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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月的济宁，春风和煦，万树萌芽，城市
绵延的新绿，在这个新的春天，又一次拉近了人
与自然的距离。午后的济宁市人民公园里，下棋
的、踢毽子的、舞剑的、打太极拳的……一片生龙
活虎。

植树节前后的这些天，在园林工人的呵护下，
人民公园更显得葱郁了。这几天，常来人民公园
的市民都知道，公园北部健身广场附近，从园外移
来一棵老冬青树。不少市民在3月15日当天还见
证了这棵冬青的移植，并拍了照片和视频。

“公园来了棵老冬青！”消息一传十、十传百，
也插上微信的翅膀飞速蹿红，成为了市民热议的
话题。要知道，“公园”这个词，在济宁可不一
般。曾经的老济宁因为只有一座公园，而使人民
公园成为几十年来几代人心里的温馨地标。

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只要一说“公园”，那
就是人民公园，由此，也发端了济宁远近为人津
津乐道的“济宁公园文化”。

百年冬青成了大明星，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料
到的。众所周知，冬青因冬月青翠而得名，冬青
树的花语是“生命”，即不仅冬天叶不落不黄，四
季常青。

李时珍《本草纲目》有载：“冻青亦女贞别种
也，山中时有之。但以叶微团而子赤者为冻青，
叶长而子黑者为女贞。”作为常见的城市隔离带
绿植，冬青深受市民喜爱。然而，冬青灌木丛似
乎随处可见，长成树的百年冬青却不常听说，高
大的冬青更为罕见。

接下来的几天，在众多市民的关切中，这棵
冬青树梢发了新芽，这标志着它的移植成功。又
过了几天，冬青蜿蜒的树干上，开始系上了越来
越多的红丝带。大家都说，百年的老树有灵性，
是健康长寿和青山常在的象征。与之类似的，济

宁著名的千年古槐，也被人们系满红布条与红丝
带。

《文化周末》记者来到人民公园，发现这棵冬
青的底部好似两株，向上生长至一人多高时合二
为一。这在传统文化里，除了长生、昌盛和平安
的生命涵义，还有着和合连理等美好姻缘的祝
愿。当这棵冬青成为公园新来的老树，一下子吸
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

百年冬青是从哪里移植来的，到底有多少年
历史，它的葳蕤之下荫蔽着怎样的人间故事？带
上这些疑问，也带着许多市民的好奇，《文化周
末》记者终于找到了冬青树的捐赠人。

讲述这个美丽的故事，要从100多年前说
起。那时的济宁老城区东北隅，有条金山庵街，因
金山庵位于其北首而得名。它的南路口位于红星
中路，今山东公用公司与原济宁军民共建医院之
间。而金山庵，是旧时济宁的一座尼姑庵，虽在老
济宁“三塔七寺十八阁”之列，但院落不大，香火续
断难持，庵中尼姑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

南北向的金山庵街不长，大约四五百米，当
年两侧都是参差不齐的民居。街南首东侧民居
中，住着赵家，有一位女儿正值豆蔻年华，常去金
山庵接济尼姑。在那个困苦的年代，大家都不富
裕，赵家在吉市口做买卖。每逢有余粮，女儿总
会去金山庵布施，或馒头，或青菜，虽然多是吃
食，但礼轻情义重。一来二往，尼姑庵的僧尼和
赵氏女儿熟络起来。

有一天，庵内僧尼在院中挖掘了一棵茁壮的
冬青树苗，简单讲述了寓意，赠与了赵氏女儿，以
表感谢。这就是百年冬青还是一株幼苗时的来
历和第一次迁植。赵氏女儿百般怜爱，将冬青种
在了家院里。

此后，赵氏女儿近嫁于金山庵街西的杜姓男

子。这棵冬青，就像嫁妆一样，由金山庵街街东
移到了街西。赵氏女儿也按照当时的民俗，被街
坊邻居称为杜赵氏。此为这棵冬青树的第2次迁
植。

杜赵夫妇有一子，名杜中林，在原济宁市市
中区卫生局工作时，住观音阁附近建设新村的单
位宿舍，一楼自带小院。杜赵氏老人于1986年
仙逝，金山庵街1992年拆迁时，这棵冬青又被移
往杜中林的一楼院子，此为冬青树的第3次迁
植。而这时，冬青树已经70多岁了。2020年，杜
中林逝世，冬青树留守一楼小院33个年头，直到
今年植树季的3月15日，百年冬青树走进公众视
野。

这棵冬青树的捐赠人杜先生，也就是杜赵氏
老人的小孙子，在冬青树亭亭如盖的树荫下，度
过了他难忘的青少年时光。杜先生回忆，每到夏
末，冬青树会结出一大片火红的果子，样貌非常
喜人。父母、邻居和朋友围坐树荫下，扇着凉风，
讲述着冬青树的由来，也讲神话故事、民间传说，
家长里短，无话不谈。

因为冬青常绿，在那些物质匮乏的时光里，
众多邻居会来家里要冬青树枝，回家做蛋蜡花的
花枝，用作春节期间的绿植装饰。老冬青树，也
成了大家的朋友，不仅能看、能聊，还能用。这次
将百年冬青树捐赠给人民公园，是这棵百年常青
树的第4次迁植。

从3月初有了捐赠意向，到考察树况、准备场
地、修正冠形、实地挖掘、迁栽重植、确保成活和
安全等方面，济宁市人民公园倾注了高度关注。
公园主任钟巍在挖掘现场忙碌了六七个小时，一
直将古树护送到安全稳妥地定植，为确保成活制
定了全面技术措施。济宁市园林局的唐成波，作
为这次捐赠的牵线人，孙博、卢阁允作为杜先生
方面的委托人，杜红英作为家人代表，也一直忙
碌在现场。

对于老物件，杜先生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
因为老物件不仅承载着历史，也寄托着人们的情
感。当年平整环城西路老城墙，政府鼓励市民自
发清理现场，年幼的杜先生就跟着父亲去老城墙
根用地排车拉土，都填在了院子里。于是，这些
老济宁的记忆，就随着旧城改造，由老城植入了
院子。

捐赠百年冬青，让现在的孩子和以后来到人
民公园的人，能感受到父辈祖辈年少时的物件、
旧事和情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为这棵冬青，杜先生还写了《金山庵冬青
记》。文中最后写道：“古济州汶泗沂洸济五水并
流，峄嘉泗梁羊六山同峙，陆野雷菏荥孟六泽贯
达，微独昭安蜀南马九湖迤汇，青徐冀豫兖荆扬
十冲交畅，京杭之漕枢，燕荆之通衢，黄淮之锁
钥，泰沂之门户，遗址遗迹繁罗，唯愿吾辈广搜细
稽，或可有望外之幸，当不负先辈托情寓意，也可
衍延文脉续传生息。”表达了捐赠冬青的初衷。

与百年冬青一起捐赠的，还有原青华洞的60
多节遗竹竹根。杜先生说，这种竹子也十分罕
见，能轻而易举长到两层楼高。

《青华洞志》是杜先生早些年的作品，其中
载：“家中菊圃植竹根数兜，椿堂素喜玉竹秋菊秦
汉四石，集也众。殿毁当日，余疲眠早，皆因乘搬
瓦之瑕未寻得铜泉，无物易于砚席，意兴阑珊
矣。家尊又往返一程掘回竹根，翌日又嘱予学后
等待，运返半车原土，数块蜷石。语原土易竹新
生，山石衬竹生景耳。”正巧是这次捐献青华洞遗
竹竹根的来历。

1974年左右，青华洞拆除时，杜先生的父亲
从废墟移植来了竹子，后随迁到建设新村，如今
也种在了济宁市人民公园西一天门南侧。

杜先生说，这次捐献的冬青和竹子，是金山
庵和青华洞的真实遗存，更是老济宁人的回忆，
这种回忆能以留史存档育人的形式得以延续，是
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①②移至人民公园的百年冬青树
③④金山庵街旧址附近今貌
⑤⑥一楼小院发掘竹根
⑦青华洞今景
⑧移竹一天门所在位置

人民公园新来的百年冬青与60棵竹根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长沟二月古会，又称琉璃庙香火大会。明清
时期，位于运河两岸的十三道街处。自明朝开
始，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十开始，至十三日结束，会
期4天。此会因明朝运河岸边的琉璃庙而成，由
运河而兴，传承至今，经久不衰。

当时一些有善心的乡绅出面，动员乡人“捐
款唱大戏”，成立香火大会，吸引香客们“求神拜
仙”“许愿还愿”，也为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

南方北方的商人们，在大年初二就开始准备
货物，算着日期来长沟赶庙会。山东的庙会还有
很多，春节后第一个庙会在济南平阴马钢公园，
从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五。接着就是长清孝里、东
平白佛山、汶上南站，济宁二十里铺、长沟、寺堌
堆，汶上柳林闸、金乡羊山。三月初十是济宁南
张，三月十五是长沟的崔庄。四月初八，就到了
嘉祥的矿山。

入庙上香

古会期间，香客们虔诚地上香拜佛求神，为
家人祈福，为家庭求财。除了琉璃庙，长沟古运
河两岸还有大小庙宇十几座，左右分布着龙王

庙、大王庙、关帝庙、火神庙、南堂（尼姑庵）、五圣
祠、白衣观音堂、七圣堂、白云观、玉皇庙等等，佛
教和道教交相辉映，每天早晚，烟雾缭绕，钟磬齐
鸣，和谐悦耳的诵经声不绝于耳。

特别是那些进京赶考的举子，一定会在长沟
小住几日，每日必到文昌阁去参拜文昌帝君，祈
求文昌君保佑自己金榜题名，一举夺魁。那些商
人则去关帝庙拜谒关羽，保佑自己生意兴隆，财
源茂盛。

物资交易

商品主要是生产和生活用品，生产用具包括
陆地上、运河上的两种。马、骡、驴、牛都是脚力
或种地的工具，因此，二月古会又称骡马大会。
集市上，骡马牛驴占了很大一部分，这是一年当
中购买这些大型牲畜的最佳时机，庄户人家就指
望买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帮手”，还有骑马的脚
力，拉车的脚力。

其他生产农具有叉子、扫帚、扬场锨、犁子、耧、
耙、铁锹、石槽、地排车、独轮车、牲口缰绳、笼头等
工具，运河上用的有渔船、渔网、渔梭子、渔阀。

生活用品大到盖房子的大梁、椽子，小到家
用的桌子、板凳、篮子、筐子、铁锅、锅盖、苇席、粪
箕子、耙子、篓子、簸箕、斗、升、秤、石臼、水缸、面
瓮、水桶、木盆、纺车、织布机、扁担，以及棉布、棉
衣、针头线脑等，应有尽有。

文化娱乐

二月古会最热闹的地方，当属文化娱乐场。
这里有梨园春、梨园风、满梨园、梨园堂4处大型
戏园子，寓意“梨园子弟，春风满堂”之意。“二月
二，龙抬头，名旦佳角满戏楼”。意思是进入二
月，长沟各大戏楼就坐满了听戏的人，一直持续

到二月底。
这期间，各地戏曲名角齐集长沟，都把“压箱

底”的好戏拿出来“赛场子”，看看谁家的戏班子
唱得好。为了留下擂主的美名，各戏班子暗地里
都铆足了劲，拼命把戏唱好，锣鼓敲得震天响，观
众也都沉醉其中，情绪高昂。

4家同唱豫剧《铡美案》，扮演包公的把全身
的本事都拿出来，唱腔是一个比一个铿锵有力，
动作也是各有各的特点，一个眼神都能把观众的
心全都吸引进去，叫好声不绝于耳。

散戏后，观众们三五一群、两人一伙到小酒
楼里浅酌，谈论的话题也离不开说戏，哪个坤角
好，哪个旦角棒，哪个唱黑脸的强，你一言我一
语，依旧沉浸在戏里。

此外，还有说书的、杂耍的、玩猴的、捏面人
的、斗羊的、斗鸡的，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流动
摊点也有唱戏的，扬琴、道情、花鼓，弦子戏、柳琴
戏，听众摩肩接踵。会上还有搁宝的、赌博的、算
卦的、相面的，百行百业，不一而足。

老人们讲，内蒙古、黑龙江、广东、广西、云南
等遥远的客商，都是在家里过完年初一，就开始
收拾货物，年初二就出了家门，算着日子来山东
赶庙会。

农历二月初八、初九，大部分商客齐聚长沟，
商船往来穿梭，樯杆林立，南腔北调萦绕在古运
河的上空。孙家、宫家、李家等客店都住满了房
客，彼此之间寒暄着，谈论着各地的奇闻异事。
店家热情地为他们准备丰盛的饭食，亲如一家
人，这情景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古会新风

新中国成立后，二月古会成了当地最具特色
的物资交流大会，而且增加了许多文化娱乐项

目。特别是1979年长沟镇影剧院的建设，为长
沟古会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982年的二月古会，影剧院首次放映，观众
人山人海。这一年的二月古会，电影院连续放映
了一周电影，《大闹天空》《少林寺》《月亮湾的笑
声》《喜盈门》《南昌起义》《城南旧事》《骆驼祥子》
《牧马人》等。

影剧院东西长46米，南北宽26米，高15米，
钢筋、木、砖、石结构，按照人民大会堂样式设计，
上下两层，座椅为铸铁木板结合型，共1220个。

影剧院正门为西大门，南北各有安全通道大
门，西大门南北两侧为售票处、验票处。进入大
门为南北两个入场门，一楼为放映厅和观众厅，
观众座椅940个，二楼观众座椅280个。

每次放映，座无虚席，走廊和过道里也都站
满了人。此后，影剧院也成了集电影放映、戏曲
演唱、文艺汇演、大型会议为一体的综合功能文
化活动场所。2012年秋，长沟影剧院因“危房”
而被拆除，成了长沟人永远的美好回忆。

而今，集市和商品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放眼望去，排列整齐的太阳伞下，小摊位上
都是全国各地的名吃、小吃和各种儿童游戏娱乐
品，二月古会变成了群众文化娱乐、旅游餐饮、休
闲观光的大集市。人们喜爱的古老戏曲没变，还
是河南豫剧、山东梆子、山东快书、落子最受欢
迎。

二月古会也是孩子们的天堂，那些美食、小
吃，还有套圈、儿童游乐场、骑小马、海盗船、打气
球、投沙包等项目，都非常吸引小朋友。每年的
二月古会，都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运河水还是那样的清，二月古会每年的固定
日期没变，赶古会唤起、传承着对先人智慧的悠
悠记忆。

始于明清运河两岸的长沟二月风情
高爱国

有一种深情叫珍惜，有一种真情叫感
动。

我和两个战友小聚，其中的张勇提
到我在部队时，与同乡战友合作，给他
写过的一篇新闻稿。他说文章虽小，但
他一直好好保存着，这次相聚还连连道
谢。

张勇是我很敬佩的战友，1994年退
伍后，去了鲁抗集团工作。期间，他取
得了山东政法大学本科学历，又通过全
国法律资格考试，当上了律师，主要从
事刑事、民事、经济知识产权等相关业
务。

他说的这篇“豆腐块”，我是真的“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前在部队从事新
闻报道工作，为别人发过许多稿件，但毕
竟离开部队好多年，很多事一点印象都没
有了。

这次相聚，张勇还能记得这件事，让
我觉得他重情重义而心生感动，随即也对
他说了几句谦虚的客气话……

后来，我和家人再次与他和另一个战
友小聚，张勇又说起这篇“豆腐块”，甚至
几乎可以完整地背诵出来。这次，我的心
被震撼了。一篇小小的“豆腐块”，对写报
道的人来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他竟
然一直念念不忘。

前段时间又见到张勇和他的家人，他
又向家人夸奖我与合作者。事后，我对自
己说，一定要找出来那篇“豆腐块”，看看
我们俩到底为人家写的什么“表扬稿”。
这么多年了，人家至今还记忆深刻，至今
还保留着那篇“豆腐块”。

于是，我找到在部队时的剪贴本。一
翻不要紧，真的找到了那篇。那是一篇报
道部队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文章，张勇的
事迹作为其中一个事例，是整篇文章的

“画龙点睛”之处。
放下剪贴本，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一

篇小小的“豆腐块”，只是说了他“一句
好”，而张勇却用心把我们的“好”记了这
么多年。

我不由想起3句话：看人长处，帮人
难处，记人好处。我想，尤其最后一句，
用在我这个战友身上，或许正符合他的
品格。

我不禁又想起在部队唱的那首歌：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感谢你战友，时
隔这么多年，至今你还记得、保存着那篇
小小的“豆腐块”。

30多年的
“豆腐块”

张德龙

杨柳垂青，
油菜吐黄，春风
送 暖 ，心 旷 神
怡。农历二月才
过了不到一半，
寺堌堆千年古
会盛大登场了。

寺 堌 堆 在
济宁市任城区
唐口街道寺下
郝村，离老济宁
城南 10 公里。
老话说：“走过
南闯过北，赶过
二年寺堌堆。”
一年一度的寺
堌堆二月会，总
是吸引着数以
万计的客商。

以 前 这 里
是有名的骡马
大会，吃过年初
一的饺子，远道
的客商就赶着
牲口，风尘仆仆
地聚集在寺堌
堆 等 着 交 易 。
现在生产运输
用的物件也都
更替了，古会上
也不再有牵着骡马的商贩。

可如今的寺堌堆大会，比以往更热
闹。沿途离着寺下郝村还有三四里路的
地方，路两旁就摆满各种摊位，叫卖声不
绝入耳。进入主会场，摊位更密集，商品
也是琳琅满目。杂技、歌舞、戏剧、游乐
场地搭建着各式彩棚，迎接着不同喜好
的游客。

套圈的、耍猴的、坐海盗船的、写字画
画的、吹糖人的……各种摊子游人如织，
随处都是热闹景儿。

寺堌堆是闻名鲁西南的史前遗址，距
今4000余年。下层是龙山文化，上层是
岳石文化、商周文化遗存。这里曾是诸侯
国郝国遗址，存续400余年。先前高四五
米，直径四五百米，有唐代大觉寺和古墓
遗迹。崇祯残碑立于寺堌堆之上，还有一
棵千年古槐见证着历史。

曾经的唐代大觉寺，里外三进院，有
大雄宝殿、观音阁、藏经殿，宏伟壮观。现
存遗址高出地表约4米，是典型的堌堆遗
址。文化堆积厚约5米，遗址呈圆形，直径
约100米。以前这里曾是村小学，在遗址
南侧有古槐一棵，上面系着许多祈福的红
布条。

在这春风拂面的季节，寺堌堆接纳万
千游客，来这里可以购物游玩，还能一睹
千年堌堆遗址，品赏史前文化。

寺
堌
堆
千
年
古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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