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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去外婆家小住。
外婆家在张黄镇齐楼村，处于惠河与毛

河的交汇处。毛河，即新京杭大运河的湖西
河段，和南阳湖紧紧相连。毛河流程远，容量
大，以它博爱的胸怀、丰富的物产，滋养着数
以万计的河畔人家。

记得外婆家村子里，家家户户、房前屋
后，都堆着高高的苇垛。外公外婆年轻时，就
是靠着编织苇席、捕捞鱼虾，再加上几亩水田
的收入，把除长女（我的母亲）之外的其余六
个孩子都送进了学校，其中二舅还上了大学。

割苇子是全村的一大盛事，男女老少齐
上阵，带上干粮，一干就是一整天。午饭时，
我外婆一家和十几个本家亲戚，凑在一处高
地，把自家带来的罐头、咸菜、大饼等，一一摆
在捆扎好的苇子上，你尝尝我家的，我尝尝他
家的，一顿粗茶淡饭，竟也吃得津津有味。

苇子从收割、捆扎到装船，都是邻里间互
相帮助，清早结伴来的，傍晚也要结伴回。几
十条装满苇子的船，一溜排出很远，船桨划过
映在河面的夕阳，泛起红色的涟漪，那时的毛
河，像微醺的样子。

说起毛河的美，怎能忘了毛河的鸭子
呢？外婆家喂了几十只鸭子，每天在毛河里
畅游，吃的是野食，饮的是活水，所以肉质鲜
美，鸭蛋也格外鲜嫩。特别是腌制的咸鸭蛋，
口感细腻，蛋黄似要流出油来，入口鲜香，感
觉与蟹黄不相上下。最有趣的，还是傍晚时
跟外婆一起去毛河唤鸭子。波光粼粼的河面
上，很多人家的几百只鸭子混在一起，“嘎嘎”
声此起彼伏。它们有的把头栽进水里，撅着
屁股捉鱼；有的三三两两并排游水，像比赛似
的；有的头挨着头，似乎在窃窃私语。

外婆不紧不慢地来到毛河滩上，“鸭鸭
鸭……”外婆的呼唤，像高低起伏、轻柔舒缓
的音乐，根本不需要大嗓门，外婆家的几十
只鸭子就会争先恐后爬上岸。它们昂首挺
胸，迈着方步，一个个训练有素的样子。左摇
右摆，憨态可掬，常引得我忍俊不禁。外婆牵
着我的手，也开心地笑。她满头银发间，跳跃
着夕阳的余晖，那是一种让我至今想起都倍
觉温暖的光芒。

哦，亲亲的外婆，亲亲的毛河湾！

外婆家的毛河湾
李静（鱼台）

上午十点半，我登上了嘉峪关城楼。刚
刚是还艳阳高照，顷刻间一大块黑云向城头
压来，裹挟而来的狂风差点吹走我的帽子，我
打了个趔趄，赶紧抓住了城墙上的扶手。

我站在城墙上，任边关的风吹过我的脸
颊，古老长城的万千气象便在我的思绪里盘
旋升腾……这云是漠北的云吗？这风一定是
西域的风！猎猎的风声，似乎夹杂着血雨腥
风，依稀传来鼓角铮鸣，一个个身着铠甲的守
城将士，好像马上就要出现在我眼前。

嘉峪关，万里长城西部第一雄关，地处荒
漠化严重的蛮荒之地，历经数百年而巍然屹
立。此时西去敦煌的大巴车正经过玉门，透
过车窗，高速两侧大片大片的土地寸草不生，
无怪乎唐代诗人王之涣有诗云：黄河远上白
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
风不度玉门关。

登嘉峪关记
王尊广（金乡）

张元济先生曾说：“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没上学前就从大人那里

听了些故事：济公活佛走到哪里都乐善好施，人人
称赞；武松景阳冈打虎成英雄，万人敬仰；手端空
花盆的孩子，因为讲诚信被国王选作了继承人
……我常恳求父母领我到有书的邻居家串门，大
人们聊天时，我可以翻看人家的图书，若赶上开明
大方的邻居，还能把书借回家慢慢看，当时别提有
多高兴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上了小学，语文课基本
是教读课本。后来教我们的王老师居然拿了本其
他的书读给我们听，那时我认为老师很厉害，当时
心里就萌发了自己长大以后也要当老师的念想，因
为能看到更多的书籍。上初中后，我越来越知道书
中知识的丰富、世界的广阔，也更加喜欢阅读了。
除帮家里做点家务外，我用在阅读上的时间多了。
我曾为曹刿的军事才华而喝彩，为小萝卜头的命运
而落泪，为鲁滨逊的顽强而心生钦佩……

上高中后，尽管学习紧张，但我还是抽点时间
读书或借《中学生》《文摘荟萃》等杂志看。经老师
指导，我已不再过分追求阅读的数量，而是学着精
读和赏读。有的书字字珠玑，我品味其语言文字
的魅力；有的书含蓄隽永，我感受其情感的真挚与
丰富……

上大学后，读书的条件更好了，除上课外，我
几乎就泡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期间，我养成了读
书摘录的习惯，将书中的佳句记录下来，有时在语
句旁加注上自己的思考与感悟。参加工作后，我
仍坚持阅读，因为阅读能开阔视野、润泽心灵。

亲爱的朋友，请以书为友吧！在阅读中，你将
领略到生命的美丽和人性的光辉，你将拥有摇曳
多姿、绘声绘色的生活。

读书滋味长
荪益（邹城）

车在山间穿行，窗外树木如哨兵笔直，夹道欢
迎着我。向日葵笑脸灿烂，把喜悦和收获传给客
人。大片大片的绿草肆意铺在山上、平地和岸边，
山外是草、草外还是草。白云几抹，似几匹白纱飘
散开来，天空蓝得清清爽爽无一丝杂念，这是大师
以天为纸的大作吧！阳光温暖，被丛林密叶滤下，
如万条金丝带，送给百草、千花、万树、亿人。

几处水汪如镜，有几处水必有几则动人的
事。或许，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眺望远征的郎
君，相思泪如珍珠断线，千行落下；或许，有一位游
子，想起如豆灯火下，白发亲娘手中的线，想起自
己飘泊如云如风，泪水无声流下……

天已青黑，几盏灯火若有若无地摇曳。车从
水泥路小心折入林间，树叶拍打车窗伸手可及。
些许时间，折到一小楼前，没有围墙，树林、山就是
自然的墙。点燃篝火，燃烧的烟灰如蝴蝶翩然落
下，男女老少手牵手，结成圈、走着舞、说着歌。十
里八乡的蚊子都如约而来，在今日“大显身手”，在
红肿处刻下“到此一游”。火末尽人已散，夜宁静，
没有虫子的肆意鸣唱、没有青蛙高调登场。有山
间明月、林间轻风、漆墨夜色，远处是星星闪烁似
渔火幻灭。

狗叫三两声，风吹叶响，夜更深、山更幽。
呼噜声此起彼伏，隔墙传来。
还有心跳的声音。

坝上行
李西全（兖州）

在我灵魂深处，总有个声音轻轻呼唤，牵引
我回到郗山——那座枕着微山湖、依着青山的古
村。它宛如一首古老的民谣，每个音符都跳跃着
往昔的光影，编织出我如梦似幻的童年。

郗山的村子像被一双温柔的大手顺着山势
小心翼翼地安置下来。小时候，踏入那些小巷，
就像闯进了神秘莫测的迷宫。巷子曲曲折折，每
一处转折都像是命运暗藏的伏笔。石墙散发着
古朴的气息，青苔在墙角暗自生长，仿佛在低声
诉说着岁月的秘密。

这里的运河市集是郗山的心脏，日夜跳动着
生活的脉搏。集市在老运河的转弯处，从明清时
期就热闹至今，被称为夜猫子集。这里是烟火人
间的舞台，黎明的微光还未完全驱散夜色，集市
就已经苏醒。摊位上，扑棱棱的鲜鱼还闪着水
光，蔬菜带着清晨的露珠，手工编织的日常用具
散发着质朴的魅力，各式渔具展现出制作者的独
具匠心。人群熙熙攘攘，讨价还价声、招呼声、笑
声交织在一起。在这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
每个人都沉浸在生活最本真的模样里。

在郗山的土地下，还藏着一段段炽热的红色
传奇。运河支队的指战员、鲁南铁道大队的战
士，还有那些身在隐蔽战线的革命者，他们的身
影在历史的缝隙中闪现。我常常在夜里想，他们
是否曾在某个静谧的时刻，站在微山湖畔，望着
湖水，心中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念，那
些未被诉说的故事，或许就藏在湖底的泥沙里，
等待着后人去探寻。

山南通往大湖的三个河口，是我童年最向往
的仙境。运河悠悠流淌，运河南侧的水草鲜嫩肥
美，像一片绿色的海洋，微风拂过，草浪翻涌，清
香裹挟着湖水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将我包围。
划着小船，进入浅水区，感觉自己像是闯进了童
话世界，四周静谧得只剩下船桨划水的声音。

进入芦苇荡，仿佛踏入了一个绿色的迷宫。
水道弯弯曲曲，芦苇高高耸立，将天空分割成无
数小块。偶尔有受惊的水鸟扑腾着翅膀飞起，打
破这片宁静。越往深处划，荷花的芬芳愈发浓
郁，像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我向前。当小船猛
地从芦苇荡窜出，眼前豁然开朗，一望无际的荷
花塘展现在眼前，那一瞬间的震撼，至今仍刻在
我的心底。荷叶层层叠叠，荷花或亭亭玉立，或
娇羞半掩，像是一群仙子在水中嬉戏。从芦苇荡
到渭河两岸，再到微山岛，一路的美景如梦如幻，
像是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深深印刻在我的灵魂深
处，无数次在我的梦里重现。

如今，我离开郗山古村许久，可那些记忆却愈
发鲜活。在城市的喧嚣中，我时常闭上眼睛，让思
绪飘回那个古老的村庄，那迷宫般的小巷、热闹的
集市、如梦的湖光山色，还有那简单又美好的生
活，都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宝藏。我知道，无论时
光如何流转，郗山都会在那里，静静等待着我，等
待着我再次投入它温暖的怀抱，续写那些未完成
的故事。

郗山散记
王伟（微山）

鹧鸪天·日出（外一首）
房照远（汶上）

日出群山雾众开，清霞拂面坐云台。新
枝嫩叶枯藤绿，许是芳香早就来。

风儿闹，鸟欢谐，山家泉水淌连排。林
中一片妆新貌，数次温行映玉阶。

鹧鸪天·寻觅
云雾飘飘雨落纷，明湖晚月落烟尘。落

花许是云中客，流水无情了却因。
风淡淡，雨纷纷，听风飘过莫生贫。好

诗寻得连声韵，词正才能引月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