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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上真正的高手，是那些隐姓埋名的世外高人；生活中真正的蛟龙，是坚韧执着

追逐梦想的那些凡人；历尽艰辛，破茧成蝶，江湖上也会有你的传说。

他写的“龙”字
被北京荣宝斋收藏

济南八旬老将军独创“扁抖运笔法”

精美的石头会说话

俺家有块龙纹泰山石

中国人习惯自称龙的子孙，
对龙自然也有一番别样的情感。
天下爱龙的人很多，喜欢写龙的
人也不少，但但能将龙写出韵味和

特色的则寥若晨星。在济
南，有一位爱书法的将
军，由于对龙的情有
独钟而自创了“扁抖
运笔法”。凭借着精精
湛的艺术价值，他写
的“龙”字被北京荣
宝斋收藏。他就是曾
任山东省军区政委、

山东省委常委的李春
廷少将。

龙年将至，到李春
廷将军家里求“龙”字

的人自然络绎不绝。1 月 5 日上
午，记者来到李春廷家中时，他的
河北老乡、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副
厅长胡志明正在向他求字。“我们
去英国、南非交流、访问时，都会
带着老将军写的字作为礼物，人
家非常喜欢，视为珍宝。”胡志明
说，和别的礼物不同，对方看到李
春廷的字后，会特意的让他转告
对作者的敬佩和感谢。“这种情况
很 少 遇 到 ，可 见 人 家 的 喜 爱 之
情。”

1931 年，李春廷出生于河北
昌黎，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1988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可
谓戎马一生。他告诉记者，自己从
1955 年开始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对于中华民族的象征“龙”
更是情有独钟。天道酬勤，几十年
下来，李春廷的书法造诣日臻成
熟，卓然有大家之风，由他独创的

“扁抖运笔法”更是享誉书坛，获
奖无数。他写的横龙和竖龙被北
京荣宝斋、故宫博物馆等权威部
门收藏，也成为书法爱好者竞相
索求的珍品。

李春廷将军性情豁朗慷慨，
他非常喜欢与人探讨书法。不管
来访者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学
生，他都视为嘉宾，让慕名求字者
不会空手而归。采访中，他也慨然
提笔，为本报赠送了一幅“横龙”，
作为龙年的礼物。

本报记者 卢玉林

龙山
龙山位于章丘境内，龙山镇城子

崖遗址，是距今4000多年前原始社会
晚期一处“龙山文化”的发祥地。

龙洞
龙洞在济南市东南 15 公里的龙

洞山上。传说，古代大禹治水时，曾追
赶一条盘踞在济水、危害百姓的孽
龙，行至此地，孽龙钻进山洞，但尾
巴露在外面，大禹抓住龙尾朝外拽，
孽龙急于逃命把山洞钻透后向南方
逃去，此洞就被称为“龙洞”。大禹继
续追赶，追到龙洞寺将龙擒住，然后
拖着孽龙朝东南方向走，形成了一
条深深的山涧，这就是“藏龙涧”，又
名“龙洞沟”。山上有龙神庙，山下的
村庄叫龙洞庄。另外，港沟镇还有一
个龙洞，人称“东龙洞”。长清莲台山还
有“青龙洞”、“火龙洞”。

龙石
龙石为元朝政治家、文学家张养

浩所收藏十块奇石之一。对十石，张
氏曾呼为“十友”，其中“龟麟龙凤”
四灵石在明朝中叶后，散落到济南
的庭院及官府。四灵石“玲珑清谷，
极天之巧”（明代王象春《四灵石》）。
到明万历年间，济南知府平康裕将
龙石移到府学泮池北。建国后，上世
纪六十年代初，移到趵突泉公园，今
仍在，或误指为龟石。

龙潭
五龙潭是泉城寻龙迹的好去

处。五龙潭旧名“五龙坛”、“五龙
堂”、“乌龙潭”、元人修建“五龙庙”，
以祭祀五方龙神，明清两代多次修
建，初有道士住持，庙名“龙祥观”，
据传庙里旧有“蛟盘狮蹲”的金字匾
额。现五龙潭东门外，五条高耸的石
龙戏水雕塑很有气势，西门内活灵
活现的雕龙壁也相当壮观。潭北一
座厅内房顶的两架横梁上，各塑有
一条黑白相间的游龙，这里就是当
年五龙神庙大殿。传说，有人从潭边
一老柳树旁一猛子扎下，在潭底看到

当年金碧辉煌的秦琼府邸依然存在，
门额上有“护国公府”四个金字，门前
有龙守护，这人还被请进府内，受到
盛情款待。

龙街
双龙街，因街东邻山水沟，西邻

护城河，而人们又将山水沟、护城河
想象成为两条龙，故此街得名“双
龙”。青龙街，古有“左青龙、右白虎、
前朱雀、后玄武”之说，该街位于古
城东，东为左，故名“青龙街”，后因
街道整顿，为区别西青龙街，又称

“东青龙街”。小青龙街，相传该街旧
时狭窄而弯曲，形似龙，古以青龙为
祥瑞之物，取吉祥之意为街名。龙凤
街，则是因为紧挨着小青龙街和凤
鸣街而得名。

龙庄
以龙命名的村庄和街道在济南

也有不少。双龙庄，是因山上有条
“草龙”，山下有条“石龙”，而得名。
龙湾庄，位于北园，因数十亩的苇子
湾内水蛇较多，人们形容蛇为龙，此
地因此得名。前龙窝庄、后龙窝庄，
都因庄附近有“青龙山”而得名。

位于玉符河东岸的龙王庙，因
庄西有“龙王庙”，村名便由“保辛
庄”而更名；又因清光绪年间，黄河
涨水老龙王庙被淹，人们迁居于玉
符河北岸，村子又取名“新龙王庙”。

(唐景椿)

2011 年 4 月初的一天，我和朋友一起去
南部山区寻找泰山石，我们沿山沟搜寻了一
天竟一无所获，心中颇感失落。整理好行装后
准备返程时，我看到公路坡下有块被尘土覆
盖着的石头上有白色的花纹，于是我便把它
搬到了车上。回到家清洗后大吃一惊，只见一
条银龙回首摆尾，长须飘飘，动感十足，活灵
活现。这是块龙纹泰山石。没想到无意中捡拾
到的竟是块泰山石中的精品。

在民间，有“泰山石镇宅”之说，而龙又是
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因而这块龙纹泰山
石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今年是龙年，我把这张
龙纹泰山石照片展示出来，希望能给各位读
者带来好运。

此龙纹泰山石照片拍摄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济南。 (热心读者：李金良）

22 00 11 22 年年时时壬壬辰辰龙龙
年年，，龙龙对对咱咱中中国国人人来来说说意意

义义非非凡凡。。在在咱咱济济南南，，龙龙的的元元
素素数数都都数数不不完完。。本本报报曾曾发发起起
龙龙年年说说龙龙征征文文活活动动，，读读者者

反反应应热热烈烈，，下下面面就就是是
征征文文选选登登。。

来自福建的热心读者很有心思

她用柚子做了条水果龙

龙年近了，看什么都带龙的影子。水果也
不例外。瞧，一个由柚子、小番茄和金橘做成
的果盘，经过精心设计，也折腾出了一条盘龙
的模样——— 这下好了，“水果龙”来了！我是生
活日报的热心读者，在福建祝大家龙年行大
运，快乐戏珠。 （福建读者：王闽九）

龙年的“表”情很丰富

珍藏了十二年的时尚表
《生活日报》发起“龙年说龙”的征文，俺

想起了家里那块 2000 年的“千年龙”时尚表。
翻出来一看，这块珍藏了十二年的表依然如
新。俺自己配的图片说明是：“ 2000 年的时候
俺就来过一回！”希望大家喜欢。

（热心读者：台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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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瞧咱身边的这些“龙”泉泉城城寻寻龙龙记记

龙龙泉泉山山庄庄师师大大新新村村。。五五龙龙潭潭公公园园东东门门的的五五龙龙戏戏水水雕雕塑塑。。  热心读者 付庆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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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春春廷廷将将军军近近照照。。 记记者者 郭郭建建政政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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