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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传新

泰山千仞高
黄河万里长
山东人的名字叫刚强
危急关头昂首挺胸膛

欠人一升米
还人一斗粮
山东人的名字叫豪爽
千金难买情谊长

逢灾必去救
有难就要帮
山东人的名字叫善良
见不得别人落泪恸悲伤

西跨太行山
北闯黑龙江
山东人的名字叫开放
热情好客引来金凤凰

天有反哺鸟
地有跪乳羊
山东儿女敬爹娘
敦厚朴实山东人
忠孝仁义美名扬

山东人之歌

□左桂玲

巍巍泰山是我的灵魂，
滔滔黄河是我的神韵。
我是山东人，
我是儒雅的山东人，
儒家文化是我立足的根。
我是山东人，
我是豪爽的山东人，
勤劳勇敢是我做人的本。
五谷杂粮养育我，
齐鲁驰骋大写的人。

浩浩黄海是我的精神，
沃野平原是我的胸襟。
我是山东人，
我是厚重的山东人，
纯朴善良是我品格的写真。
我是山东人，
我是大气的山东人，
海纳百川是我胸怀的映衬。
五谷杂粮养育我，
齐鲁驰骋大写的人。

山东人之歌
文/苗华舟

渔乡永远是令人神往的
地方，渔乡永远是充满神秘的
地方。我们留恋那迷人的海，
感受淳朴的渔风。我们揣摩那
一山一景的神秘，感受人文与
自然的和谐。这就是我为渔乡
点缀肤浅的一笔。

渔乡是海岸线上的一处
风景，是蛇行路上的小小驿
站，是贝壳上的一个卵体，我
将威海市的北海（孙家疃镇）
浓缩起来，这是一个淳朴的渔
乡。

到过北海的人都有同感，
这里每天都是新的。新在空气
如同过滤般，大地像擦过的玻
璃，这里极少见飞扬的尘土。

海水是咸的，却洗净了渔家人
的心灵。渔家人性格豪爽，与
你交流，嗓门儿似乎能传二里
远，能把心都掏出来，喝酒称
“海量”，他可端大杯与你小杯
一起干；渔家人憨厚朴实，笑
容始终挂在脸上，布兜里即使
剩一分钱也要逞能，这里的煎
鱼烀饼子还有虾酱臭鱼堪称
一绝，也照样能登大雅之堂；
渔家人斗海性情刚烈，对妻
儿却能温柔似水，回家只要
喝上一壶热酒、睡一铺热炕
就足矣；渔家人有智慧，船行
哪儿，就掌握鱼汛、捕捉商机，
对外界的认识毫不闭塞；渔
家人不甘平庸，改天换地，茅
草房成为历史，住楼房不再
是梦想，他们品味生活，享受

充裕物质生活带来的超然；
渔家人走出了国门，挺起胸
脯，从不掩饰俺是渔家子孙。
渔家人的精神就是一张精致
的名片。

北海如同一条庞大的鲸
鱼，在大海上匍匐前行。弯曲
的环海路如同它的嘴巴，是环
顾渔乡的入口。闪光的远遥和
黄泥沟两村是它的两只眼睛，
浓眉神采。这两个渔村是渔乡
孕育出的精灵，远遥村在改革
开放以后就率先搞建设，唱起
了渔家傲，渔人很早就过上了
小康生活，曾引起像华西村那
样的轰动和关注。黄泥沟村懂
得借水行舟，招商引资向城市
化过渡，“泥沟”嬗变成“金
沟”，两年走过了二十年的路
程。他们同样经历过耕海牧渔
的洗礼，却又在市场经济大潮
中占尽先机，海浪与大潮使他
们坚如磐石。难怪，清晨在渔
乡的海面上看日出最为壮观。

渔家人以大海的秉性创

造着独特的文化，但渔乡神秘
的自然景观又是创造渔家神
话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若亲
临其境必有感悟。应该说渔乡
的人文与自然是统一的，是天
人合一、天随人意、人随天意
的结晶，并共同创造着这个世
界。上天把渔村点化成一轮明
月，叫美丽的“半月湾”。背倚
的群山是她的温床；海水是她
取之不尽的美食；沙滩是她的
衣裳，夏天则会披上节日的盛
装。于是，镰月形的港湾时常
有鸥鸟盘旋着不肯离去，仿佛
在此寻找美食。这里的渔船或
避险靠岸或扬帆远航，总是满
载而归，鱼虾满舱。

靖子村有“静止”之说，据
推测应为“稳”的意思。因为水
火无情、风云莫测，所以，渔家
人想尽办法祈求平安。由此，
渔人从不说不吉利的话，他们
一旦听到忌语，会跟你翻脸。
村头的山顶耸立着由几块巨
石堆成的“望夫石”（铃铛石），

酷似一位渔妇，朝着浩瀚的东
海，眉头紧锁，焦虑地等待亲
人平安归来。猫是渔家的宠
物，渔家是猫的摇篮。因此，在
“望夫石”的不远处，是伸向大
海的礁石，它酷似一只猫俯在
那里，人称“猫头山”。石猫翘
首盼望渔人归来，也期盼着能
吃上一顿饱餐。

说到最后，是我自称的
“好望角”。它地处最北端，山
顶耸立一座灯塔，它代替传说
中的“娘娘送灯”，为过往渔船
导航。站在这里，真有惊涛骇
浪、无边无际的感觉。十几年
前，我与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
人陈铎老师专门来看灯塔，他
顿时心潮澎湃、诗兴大发，我
们在灯塔旁合影留念。至今他
仍不忘那座历经风霜的灯塔。
同时，灯塔也时常提醒我常到
北海，能消除爬格子的疲劳，
感受渔乡风情，看看年过七
旬、白发苍苍的母亲，勾勒我
家那栋老屋的脸谱。

文/柳如

瓶子叔，一位朴实的农家
汉子，不管遇见谁，脸上总是
一副乐呵呵的模样。

瓶子叔的大名叫和平，可
村子里的人们一般都叫他“小
瓶子”或“瓶子叔”，虽然他年
近五旬，满头的黑发早已变得
花白。他的真名反倒是没几个
人记得。
瓶子叔的家境在村里算是

比较困难的，家里有八十多岁
的老母，还有一个小他两岁的
傻弟。为这，瓶子叔一直没有娶

上妻，四十岁时曾有人来说媒
要他去当上门女婿，可他没答
应。把年迈的老母亲和傻兄弟
扔到家里，他无论如何也不放
心，就这样，这桩婚事不了了
之。从此再没有人给他提过婚
事。有人曾问瓶子叔，你后悔
吗？他说，后悔什么，养老送终
是我的责任。一句话说得铿锵
有力。瓶子叔的母亲卧床已经
有十多年了，生活不能自理，瓶
子叔虽说是个男人，但心细得
很，在他的精心照料下，母亲意
识清晰、红光满面，身上衣服干
干净净。可唯一让瓶子叔担心

的就是他的弟弟，因为疯癫，傻
兄弟不知冷暖饥饱，时常走丢，
每到这时瓶子叔总要放下手中
的活四处寻找。有次傻弟又不
见了，母亲在床上想得直哭，瓶
子叔骑自行车找了一个多星
期，才在一百多里地外的一个
小镇找到了他。这次之后，瓶子
叔咬牙借了几千元钱把傻弟送
到医院住了几个月，这才控制
住了病情。

因为家里穷，瓶子叔没有
上过一天学，可三国演义、西
游记及种种乡村野史，他都能
绘声绘色地大段大段讲给我
们一帮孩子听。当年那走村串
户的说书人便是他的老师，再
加上瓶子叔天生聪慧，一学便
会。农闲时围在一起，听瓶子
叔说上这么一段，已成了村人
约定俗成的娱乐方式。且看这

瓶子叔端坐在众人中间，拿砖
头敲一下，便开始谈古论今，
颇有些说书人的模样。往往是
一段讲完，众人叫好接着要再
来一段，这时永远是瓶子叔最
放松的时候，生活的重压此时
仿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只要有时间，村里人也会
帮瓶子叔照顾家里的人，给老
人做点饭或是帮着找一下他
那不知所踪的傻兄弟。瓶子叔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管谁家
有事，总会第一个出头，如果
不让他去，他就不高兴，为这
还和邻居们闹过几次别扭，就
为了他们盖房时没叫他一声。

瓶子叔爱喝酒，在集市上
打上二斤白酒，一个人自斟自
饮，想到伤心处也会边喝边
哭。可第二天，该怎样还是怎
样，一脸的平和，还有那永不

变的笑容。
每年冬天，瓶子叔总会出

外打工。过年人家是往家返，
他是往外走，就是趁这个机会
干上两个月，这样赚得能比平
时多一点儿。等开春地里忙了
再回来，家里离不开他。农忙
时，常看见瓶子叔一个人在地
里汗流浃背地忙着，他的傻兄
弟又不知到哪里玩去了。只要
他不惹是生非，瓶子叔就谢天
谢地了。

生活的重担重重地压在
了瓶子叔的肩上，五十多岁的
人看上去苍老很多。“可我们
这是一个家啊，我还有娘有兄
弟，我不管谁管？”瓶子叔最常
说这句话。

瓶子叔就是这样，平凡得
如同一粒草种，坚强地落地生
根，顽强地活着。

我的瓶子叔哟

北海：永远充满神秘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