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有作者写柴垛，滚烫的文字乡情四溢，抬头可见的瓦楞草，也流淌出化不开的乡
愁。久未归野的我思潮翻滚，情难自抑，于是我也想写柴垛。也算拙笔走心，思想再去久
远的故乡走一趟。

回头走进岁月里，高高的黄土梁上，低矮的屋舍还没长高，安静地躺在不会变旧的时
光里。夕晖泼洒的时刻，我家的柴垛在土梁一隅不声不语，几只山羊在临风的篱笆墙边作
归圈前的小憩。

我离长大还远，一场风的距离捆着我无数的心思。娘还年轻，在第一声开门声中，迎
着薄晨走向赖以生存的土地。粗朴的光影里，留下的是不会低头的树，一年一年活在篱笆
墙边会说话的牵牛花，天天吵不够的鸡鸭鹅，荒野一样敞开的风门，还有不爱挪步的柴垛
和没长大的我。

我在树下听一粒虫的鸣叫，一群不孤独的灰雀结伴从丛林里飞过来。几只快下蛋的
白鸡在地上啄食，牵牛花爬上篱笆墙默默地想事情。南墙根的一头老牛农耕去了，两头小
牛犊也走出了牛栏，我像屋檐下游走的光阴，在一片叶子下快乐地行走和生活。太阳升到
半空，快活的阳光扑到地面又弹起来，我裹一件被暖阳照醒的小背衫，斜着身子瞧了一眼
院墙外长歪的细柳树，一抬脚就来到西墙边的柴垛旁。

柴垛在院子的最西头。自从娘把它安放在一个安静的归处，它就按自己的方式生息与变
老。天滚着天，月滚着月，年滚着年，浓稠的日子一天天走过去又走过来，乡亲们在一段走不完
的路上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们瞪着眼睛看一个个柴垛高起来又瘦下去，瘦下去又高起来。

我家的柴垛还没高过房顶，但垛腰圆硕，一株株禾稞在长满五谷的庄稼地里栉风沐
雨，努力长大之后，还要生存得长久和永恒，于是就在一条土路上，踩着娘的脚印，思想满
满地走进黄土梁，走进娘的影子里，于我家鸡鸭鹅共存的杂乱小院里，层层叠叠相拥在一
起，就成了我家的柴垛。从最东头水缸旁蹦上几步，我家高大的柴垛就耸在我跟前。柴垛
顶端摩挲着几片青亮亮的楝树叶，矮小的我目视高空，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年看过的地
方，看到尽头就是一辈辈人踩出的一条无尽的路。正在长大的我像一片叶子被一场风刮
走，又被另一场风刮回来，和几间斑驳的老屋、牛圈、老榆树，还有篱笆墙和柴垛，相约拥挤
在同一段时光里御寒和纳凉。一个早晨路旁的树绿了，一个早晨叶子黄落。一个早晨柴
垛影子朝西边走，日头偏西时，又回过头来朝东边走。娘日复一日地在庄稼地里锄草捉虫
和施肥，娘不知道我家那几只白鸡已从柴垛影子里又走到南墙边，还有一只在树下饮水。
娘还不知道我是在爬满篱笆墙的花丛间嬉闹，还是在柴垛的一小片影子中又蹦又跳。我
的世界里，最大的事情就是把今天的时光过好。

我在柴垛侧影中掏出一个洞，蜗居其中洞可栖身，侧头可遥望晴碧的天空和穿行的紫
燕。日头仍在爬升，柴垛沐在日光中，我把一把把干柴移到柴垛另一边，它们走多远都是
家。我一钻进柴垛就隐了行迹，又一个童年的小秘密在柴垛里住下来，村西头村东头的人
都不知我的去向。长久地在一个地方踢腿和伸腰，换一下地方，时光就短了一截子。我在
柴垛里挥拳，点头，与柴草一同吐纳和生息，快乐的牵牛花在一边吐艳，我的童年在柴垛的
影子里一点点长大。

太阳西斜，柴垛染上金色，柴垛的影子在地面上缓缓拉长，在袅袅炊烟里又悠悠升上天
际。远去的柴垛，缠绵着故乡的炊烟，缠绕着果腹的五谷和娘的劳作。一缕缕阳光照出的一
小片柴垛的影子，是娘的影子，是父老乡亲不停歇的脚步，是岁月里活着的老榆树和爬上篱
笆墙的牵牛花掀起的一波波香气，是故土的一缕情思化作一行行热泪，温暖地挂在两腮。

■故园情思

远去的柴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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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伏茶，是大暑节气的传统习俗之一。伏茶，又叫凉茶。它主要由甘草、菊花、金银
花、夏枯草等中草药熬煮成，具有清凉祛暑的功效。在骄阳最盛的大暑日里，一杯爽口的
伏茶，可以消去整个夏天的燥热。伏茶入口通常略带苦味，但随着茶香慢慢在唇齿间萦
绕，淡淡的芬芳于口中弥漫开，会品尝到沁人心脾的回甘，带着丝丝缕缕的甜味，如山间一
泓汩汩的清泉，抚动着我们的味蕾。

在北方干热的气候中，它以其清冽的口感为人们涤去燥热；在南方溽暑蒸人的天气
里，它又能发挥祛湿解渴的功效，可谓各地皆适，老少咸宜。然而也须牢记，伏茶虽可口，
但性寒凉，也不适宜贪杯多饮，以防伤身。

又是一年大暑将至。不妨于午后窗边静默，看阳光顺着斑驳的绿荫洒下，投射在窗内
晶莹剔透的茶壶上，里面棕红色的伏茶水泛着盈盈的光。或是端一盏伏茶轻轻地抿，感受
着独特的香气在口中迸发，一缕清爽瞬间占据了唇舌间的每个角落，在舌尖萦绕着幽幽的
香气。来势汹汹的暑热之气在浓浓的茶香中浸泡，洗涤了大暑的那份狂热，留下了岁月的
那片柔情。

时光在伏茶香里温柔缱绻，像慈祥的老者般静静地注目人世间。每年大暑，从未缺席
的伏茶香，也成了夏天曾经来过的证明。我想，在某个时刻，那缕缕茶香也会随着夏天远
去的方向飘走，带走的是翻涌的热浪，留下的是我们的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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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歌赋

眼前，不再是杂草丛生

在避暑季节 在黑木寨
走在熟悉的田野里
叶片如剑，随风摇曳

有别于江南的春玉米夏玉米
黑木寨的玉米

从春到秋，始终充当
绿色掌柜

给云贵高原的山岗
平添了几分胃口 几分温饱

相对于晴天，已经怀孕的
植株更倾慕月夜

一层层薄薄的霜 涂在它的脸上
让它泛起湿漉漉的摇曳

坐在田埂边
抚慰着将要分娩的植株

思绪关不住闸门

记录在茎叶上

比胃肠的饥饿更难忍受的是

灵魂的饥饿

无须等到冬日暖阳

金黄色的棒棒

就会在餐桌上与你交谈

秸秆也不再担当烟火

成为大雪封山时

牛羊的美食

已撂荒多年的山地

今夏玉米卧坡 雌穗繁盛

黑木寨的玉米
□ 吕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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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记事

雨中的外卖骑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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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雨丝，如细针般密集地落下。我独坐一隅，望着连绵不绝的雨幕。正是晚餐时
分，人们大多在家中围炉。突然，门铃的响声打破了寂静。我抬头望去，只见一位外卖员
推门而入，一股凉意夹杂着水汽扑面而来，雨水顺着他的雨衣滴落。他走到我近前，缓缓
摘下头盔，露出一张中年人的脸庞。

“您好，您的外卖。”他递过手中的塑料袋，语气温和。
我接过食物，道谢之后，看到他脸上露出的温和笑容，心中涌出一丝暖意。我望着他

忙碌的背影，不禁想起自己曾经在雨中奔波的日子，想起那些曾经在雨中遇到的温暖。
读大学期间，我也做过那雨中的骑手。大学所在的那座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我身着制服，头戴安全头盔，背负着沉甸甸的保温箱，与所有的外卖员一样，沉默穿梭于那
座城市。

那个时候，我的每一次出发，都是对未知的探寻。每次送餐的对象都不同，有时候是写字
楼里忙碌的白领；有时候是家中等待的老人；有时候是学校里饥肠辘辘的学生……我的每一次
送达，都是一次与陌生人的相遇。那些相遇虽然短暂，但却充满了温馨与感动。

记得有一次，我送餐到偏远的郊区。那也是一个雨夜，时间已至深夜，小区里静悄悄的，只
有几盏昏黄的路灯照着前方，光线很暗，湿滑的路面又很颠簸。一不小心，电动车翻倒在地，车
上的食物散落一地，我身上的衣服被蹭破，右腿被划伤，双手鲜血淋漓。钻心的疼痛，让我的泪
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知道这次的送餐任务已无法完成，但我必须找到点餐的顾客说明情况，并
将点餐的钱退还给对方。送餐的任务支撑着我，让我一瘸一拐地朝着那栋旧楼缓缓走去。

等我艰难找到具体的门牌号时，已迟到了半个多小时。门打开后，一位年过花甲的老
人，走到我面前。老人并未因我的迟到而恼怒，反而对受伤的我百般安慰，最后更是将我
迎进家中，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让我在他那虽陈旧但格外温馨的家中休息。

在我离开时，老人递给了我一把雨伞，并嘱托我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天，雨很大，天很
凉，但我心里却一片温暖。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距离那段在风雨中奔跑的日子，已过去了十余年，但我依然怀
念那虽辛苦但温暖的时光。那些温暖与感动，已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

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我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行人，心中充满了感慨。其实，每一个
或天晴或阴雨的日子，都值得被珍惜；每一份工作，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平凡的人，
都值得被尊重。

愿每一位在风雨中奋斗的人，都能欣赏到天边的彩虹，都能找到心中的那份温暖与期盼。

赵二爷的瓜田，横卧在村子南头，三亩地，宛如一片翠绿
的翡翠镶嵌在田野间。已是盛夏，瓜田里便弥漫着甜丝丝的
瓜香，吸引着过往的路人驻足。赵二爷是村里的种瓜能手，他
种的瓜，皮薄肉甜，汁多如蜜，远近闻名。

今年的瓜长势格外喜人，藤蔓粗壮，叶片翠绿，一个个西
瓜圆滚滚的，像一群胖娃娃躺在那里。赵二爷看在眼里，喜在
心头，每天都要去瓜田巡视几回，生怕有什么闪失。

然而，这几天，赵二爷发现有些不对劲。他注意到，瓜地
边总是有几个陌生人在转悠。赵二爷心里犯了嘀咕，这年头，
偷瓜的贼可是防不胜防啊。他于是更加小心，每次去瓜田都
会带上他的老伙计——一只名叫“黑虎”的大黄狗。

这天清晨，赵二爷照例去瓜田巡视。阳光洒在瓜田上，
一片金光闪闪。他远远就看到，瓜棚边躺着两个西瓜，旁边
还放着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块钱。赵二爷心里咯噔一下，连忙
跑过去查看。只见那两个西瓜已经摔破了皮，露出了鲜红的
瓜肉。

赵二爷眉头紧锁，犯开了嘀咕。这是怎么回事？按说要
是有人偷瓜，应该抱走啊，为什么把瓜搁在这，还放了钱。他
四下张望，却没有发现半个人影。他拿起钱，怎么也想不出个
所以然。

就在这时，黑虎突然冲着远处狂吠起来。赵二爷顺着黑
虎的目光望去，只见远处走来几个人，正是这几天在瓜地边转
悠的那几个陌生人。

他们来到赵二爷的瓜棚，脸上露出了歉意的笑容，向
赵二爷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他们是来这里进行高速
公路测绘的工程师，今天在测量时不小心碰掉了两个西
瓜。他们知道这是赵二爷的瓜田，心里过意不去，于是就
留下二十块钱作为赔偿。

赵二爷听了他们的解释，再看看那两个摔破的西瓜和二
十元钱，一时间感觉心里很暖。他笑着对那些工程师说：“你

们也不是故意的，这钱我不能要。”
“毁坏东西就要赔的，您老一定收下。”那些工程师诚恳地说。
争执不过，赵二爷干脆到地里摘了一个大西瓜，切开了送给他们吃。
从那以后，赵二爷和那些工程师成了朋友。他们小憩时，就到赵二爷的瓜棚里歇息。

每次看他们过来，赵二爷就摘下一个大西瓜招待他们。怕他们不吃，就说这是熟透炸裂了
的西瓜，帮助解决了吧。

在瓜棚下，他们谈天说地，分享着彼此的故事。测绘师们讲述着他们的工作经历，赵
二爷则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

时间过得很快，测绘师们要到山岭的那边去工作了。临走时，他们来向赵二爷告别，
赵二爷摘下几个熟透的西瓜相送。他们推辞不过，接了。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赵二爷心中感慨：为了国家的建设，你们来到我们这风吹日晒
的，真不容易。

赵二爷回身要拿草帽戴上回家，却意外地发现草帽下压着两百元钱，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感谢大爷每天摘瓜给我们吃，这是一点心意。

赵二爷手握着字条，此时他心里的滋味，真的比瓜田的西瓜都甜。

风流，《辞海》上有多种释义。概括起来有：风采特
异，才华横溢，自成一派，放浪不羁，不同凡响，笃厚疏
阔，流风余韵，仪态洒脱，倜傥豪迈，情色卓然等。济宁
给我留下的印象，恰恰也是这“风流”二字。归来半月
有余，每每想起任城、曲阜，想起济宁的历史风华、人文
情色，就不断地令我玄思冥想，那不仅是帝王将相、才
子佳人的荟萃之地，更是先圣鸿儒、诗人作家播撒思想
与文明的人文初肇之地。济宁三日，虽不敢说洞见了
至圣先贤的哲慧心、诗文心，却也赏得了些许风物情色
之妙处，产生了难忘于此之山山水水的深挚之情……

先说这第一天的印象。那日乘高铁到达曲阜，下
午 4 点 10 分左右，济宁市委宣传部的梅长智与司机徐
鹏就接上了我。在去市区的路上，我问二位：除了三孔
圣地、孟子故里，咱济宁还有什么历史名人名胜呢？他
俩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我：还有李白、杜甫、贺知章，写

《桃花扇》的孔尚任，等等，他们都在咱济宁生活过。其
中李白一家就在这里生活了 23 年之久，孔尚任也两次
归隐并终老于此。“当代的名人有吗？”小徐脱口而出：

“乔羽呀！我接待过他，人特别和蔼，还是我们济宁口
音，一点儿没变。影视演员靳东，也是咱们济宁人。”

“还有吗？比如当代的作家、诗人？”他俩沉默了。
其实，在我心中，济宁还有一位当代的经典诗人郭

路生，即食指。他是 1948 年生人，1971 年参军，1973 年
退伍，后患精神分裂症，1975 年病愈。他写于 1968 年
的诗歌《相信未来》《这是 4 点零 8 分的北京》与写于
1979年的《热爱生命》等，曾经风靡全国，产生了巨大的
反响。作为北京市作家协会的理事，我们曾经多次相
见，一起参加采风。记得 21 世纪之初，在北京门头沟
状元村采风，晚上入住龙泉宾馆，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谈
诗。他直陈己见：新诗一定要有韵律，而且要尽量押
韵，尽量整齐。显然，他对新诗的不讲究、没规矩，很不
满意。他说：“诗，凭什么是诗？就是它不是大白话，是
有规定性且有韵律的高度凝练的文字。”那晚，他激情
澎湃地给我们诵读了他的新作《暴风雪》。他有一张

“国”字号的脸庞，身高一米七八以上，朗声笑眉，言语
间有一种挚爱的深情于诵读的诗句中款款流溢……在
百年新诗的史册上，食指绝对是入典诗人，而且不是一
般地被提及，是有一章一节的诗人——他是济宁土地
上生出来的诗的精灵。他说他的诗，是“窗含西岭千秋
雪”的“窗”，是时代、历史之“窗”，每首诗，都可以见到
时代、历史的“千秋雪”。正如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
风暴中，写下《相信未来》的心誓所展现出的历史逻辑，
与之后写的《热爱生命》所揭示出的对生命的珍爱，等
等，都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那颗心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的怦怦跳动之声。他是济宁的老娘土养育出来的一位
必将传世的诗人，是具有时代标识度与辨识度的诗
人。我不知道他的老家济宁鱼台有没有他的纪念馆，
如有，我一定要去观瞻。据我所知，食指仍健在，现居
北京，今年 75 岁。他为人低调，不爱抛头露面，诗坛上
几乎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但他像金子，你看不看他，他
都在那里，金灿灿地存在着……

“王老师，到了。”

我以为到宾馆了，结果，我被直接拉到了太白楼，
而且一拉开车门，太白楼的负责人带着讲解员，已经站
在了我的面前。济宁的采访工作已经开始了。猛地一
下要朝觐诗仙李太白，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不过，我有
足够的敬仰与敬爱。拾级而上，进入城墙之上的景园，
只见一座二层楼的檐下中央，白底黑字写着“太白楼”
三个字。首先，我绕着全楼仰观一圈儿，对墙上的颂联
逐一敬诵。关于这座太白楼，介绍说是唐代贺兰氏经
营，李白“常在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公元 861 年，吴兴
人沈光为该楼篆书“太白酒楼”匾额，作《李翰林酒楼
记》而得名。公元 1391 年，左卫指挥使狄宗重建太白
楼时，将“酒”字去掉，遂成“太白楼”。而我在心里嘀咕
不止——去了“酒”字，李白还是李白吗？

此楼建在三丈八尺高的城墙之上，坐北朝南，十
间两层，青砖灰瓦，游廊环绕，斗拱飞檐，雄伟壮观，
占地 6000 平方米。正厅有李白半身雕像；二楼正厅
有明人所书“诗酒英豪”，下嵌李白、杜甫、贺知章全
身阴刻的三公画像石，李白居中，体态典雅，眉目俊
秀。让我最感兴趣的，是楼下东面空地上李白手书

“壮观”二字的石刻，这两个字完全打破了我对李白书
法的想象。我想象的李白书法，应该是怀素式的狂
草，一如李白诗中所绘：“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
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怳怳如
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
楚汉相攻战……”以我的想象，李白就应该有如此恣
肆汪洋般“一行数字大如斗”“时时只见龙蛇走”“状
同楚汉相攻战”，而不是展现在我眼前的这块“圆融周
正”“端庄拙雅”的“壮观”石碑。它必须是怀素式的
狂风骤雨，而不应该是苏东坡式的大腹便便。蓦然
间，我想起了李白的《上阳台帖》，那帖上的字，也不
够狂，只有稍许的挥洒，而且也是有限度、有克制的张
扬。这让我玄想了起来：也许我们想象的李白，比如
浪漫，比如轻狂，比如俊逸……这许许多多的比如，事
实上都不是李白，而恰恰这个“圆融周正”“端庄拙
雅”的才是李白？或许种种我们想象中的李白，仅只
是李白的一个个侧面，我们统统想偏了，而忽视了圆
融通达的李白、端庄周正的李白、粗壮细腻的李白、拙
朴雅致的李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就常常遇到这
样有多重性格与多个侧面的人吗？拿我自己的故事
来说吧，记得 20 多年前评论家雷达就对我说：“认识
久辛这么多年，我就想象不出《狂雪》是出自久辛你之
手。”我问为什么，他说：“我想象的《狂雪》的作者，最
少应该是个五六十岁的狂老头子。”而当时我也就三
十岁左右啊。可见，主观臆测式的想象，永远不可能
与真实的人物对上号。由此，我想给出一个参观太白
楼后的感悟：我们不能以李白瑰丽的诗篇去想象李
白，更不能以李白的理想与艺术的高峰去想象李白，
李白其实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多重性格的人，他的狂放
是一个侧面，而他的圆融，也应该是一个侧面，他是我
们所有人不同的想象造就出的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有
如神的精神境界，也有如凡人一样的各种各样的优缺
点。这样想来，我觉得就与他更亲近了，而济宁太白

楼下的这块稀世珍宝——李白所书的“壮观”碑，也许
就是引领我们走进李白真实内心的一座辉煌的金
阙。嗯嗯，去吧，去欣赏李太白另一面的圆融周正，另
一面的端庄拙雅吧！或许这样的李白更丰富、更有魅
力呢？

本来，我们应该回宾馆吃晚饭，可是我因为在高铁
上没有吃午饭，所以参拜完太白楼，我的肚子已经咕咕
叫了，便坚持要在街边随便吃点什么算了。长智与徐
鹏也看出我的心思，于是，便把我带到了竹竿巷的林家
湾炖鱼店。这个炖鱼，据说是非遗名吃。鱼并非大鱼，
而是小鲤鱼或小鲫鱼，用面裹了后先炸，后倒入放了各
种作料的老汤中炖出来的。我们三人，一人一碗，每碗
有七八条小鱼，佐以切成小块儿的大饼，泡入炖鱼碗
里，一口鱼肉一口泡饼，这滋味还真是独特。小鱼肉
嫩，而炖得又烂熟入味儿，这样的吃法，我还是第一次
遇到。小徐还要了老味酥肉和炖萝卜、炖豆腐等，都是
无须大嚼大咽的饭菜，入口稍转轻嚼，便可下咽，真是
味浓可口。我又要了瓶二两装的小酒，无须杯盏，拧下
瓶盖儿仰脖子就喝了，那种轻闲随意的美妙在心中荡
漾，吃一条鱼，嚼一口饼，嘬一嘴小酒，那酒那鱼那饼，
就混合着作料的汤汁一齐下咽肚腹，瞬间便品尝到了
济宁的滋味儿——好不快意啊！二两酒后，微醺已至，
而月已上天。想想李白与食指在济宁生活时，肯定也
常吃这样的炖鱼，一种贯通古今的悠悠之情悄悄从心
底升起。好啊好啊，济宁，有味道。

晚饭后，长智说：“今天省里来了几位作曲家，晚上
安排了夜游运河，如您还有兴致，可以和他们一起玩玩
儿。”我思忖：刚刚吃了李白、食指吃过的炖鱼，再游一
下李白、食指泛过舟的古运河，岂不美哉？更何况是搭
便车，不用再安排了。我便应：“好呀。”就这样，我们便
与省里来的作曲家们同舫夜游古运河。

画舫启动了。沿着古运河徐徐而行，两岸灯盏，赤
橙黄绿青蓝紫，变幻着在树干树枝树梢头闪烁，倒影漪
漪，拉长了彩色，轻轻铺在河面上，却又被我们的画舫
剪开成了两半，一半彩影晃悠，另一半晃悠着彩影，而
两岸“运河记忆”中的各种商铺小店与美味小吃，便沿
岸展开——舫内的桌几上，有济宁的各式甜点和啤酒，
河上与岸边游人的夜生活开始了吗？

从东大寺上舫，至会通桥折转，两岸的人间烟火气
与灯影里的诗情画意融合在一起，让我不能不设想：若
李白再世又会有怎样激情飞扬的诗句？若是今晚画舫
上遇到了老朋友、诗人食指，他又会怎样朗诵他的《相信
未来》？那一河的彩影深情，可否令唐人李白沉醉，今人
食指忘情？反正我是痴了，望着浮光跃彩的河水，想到
了《清明上河图》上的游人，他们若是不老，又会怎样感
慨万千呢？我们的画舫本身不就像一首长长的诗吗？
载着千年的李白与不朽的市声喧哗，缠绕在古城济宁，
无须举杯邀明月，明月始终在河心。我想，如果李白还
魂，也会为我的洞见而狂生欢喜之情吧？而老友食指若
在舫上，他一定会以家乡人自居，非灌我个酩酊大醉不
可啊！

（作者系著名诗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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