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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利杰

清明前，故乡的王留哥打来电话，
说村西王家墓田只有我爷爷的坟没迁
了，买下村西一大块地的汽车公司开
业时用砖把爷爷的坟挡了起来，碑已
经撞断，再不迁人家就要给推平了。

爷爷去世时我还只有十一岁。爷
爷是 1955 年公司合营时到山东省畜
产进出口公司做股东的，十年之后惨
死在“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中。文革
中爷爷挨斗时就说：“我要是熬不过去
了，一定要回老家葬啊。”

1967 年冬天，爸爸依仗在铁路上
工作二十几年的面子，把被批斗折磨
得还有一口气的爷爷抬上冰冷的行李
车，从济南拉到潍坊车站，又借了车站
行李房的地排车，父母和两个姑姑、小
叔半夜拉着爷爷沿国防路往四十里外
的老家赶。两个学医的姑姑鼓励着爷
爷要坚持住，爷爷已经三天不能说话
了，快到村口时天仍然很黑。爷爷突
然清清楚楚地说：“到家了，好
啊。”兄妹几个围起爷爷，想爷爷一
定还有话要说，爷爷却再也没有说
话。叔叔说：“再打支强心针吧。”
一直给爷爷把着脉的姑姑哽咽着说：
“不打了吧，咱爸没了。”

1915 年，爷爷十六岁从故乡治浑
街到潍县大顺商号做伙计。凭着家学
私塾的底子，二十二岁时爷爷已受托

做掌柜。1924 年，爷爷二十五岁，辞掉
大顺商号掌柜，和我大爷一起，随祖爷
爷到青岛协理生意。两年后接替祖爷
爷的股份进入青岛名气很大的“恒盛
德公司”开创土畜产业务。爷爷为人善
良，以算盘打得精准、烂熟业务极受股
东的信任推崇。三年后，被委以财务经
理之职，很快掌管恒盛德的全盘经营，
恒盛德也盛极一时。

爷爷经商重德，国学深厚堪称儒
商。学广舅舅在世时说他跟爷爷“跑
腿”（秘书）应酬国内外客商，一不到四
方路的“膏房”（大烟馆）抽烟，二不到
太平路“洋坊”喝花酒。奶奶说，“鬼子
来之前，梅先生（梅兰芳）每到青岛演
出，戏园老板都给恒盛德派票”。奶奶
每次陪着去看戏，爷爷都是自掏银子
还给柜上。爷爷藏书很多，我们手里有
文革劫后幸存的一套石印《辞源》，上
面爷爷的藏书印清晰可见。爷爷毛笔
字写得好，清秀俊逸。我小时见过爷爷

曾在书房挂过的手书古训，“千买卖万
买卖，不如回家买土块”和寓意清白老
实做人的白石老人所作两幅白菜和石
榴的国画。这些书画爷爷都在文革中
交给红卫兵，连同“变天账”（商人的老
账册）一起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

爷爷终年在大都市奔波，心里却
视老家的土地为根本，在老家建造的
青砖院落至今仍能居住。老家的人说
爷爷回治浑街老家，总是让车停在村
外，他下车步行，见老少爷们各行其
礼。一次回老家时遇到四叔出栏（从猪
圈里出粪），爷爷穿着皮鞋，挽起大衣，
跳到栏里就干活，传为坊间佳话。

熬过了日本人八年的欺侮， 1945
年，爷爷四十六岁，辞去“恒盛德”
大掌柜，与潍县乡党共创“恒源昌”
公司，自任董事总经理，仍经营土畜
产业务，重点做猪鬃生意。全家人也
从潮城路搬到了观象山下观象一路一
号的一座德式楼院，业务也从日韩东

南亚为主转为欧美为主，自己创业更
加辛苦。听我母亲说，他们很少和爷
爷一起吃饭，先是姑叔和老家来的学
生们吃饭后做功课，再是下工后的大
人们吃饭，最后才给爷爷做好夜宵。
经常是奶奶一人掌着孤灯等待忙到深
夜归来的爷爷。爷爷鼓励在中学和大
学读书的子女们参加反对国民党黑暗
统治的活动。青岛临近解放时，很多
股东卖了家产换成“香港条子”（国
民党政府的金条成色不足）下南洋或
去台湾，爷爷拒绝拆卸变卖生产设
备，也不向海外转移钱财，毅然决然
留在祖国。父亲也从撤走的花旗银行
到四方火车站当了工人。

解放后，爷爷苦苦支撑着自己的
企业，由于欧美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
爷爷又到徐州投资纺织做内销，辗转
把家搬到济南。1955 年，公私合营运
动中，在儿女的多次劝说下，爷爷忍痛
把大半生自己经营的企业全部无偿捐

给了国家，而此时，五个儿女中已有两
个是中共党员。同很多挚爱着自己土
地的解放前的民族企业家一样，爷爷
在文革中被折磨得精神错乱。他把捐
赠证书给斗他的造反派看，却又被当
作了新的剥削罪证，加重了对他的残
害。他不能理解：把全部家产献给国家
以后为何成了万恶的罪人？

历史的确有些诡谲，我做梦也没
有想到，爷爷的子孙散落在世界各个
角落。唯有我，从父亲下放的县城被一
纸文书遣派到爷爷生活奋斗过的岛
城，做了七年丝绸生意，也品尝了做国
企“大掌柜”的滋味，虽秉承祖训不敢
丝毫怠惰，但资质学识浅薄，难堪大
用，欣慰的是在经商的磨折中多了对
爷爷的理解。

一切如此虚幻。本来时光用层层
的帷幕遮住了过去，后人又各奔西
东，无暇回顾。此时此地即使与爷爷
挚交同仁的子孙碰个满怀又能怎样。
一切又如此真实。爷爷的一点一滴从
长辈的无意言传中教化了我们。给爷
爷迁坟，应该在新立的碑上写个生
平。浮华、钱财与善良、亲情相比的
确都成了过眼云烟。天空未留痕迹，
鸟儿却已飞过。面对一个家族或民族
历史的天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该仰
视些什么呢？

五一假期马上就要来临了，平时被繁忙工作缠身
的你准备好了吗？快来一次惬意的旅行吧。一颗心躁
动难耐，出游！出游！立即出发！走进春暖花开的野
外，走进新鲜纯净的快乐里———

◆探访春季的古城

目标：淄博周村古商城
周村古商城，一个浑厚历史的沧桑背影，一段至

今仍呼吸着的古街传奇。幽深的街道，厚实的条石，
古拙的青灰色，朴实的居民和商户，古迹仍在，新景
又添，吸一口沉埋的檀香墨香，品三分过往的风华风
流。

线路：周村古商城、马踏湖一日游
价格： 138 元/人
推荐旅行社：济南国信旅行社

◆追寻诗情画意般的春天

目标：婺源——— 自在飞花轻似梦
婺源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是中国四大花海之

一，春季到来，婺源的油菜花、桃花、梨花、杜鹃花
都在这个时期盛开，此时是婺源一年当中最美的时
候，是观花踏春的好去处。江西多丘陵，与云南、青
海油菜花的那般广阔气势不同，婺源花海好像一副淡
淡的水彩……

线路：婺源景德镇双卧四日游
价格： 1080 元/人
推荐旅行社：交通旅行社

◆这个五一寻“根”去

目标：山西——— 大槐树景区
中国人素来恋乡情。穷家难舍，故土难离。“问

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鹳窝”。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我国广大
地区祖辈相传，妇孺皆知。一棵古大槐树，成为海内
外众多华夏子孙访古寻根的故乡。

线路：大槐树、平遥古城、王家大院三日游
价格： 740 元/人
推荐旅行社：济南森林旅行社

◆“和合”之旅游杭州

目标：杭州、千岛湖、乌镇
千岛湖素来以千岛碧水闻名天下，近年来更是成

为城市居民越来越向往的游览度假胜地。沿千岛湖岸
随心随性地慢走，一路走走停停，坐在船上肆意观望
千岛湖的风光；夜宿古镇，充分享受这分难得的慢生
活。杭州春色，桃红柳绿，春风拂面间，留一点来不
及观赏的景色，让自己耿耿于怀，留作下一次执意再
去游一遍的理由或者说借口。

线路：杭州市内、千岛湖、乌镇双卧五日游
价格： 1480 元/人
推荐旅行社：山东省中国国际旅行社

◆ 线路超市

出游,出游,

立即出发吧

■ 旅途人生

忆爷爷
□ 王建华

◆ 景区动态

五一省内景区活动大放送
梁山：世博东风起 水浒盛宴迎五一

4 月 23 日，梁山风景区面向全国征集
“ 108 张笑脸”争做“ 108 位好汉”活动开展
以来，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热情参与。 5 月 1
日，梁山风景区一关广场将举行“ 108 张最具
水浒人物特色笑脸奖”颁奖活动。

牟平：免费发放自驾游地图迎五一

近日，烟台牟平区旅游局为准备五一自驾
游的市民推出了一份出游宝典——— 牟平自驾游
地图。自驾游地图将瓜果采摘、钓鱼蟹、吃农家
饭、住农家屋等系列乡村旅游活动串点成线，详
细标注具体位置、活动时间、活动内容、联系方
式等，并注明饭店、辖区旅游景区点。

海底世界：看特展 一起保护胶州湾

五一期间，青岛海底世界将推出以“今昔
胶州湾，珍稀生物园”为主题的胶州湾“环湾
保护”海洋生物主题展。主题展将从五一开

始，持续展出一年。

南山：“观世博游烟台”享受特惠服务

4 月 28 日为“观世博，游烟台”世博游特惠
日，凡当天游览龙口南山景区的游客，可享受购
票 60 元/人的五折优惠。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凭上海世博会全价门票，购买龙口南山旅游
景区门票可享受九折优惠。活动期间，每天上午
10 点半可观看药师颂动感音乐喷泉表演。

赤山：百花争妍 民俗扮俏

五一前后，赤山将迎来百花竞相开放、争
奇斗艳的胜景，去年日本比睿山延历寺赤山禅
院捐赠的 300 株牡丹也将首次面客。同时，景
区还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民俗节目表演。 4 月
30 日将举办“赤山旅游杯”威海市青年文明
礼仪风采展示大赛。

天然地下画廊：6000 万元代金券迎五一

近日，沂水地下画廊景区通过主流媒体印

发代金券 3000 多万张，每张代金券可抵顶现
金 20 元，合计金额超过 6000 万元。景区五一
将推出“读报有礼，持代金券优惠”、“天天
有晚会，周周有篝火”、“市级以上劳模免费
游画廊溶洞，陪同七折购票”等活动。

天上王城：爱心字画义捐玉树

5 月 1 日，沂水天上王城景区将举办“情
系玉树 大爱无疆”抗震救灾爱心字画义捐活
动，活动将邀请我省著名书法家现场作画，作
品拍卖后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青海玉树灾区。

蒙山：祈福寿 感恩父母家家游

蒙山风景区五一将推出“感恩父母家家
游”祈福寿系列活动。活动期间，景区将在蒙
山拜寿台举行祈福祈寿活动，广大游客可在蒙
山寿星面前为父母为家人祈求幸福、健康、平
安，实现游客“祝寿到蒙山，一生保平安”的
美好夙愿。

（于 鹏 王莉娜）

▲ 4 月 19 日，无棣县无棣镇大齐村村民在村
里杏园游览。连日来，大齐村 200 多亩杏树园鲜花
盛开，吸引了本村及邻村的众多群众前来观光。

□蒋惠庆 王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