗”，这才
变成真正的皇粮。从此，北运一路畅通，直至
京城，不得随意查验。

皇粮殿附近，有林立的酒楼、茶庄、粮行、
客栈、盐店，还有绸布店、当铺，字号显赫。熙
来攘往的人中，有软软的吴语、硬硬的山东
话、道白韵味的京腔。太白湖区丰富的水产
品随之运往各地，附近物资也在此聚集中转，
时有“皇粮湾”之称。现在的位置，大约是许
庄街道大孟村，过去也叫湾里。

据记载，旧时皇粮湾的民居，全都是黑砖
青瓦，融南汇北风格。所有建筑中的柱础最
具特点，形态多样，图案生动活泼，有长短花
瓶形和四角、六角、八角形、圆柱形及鼓形。

明清建筑多为两重檐，下檐伸向街面。

据说，这种建筑是仿生学理念，双重檐好比人
的眉、睫，无论下多大的雨，眼珠子都会安然
无恙。这创意远比现代人安雨搭先进得多，
街两边房屋厦檐几乎对接，所以过去的街道
有“晴不见日，雨不漏水”之说，晴天晒不着，
下雨淋不着。

大多数的古民居，不仅讲究外形的恢宏，
也刻意追求屋内的装饰美。砖雕、石雕、木
雕，极大地丰富了装饰的内容。八仙桌子、太
师椅、大条几不可或缺，上方挂中堂，一般画
的是山水花鸟，或象征吉祥如意的福、禄、寿，
中堂两边垂挂名家书法。

条案上，一般正中摆座钟，两侧为瓷器帽
筒。清代人们外出，总要戴顶瓜皮小帽，进屋
后，顺手把帽子套在帽筒上，帽筒左边摆古瓷
瓶。八仙桌摆在条案前，有的供祖宗遗像。

条案上不仅有瓷瓶，右边还摆着精致的
木雕底座镜子。有瓶有镜，取谐音“平静”，寄
寓不论经商还是打鱼，都风平浪静，一帆风
顺，平平安安。

皇粮湾的建筑还有一个特色，便是屋脊
上的砖雕，雕刻有各种吉祥物，诸如：鱼——
余，象征喜庆有余；蝙蝠——福，象征美满幸
福；扇子——善，象征积德行善；荷花、水仙花
象征神仙，狮子象征威猛，云彩象征祥瑞等
等。

雕刻的水草、水鸟还有防火的寓意。当
年一些富商建造住宅时，常由南方雇佣能工
巧匠，从开工到落成，那些堪称艺术精品的砖
雕、木雕，往往是工匠们数年血汗的结晶。

有趣的是，皇粮湾沿运河的房屋朝向，没
有正南正北，一律顺河向而建。古时风水一
般认为，沿河居住的人自古习惯经商，门头不
宜朝南向，因为商属金，南方属火，火克金，所
以门朝南开不吉利。

朝北开叫败北，门也不宜朝北开。还有
一种解释认为，古代把南称为至尊，帝王座位

坐北朝南，南面称尊。皇帝常在运河上走，所
以民间造房子害怕犯“忌”而获罪。

聪明的运河人，就沿运河的河向面坎而
建。民居大门多为黑色木门，现出一种厚重
感。大门朝向一般朝街或朝河，绝不朝南，门
通出入，是“气”口，风水学最讲究的是气。通
过看皇粮湾过去的民居，就可以看出运河人
家对风水观的刻意追求。

在皇粮湾繁华的居住区，既有大街，更有
小巷。而小巷的形成，是由于各家各户建房
时，往往以邻为壑，不肯与别人合用外墙，于
是房屋之间便形成了一条条狭窄的小巷。有
的小巷成为防火灭火的通道，叫火巷。

伴随着昔日的桨声，太白湖区域曾有过
600多年的昌盛，这一切都因了古运河。运
河造就了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古运河
见证了昔日的繁华景象，又见证着今日太白
湖走向辉煌。享誉“人间最美清净地”的皇粮
湾，仍保留着部分历史遗迹和淳朴的运河风
情，为旅游业的开发利用，积累了内涵丰富的
文化资源。

今天的太白湖新区大孟村，是见证皇粮
湾的传统村落，将通过提升改造后，全方位、
多角度地展现大运河自然与人文风貌。大孟
村在保留和恢复原貌的基础上，把运河工程、
造船技艺、皇粮仓厫、船帮船工、鱼行鱼市、风
味名吃、喝酒饮茶、风俗礼仪、闸坝逸事、戏曲
杂艺、生活习俗、手工艺制作、钱币证契、商贾
贸易、度量衡具、铁木匠艺、民间信仰、节庆活
动等文化元素糅进村落，同时采用现代光电
技术，制造幽古意境，将文物史料与高科技巧
妙结合，生动地再现皇粮湾曾经的繁荣景象，
使观者身临其境地体验大运河悠久深厚的文
化内涵。

项目完成后，整个皇粮湾融参与性、观赏
性、娱乐性、体验性为一体。走进皇粮湾，徜
徉在运河文化、渔家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运河
风情尽收眼底。

纵然岁月流逝，历史却可以通过物化的
形式得以保存。人们在享受现代化生活的今
天，可以通过皇粮湾穿越时空，重温数十年甚
至数百年前运河人家的衣食住行，会更加清
晰地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变迁。

皇粮湾，一个关于祈福的运河民俗文化
村，以展示地域文化特色，展现原生态风土人
情为宗旨，整合资源，打造一流的乡村旅游，
传承发扬运河民俗文化：民族小吃文化街一
步一味，处处飘香；生态渔猎体验区荷花芬
芳；生态风景林区草木繁盛，空气清新；儿童
乐园区设施齐全，游乐项目多样，带给孩子们
的不只是快乐，还有梦想。

皇粮湾，一个快乐、健康休闲生活的好地
方。

①古运河②运河两岸传统民居中堂③皇
粮殿砖雕脊瓦④皇粮殿圣旨碑⑤火巷

古运河上：太白湖畔的皇粮湾盛景
刘迎水

打我记事以来，家乡
人都很讲究过好元宵节。
那天热闹的程度仅次于春
节，而胜于一年中任何节
日。

那天的早饭，都吃得
比平时早，都是吃饺子。
下饺子的时候，和过春节
一样，也是先放上一挂火
鞭。或许是受了村后山
坡遮拦的缘故吧，鞭炮声
都显得很“闷响”。除了
欢闹的孩子，家里的鸡狗
什么的，都吓得紧缩在窝
里。

午饭，年菜没吃了
的，这顿要拣好的回锅，
要不就新做；晚饭，按说
是该吃元宵，但这东西在
家乡一带“兴开”得晚，至
今只是少数人家渐有习
惯。

到 了 晚 上 最 为 热
闹。各家各户先打扮“天
爷爷”上天——把年前从
集市上“请”来的，或别人
派购的版印玉皇大帝，在
香台子前焚烧掉，边烧边
叩头，口中还祷念着什
么，不外乎让老天爷保佑
全家平安那种话。

“天爷爷”上天之后，
家长开始给孩子们点灯
笼。那灯笼的样式很多，
有圆的，四方的，六面的，
八面的。以前的扎笼艺
人，技艺相当高，不光笼
壁编得精致，糊笼纸上印
制的各类人物，如孙悟
空、猪八戒、关公、张飞
等，都惟妙惟肖。

当然也有简陋的灯
笼，只糊一层白纱纸。记
忆中过的不好的人家，给孩子买不起灯笼，又怕孩子
闹，就用一个白菜疙瘩，或一截二指来厚的萝卜作为
底座，中间插一根竹签，竹签上再插蜡烛，用秫秸篾子
编个笼壁，糊一层白纸，套上带座的蜡烛，就成了简易
的灯笼，孩子打着照样高兴。

元宵节打灯笼，热闹景全在街上。天稍一抹黑，
各家的孩子就陆续挑着灯笼，向街中汇集。刚刚学步
的孩子，多由大人先替孩子挑灯出来，走到街上之后，
再把灯笼交给孩子来打。而许多还不会跑的孩子，则
由大人一手抱孩子，一手打灯笼，完全代替了孩子。
不多时，大街就成了灯的海洋。家中没有孩子的，大
人也在家呆不住，会到大街上去观灯。

大街上燃灯的工夫，有些爱逗爱闹的人，常故意
哄着别人家的孩子烧灯笼。孩子不听他们哄，就吓唬
孩子说：“哎呀，你的灯笼底下有一只蝎子！”有的孩子
信以为真，就把灯笼一歪，想看看灯笼底下有没有蝎
子，蜡烛上的火苗就点燃了灯笼纸，引得周围观哈哈
大笑。而那孩子的家长，却又不能生气，这是多年留
下来的闹着玩的传统习俗。

家乡人还有这样一个讲究，就是不论蜡烛大小，
在街上打灯笼都不能点完，必须剩下一点，回家时照
路，回家走黑路是忌讳的。

元宵之夜不仅打灯笼，还有燃放花炮，这多是大
孩子们的事儿。他们在大街上选一空闲处，有的在地
上放花筒，有的往天上放“气哗子”，还有的耍花篮。

花篮是在铁丝编成的，篮内放上燃红的木炭，用
绳子拴着篮子的提头飞转。木炭借着风力而生出火
苗，从花篮空隙甩出的微红的炭末，像一簇簇萤火虫
在飞舞，煞是好看。如果一个人耍累了，还可以换另
一个人接替。这样，一个花篮可以耍好长时间，会把
许多观灯的人给吸引过来，随之将灯火之夜推向狂
欢。

这一二十年来，纸糊的灯笼已逐渐被塑料灯笼所
代替，灯心的蜡烛也逐渐被电子灯取代，但家乡的元
宵节没变，这美好的节日文化可谓根深蒂固。只是，
元宵节那天，提前外出打工的好多青年人不能再回老
家，已经有孩子的大多数也把孩子带走，故而家乡元
宵节的夜晚，显得不如过去热闹了，让人有点怅然若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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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前，革命先辈在青春之际曾言：肩兹砥柱
中流之责任；百余年后的今天，有奥运健儿在比赛中
激情奔放，挥洒青春；有在疫情和灾害面前敢担当的
青年，默默无闻，恪尽职守，守护一方平安。愿今后的
我，无前进，不青春。

青春不分年龄，不论年迈还是年幼，人生有了前
进，生活便有了青春。

北京冬奥会上，男子短道速滑队夺得首金，是他
们的奋斗与拼搏；时隔14年，中国女足再度亚洲杯夺
冠，如铿锵玫瑰般绽放光彩；老将马龙征战奥运多年，
依然奋勇前进，在他的33岁绽放了青春；苏炳添在夏
季奥运半决赛百米跑出9.83秒，突破亚洲极限，虽未
获奖牌，但青春突破了极限。大批奥运健儿为国争
光，一鸣惊人，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新生力量。

青春如同正午的太阳，喷射着不可抑制、沸腾灼
人的激情。

从汶川地震的志愿者行动，到北京奥运会的火炬
传递，这一代人有着极强的民族自信心与国家荣誉
感，时代需要我们扛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将个人前进
汇入时代洪流，让蓬勃青春与家国情怀共振。

纵使前进之路布满荆棘，只要有一股到中流击水
的劲头，无论道路多险，风浪多大，都是对自己的超
越。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在生命力最为旺盛的
日子里，就该像爬山虎一样，向着心中梦想不断前进，
把青春的颜色布满征途。

爱国，奋斗……这些字眼从来都是具体的、实践
的，砥砺爱国奋斗精神，就要脚踏实地，实干兴邦。我
们正值青春，我们正在前进。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
下看山河。

在青春前进的道路上，愿我们终如“云山苍苍，江
水泱泱”。

无前进，不青春
李晨光

家是生命的驿站，漂泊的归宿，温馨的港
湾。在那里，珍藏着无私的爱和伟大的亲情，
收纳着每个人内心深处柔软的善良和纯真。

年是炎黄子孙一个个年轮中温暖的铭记，
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美好守望，是举国同
庆、万家灯火、全家团圆的甜蜜时刻。

当年遇到家，团聚的喜悦、亲切的问候、真
诚的祝福，使年的意义更加深刻。当家遇到了
年，那红红的灯笼，喧天的锣鼓，丰盛的年夜
饭，还有五彩缤纷的年俗，使家变得更加幸福
祥和。

回家，是每一个奔波在外的游子们，每逢
过年时最大的心愿。远离家乡的夫妻，惦记着
家中的老人和孩子；留守家中的孩子，盼望着
父母温情的怀抱。

严寒风雪挡不住回家的热情，千山万水隔
不断对家的牵挂。过年了，整点行装，收拾心
情，满载一年的收获和对家的满腔思念踏上归
途。家才是灵魂和情感的落脚点，才有幸福和
喜悦的交织。

离家在外的日子，有艳阳高照，也有风雨
交加。无论多苦、多累、多艰难，依然咬紧牙
关，笑对苦难，顽强前行，就因为有亲人的爱和
家的守候。家人的期盼，是出门在外不懈奋
斗、战胜困难的最大动力；家的温暖，是多少回
梦中最亲切的萦绕；回家团聚，是年终岁末最
深情的向往。

年是时光的结，连接着过去和未来，系挂
着回首与憧憬。已经走过的日子里，有喜悦，
有悲伤、有欢乐、有痛苦、有收获、有失意，而未
来的憧憬里，却永远是满满的幸福和美好。生
活中的那份坚持，那份希望，那份执着，都是为
了亲人的幸福安康，都是为了家的繁荣和蒸蒸
日上。

年是岁月的总结反刍，也是崭新的蓄势待
发；年是凯旋的旗帜，也是出征的号角；年是一
轮夕阳的落下，也是一颗旭日的升起。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年
都有相似的热闹，每年都有相同的祝福，但每
年都会有新的挑战和机遇。父母日渐老去，儿

女慢慢长大，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生活的坎
坷波折越来越多，但我们依然满怀信心，乐观
积极的去面对。

人生何尝不是在一次次的历练中品尝生
活的苦辣酸甜，何尝不是在黑暗中依旧苦苦追
寻生命的曙光。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
叶子，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年，但亘古永恒的是
我们对生活的执着追求和对家的无限热爱。

吉祥的春联书写着美好的祝福，大红的灯
笼象征着幸福平安，阖家团圆，事业兴旺。五
彩的大年，点燃着生命的激情；热情的笑脸，营
造着家的和睦。

年是远古的一个美丽传说，是喜庆快乐的
浓缩，家是亲情浓郁、爱意绽放的温床。家和
年都代表着吉祥如意、团圆美满，家和年都是
每个中国人心中的图腾。 ■毛毛 摄影

每当年和家相遇
毛伟涛

自从时兴用手机短信拜年，我能算的上一
位忠实的拥趸。每到春节前后，就忙着编写拜
年的原创短信，单等着春晚零点报时，就逐一
记录着，给天南海北的师友们发送，而且每发
一条，就在稿纸上认认真真地划上记号，生怕
漏发或重发了。

每当这时，我心里就溢满了由衷的自豪感
和幸福感。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竟然有着这
么多的好朋友呀，竟然能收到近百条五湖四海
各行各业亲朋好友的祝福呢。

短信拜年最火的那个春节，我的短信内容
已经是“专稿”了，人老眼花，逐人逐条单独编
辑发送，真的有些吃力了，就改为独家内容的

“群发”：
“您好，我是山东济宁的宋洪伦，在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我谨代表全家人，给您拜年了，祝
您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财源滚滚，官运亨通！
哈哈，我刚刚被评选为‘2012年济宁市中区十
大藏书家庭’呢！哈哈！”。

“听”说我喜获殊荣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回
复并表示衷心祝贺的，是我1978年高中的几
位同班同学，他们有的是山东电力研究院的知
名教授，有的是济宁学院的教授，微山县水利
局农田站站长。

我的思绪，一下子陷入1977年和1978年
这个时光隧道，而无法自拔了。不禁想起了在
济宁二中读高中期间，和鹿兄经常逃课，到市
图书馆去借课外书的情景。

那时候，在我们全班，家里能有辆自行车
的不太多，而能骑着自行车上学的，更是凤毛
麟角。真的，一点也不夸张呢，完全和现在开
辆小轿车上学差不多。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班里父母在军分区、地
革委的同学，是骑着自行车的。鹿兄的父母是
从外地来济宁援建电厂的工程师，所以，他是“有
车一族”。我那两年可没少坐了他的自行车。

因为我们俩人都很喜欢读课外书，又因为
我们有当时还很稀罕的市图书馆的借书证，虽

然我是用姐姐的借书证，所以我们常在放学后
复习功课和课外活动时，偷偷地骑着自行车，
他带着我，从学校穿过财神阁、文昌阁往南，去
人民公园西墙的市图书馆，借阅那个时候很流
行的一些课外书。

我最爱读的鲁迅先生的著作，还有《红与
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猎人笔记》等等。我
那时真的是囫囵吞枣，半生不熟地就往肚子里
吞呀。

眨眼之间，当年啥也不懂的小小高中生，
如今也都是老头了。但是，几十年来爱读书、
爱藏书的癖好，却终生难改了。

1983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家。有一天
无意中在浣笔泉路往南，原来的一家汽车运输
公司大门还要往南一点，路西一家极不显眼的
小书店里头，我看见了梦寐以求的一套《契诃
夫小说选集》，共计10册，总价好像是7块
钱。可我却掏不出这些钱来，骑车回家向母亲
要，又怕书被别人买走了，就央求人家店主无
论如何把书先留住，转身骑车就往浣笔泉路的
大姐家奔去。风风火火地从大姐家借了钱，如
愿以偿地把契诃夫请到我的书橱。

我家被评选为“十大藏书家庭”后，几位知
名高等学府的教授同学的祝贺，让我更真切体
会到，读书爱书藏书的荣耀和幸福。

手机拜年和读书的往事
宋洪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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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⑤

②②

③③

④④

1938年农历正月十
六日，是曲阜鼓楼庙会。
这个地方在孔庙东，孔府
前脸。

4岁的我尚懵懂，父
亲拉开抽屉，翻开钱夹，
取出了一沓纸币，然后又
从洗脸盆架上的肥皂盒
里拿出肥皂，用他平时裁
纸的小刀切了一半，放在
他长衫的衣兜里，招呼我
去赶鼓楼的会。

鼓楼的会，是曲阜城
里春节期间欢快热闹的
小商品市场，有地摊、卖
小吃的、卖玩具的、套圈
的。最迷小孩的当然是
甜点，油炸糕、糖葫芦、蒸
豆腐等；还有辣味、香味，
辣得人淌眼泪；还有卖布
匹、脸盆、暖瓶的，吆喝声
不绝于耳。

父亲是个大个子，先
是抱着我，怕把我挤着

了，又擎在肩上。一个胖子和他打招呼，胖
子身后，出现了我的三叔。父亲当即给我买
了两串糖葫芦，一生，一熟。把我交给了三
叔，三叔抱我，我打着趔趄，要跟父亲和胖
子。父亲答应我一会儿回家，三叔又给我买
了一个竹竿红缨枪，还有一支一勾就响得小
手枪，才把我哄了下来。

这年，农历二月二，家里正围仓，五叔又
离开了家。五叔是二姐和我的大伙伴，他惯
常地带着大我4岁的二姐和我玩，弹琉璃豆、
猜手心、跳洋楼。特别是他带着俺俩，蹲着
喝街口的热粥，吃豆腐脑，吃糖包，曲阜名吃
的地锅子，有辣味的热豆腐，俺俩辣得直淌
眼泪，却很快乐。

父亲和五叔的出走，娘是心知肚明的。
娘是名门淑女，五婶的父亲是曲阜的名

中医，和外公联手经营曲阜育德药楼。二老
相伴、相识、相知，五婶三岁丧母，赖祖母抚
养。出落得聪慧美丽，奶奶缺女儿在身边，
外出做媒，双方无异，既当五媳又是贴身的
小女儿。娘和五婶先是异姓姐妹，后为一家
妯娌。

父亲和五叔当八路打鬼子的事，是由曲
阜山东二师学生、早期共产党员、表伯蒋连
萼发起的，娘和五婶她俩是心知肚明的，“没
有国，那有家”。鼓楼的会上遇到的是宁阳
天福庄的黄书林，二月二和五叔一块离家
的，是宁阳乡饮村的曹宪民，他们走上了爱
国抗日的战场。

两
串
糖
葫
芦
串
起
的
记
忆

八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