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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堂

（中)

云公告辞离
去，王公忽然想
起一事，遂要夫
人将温 凉 盏 拿
来，王公将温凉
盏拿在手内，眼
望夫人公子开言
道：曾记太老爷

临危日，留下遗言记在心：此宝非比寻常物，
祖辈传流到至今。无论茶酒倾杯内，随心变化
妙无穷。欲使起温不用火，若要凉时何用冰。
价值连城非凡品，原是蓬莱一奇珍。祖辈流传
十五代，算来四百有余春。王某今日无常到，
祖上遗言痛碎心。我儿须当遵父命，着意收藏

要小心……言罢即一命呜呼，命归九泉了。
夫人公子扶着老爷的灵柩回到开封府永宁

县安乐村中，遵嘱将其葬入祖坟。诸事完毕，
张夫人叫院公请名师教训公子读书。

不想这一日，太白金星心血来潮，自言自
语道：“下界王瑞林乃是星君转世，当受许多
磨难，才能大运亨通，当朝一品。今夜三更当有
火灾，从此家业败落，折磨他的心志。”遂命火
祖，至夜三更，扇动神火引起凡火。一时之间，正
房厢房“呯呯叭叭”一片通红。夫人公子从梦中
惊醒，各处藏躲逃命。老夫人正跑之间，一条火
龙飞奔前来，老夫人吓得跌倒在地，气绝身亡。
那火直烧到天明，幸亏乡民人等救灭了。

一日，王瑞林正与院公商议难以度日之
事，只见公子哎呀一声“坑死我也！”即放声
大哭：老爷临危嘱咐我，温凉盏，乃是传家宝
贵珍，不曾想，前日咱家遭天火，老母吓死命
归阴，乃我忙中忘此事，温凉盏一定被火焚。
院公乃言道，那日咱家遭火难，人人忘掉宝贵
珍。烈火焰中寻千遍，抢出宝贝谨收存。现在
老奴身边带，公子休忧请放心。说罢取出温凉
盏，递给时乖命舛人……

公子守孝三年，苦念文章。孝满以后，正
逢科考，公子中了头名秀才。光阴迅速，不觉
又是一年，老院公一病身亡。公子哭了两场，
又卖了几亩田地，成殓院公。公子看看只剩一
人，更觉孤苦。

且说本县十里铺有一个监生姓黄，双名大
寿，甚是好浮名，仗着银钱，在京买了个监生头
衔，夸耀乡里，又遍请有名生员，为其捉刀代笔，
意图幸取功名。有人向其举荐王瑞林。二人遂结
为兄弟，并相约届时一同进京赶考，共跳龙门。

黄大寿携随从与王公子一同进京赶考。途
中夜宿，饮酒叙话，王公子一时高兴，贪了几
杯，酒后轻狂，遂从怀中取出温凉盏，又将温
凉盏的神妙之处炫耀一番。黄生见宝起意，恶

念忽生，意欲结果了他的性命，夺得宝贝。
这日，大寿一行过了黄河，夜宿古庙，公子困

乏，倚着供桌不觉睡去。恶贼早与小厮刁保有过
预谋，趁其熟睡，便用捆行李的麻绳将其勒死，搜
得温凉盏，即仓皇逃离古庙，继续上路而行。

想那王瑞林乃是东斗星下凡，不是那么容
易丧命的。观音得悉，立驾祥云，来至古庙，
见公子横躺尘埃，言道：“善哉，善哉！只惟
名利缠身才有此祸。他一时看破红尘，跳出名
缰利锁，还不得能够。”说罢，用杨柳枝望公
子身上遍撒甘露，又用圣手一指：“王瑞林还
不回生转世，更待何时！”王公子哎哟一声，
蜷腿伸腰，回转阳世。菩萨一见公子回生，抛
下一张柬帖，回南海而去。

公子醒来，悲愤交集，放声大哭。望外一
看，迎着月光，见一张柬帖落在地上，借月光
一看有八句诗：观音圣母降尘凡，打救亲郎结
善缘。大寿爱宝终有报，刁保害命有神天。北
去南回皆不可，功名妻子待他年。正东有你安
身处，且耐时光免祸缠。

公子看罢，才知圣母临凡，连忙向南倒身
下拜，默默祈祷：弟子日后若功成名就，夫妇
团圆，必将此庙重新翻盖，另塑金身。叩头已
毕，又把柬帖仔细观看，前四句不必再讲，第
五句‘“北去南回皆不可”，自然是京中去不
得了，家也回不得了。第六句“功名妻子待他
年”，想来日后还能功名成就，夫妇团圆。第
七句“正东有你安身处”，是教我投奔东方寻
找安身之处。第八句“且耐时光免祸缠”，是
教我不要妄动。我如今少不得投奔东方，寻找
安身立命之所，以免再有灾难临头。

公子餐风宿露，当衣赊食，一路东行。看
看衣食无着，实在走不动了，即到了一处名为
祥瑞庄的庄园。乃是一员外之家，姓苗名任，
夫人梁氏，老两口年纪六旬，只有一子名叫苗
栋，年方十四岁。员外见公子气度不凡，一打

问，竟是宦门之子，家学渊源，且为黉门秀
才，欲聘其为家教。公子细看此老甚是善良，
在此安身，不但教了人，自己也可温习经史。
遵依菩萨之言，等过了这两年灾难，到后年考
试之年再去赴考投亲不迟。

按下这头，暂且不表，单说黄贼携刁保，
来至北京，更名田子寿。将温凉盏辗转送给阁
老，严嵩见温凉盏甚是奇异，满心欢喜，遂将
恶贼升为知县，派至河北邯郸县做县令去了。
黄贼又派恶奴刁保回老家接家眷，有好事者打
听王公子的下落，刁保即言“过河失足掉进水
里淹死了，尸首不知去向。”众人闻听，信以
为真，叹息不已。

且说御史云龙自从送张诰命与王公子回家
之后，不觉已十数年。云老爷只等公子到来，终
无消息，叫家人留心访查。谁知过了科场并无音
信。遂差家人至河南迎接他母子前来完婚。家人
至河南安乐村，得到村人听来的消息，回京一
说，云老爷夫妻大哭一场，只叹女儿命苦。云小
姐只说，“此事不见真实，未可深信。”自此夜夜
在后花园祷告上苍，保佑公子平安。

某夜，云小姐独自在后花园祈祷，忽见一
老婆婆立在她身后，言道，“秀兰休怕莫吃
惊。你的心事我知道，不必追问我行踪。你只
须紧闭双目不要睁。老身顿请一神风，送你一
个安身处，二目方可再开睁。切记，切记！”
小姐不敢再问，心下暗想，此人必是神仙下
界，遂倒身下拜。之后紧闭二目侍立在菩萨身
旁。一狂风刮过，秀兰睁眼看时，竟是一座松
林，面前还有柬帖一封。云小姐看那柬帖上的
言词，有诗八句。说道是：我本观音降九重，
神风送你出京城。此去正北有古庙，尼庵带发
且修行。瑞林还在未曾死，他年运转受皇封。
夫妻自有团圆日，不必心中担怕惊。

云小姐遂遵嘱北行，在水月庵里带发修行
了。

《温凉盏》及其小说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济南，一座古城，四面秀色，半城湖水。
但是伴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数百条老街
巷相继消失，大量历史信息不断消亡。于是，
牛国栋再也坐不住了，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
始，他就拿着一台海鸥照相机，从一个市民的
角度拍摄济南城和济南人的真实画面。

11月9日，著名城市学者牛国栋携其新作
在泉城路新华书店签售，他最新的城市笔记《济
水之南》，用24万字和200幅原创照片，让老济南

回到过去。他说，“济南的文化传承香火不断，只
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不必杞人忧天。”

从“练手”到“与先人对话”

十年前，牛国栋曾以一本《济南乎》风靡
老济南文化圈。时隔十年的这本《济水之
南》，不仅是《济南乎》的增订典藏版，而且
再次唤醒了人们对老城老景的记忆。

牛国栋表示，“我对济南的理解和感悟是
渐进的，涉猎自然也由窄到宽，由浅入深。
《济水之南》的增订推出，绝不仅仅是文字上
的大幅增加，而是对济南历史文化作了更加深
入的挖掘和解读，主要的是对济南这座城市的
关爱和呵护。”

祖孙四代生活在济南，这也不难理解牛国
栋对这座城市的热爱。父亲曾在省博物馆工作
的牛国栋，从小在广智院长大，英国传教士曾
在这里建立中国早期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改
为省博物馆自然陈列室。童年的耳濡目染，对
他的影响很深。

1987年，牛国栋有了一台海鸥4A相机。
“刚开始就是‘练手’，从住的广智院等比较
熟悉的场景进行拍摄，就是觉得好玩。”牛国
栋表示，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自己开
始对老城文化有意识地保护，不停地跟着街区
走，拍摄济南和济南人的生活。

“与先人对话，向今人诉说。”牛国栋
说，“我以私人化的叙述方式，以摄影和文字
为双重表现形式，按照济南传统格局和街区大
致走向，从老城中心启程，走到旧时的关厢，

再到百年前的商埠，最后止于城郊山水之中。

拆到哪拍到哪的“胡同串子”

这些年，牛国栋一有空闲就扛起相机，步
量济南的大街小巷，用镜头和文字把记忆中的
故事记录下来。他表示，“老街老巷是一个城
市的积累，每条街巷都有很多的故事。”

正是如此，牛国栋自嘲自己成了“胡同串
子”。从泉城路到宝华街，从卫巷到官扎营，
听说哪里要拆迁，他就拍到哪里，一边拍，一
边听老人讲述老街故事。“济南进入快速发展
的时期，许多老街老巷、历史建筑先后消失
了，我心中的困惑也越来越强烈。”

牛国栋说，虽然自己不从事城市建筑和文
化保护工作，但是作为一名热爱着济南的市民，
感觉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东西留存下来。“于
是，我就用相机和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并传承
给后人，这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和自觉的行为。”

在新作中，牛国栋将自己的亲历、专访、
感悟、史料与原创摄影结合起来，从而使一座
逝去的老城从纸面上呼之欲出。“济南作为一
座数千年的老城，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儿受到他
的滋润和颐养，这个城市发展可能有不尽人意
的地方，但我要通过这些文字和影像，还原这
座老城优美的地方，把我们的乡愁和城市的记
忆传承下去。”牛国栋说。

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

并不矛盾

“济南一直在行走。从数千年前的某一天
出发，向着今天一步步走来，也要面向未来继
续前行。”在《济水之南》的后记中，牛国栋
这样写道。

跟着城市发展的步伐，牛国栋的脚步也没
有停止。“我敲开一扇扇黑漆大门，去寻找和
记录街巷内、四合院中和小洋楼里的历史证
人。”牛国栋表示，自己采访的有时代居住在
老街的“坐地户”，有老字号的传人，还有济
南名门的后裔。

“在最多的一天，我曾经从泉城路一直走
到宝华街，也就是现在的槐荫区。”牛国栋回
忆说，“过去，很多人都说九华楼在县西巷，
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座楼。于是，看到像样的
房子，我就推门进去看，忽然看到一座楼的两
个窗户像两只眼睛、大门像一张大嘴巴，走出
来的盛先生说‘这就是九华楼’，名菜‘九转
大肠’的诞生地……”

但是，牛国栋感到惋惜的是，一大批老
街巷消亡了，一些老字号异地重建。“经济
发展、城市发展不应该跟传统文化产生矛
盾，这个矛盾有时候是人为的。”牛国栋呼
吁说，“由于我们在拆除和保护时，大而化
之地框定了一个范围，容易造成谁有钱谁说
了算，这时候政府就应该站出来，把保护工
作做得更好更完美，这也是城市管理者应该
做到的。”

牛国栋感慨说，“这就像家里有很多古
董，但非要把古董扔掉、砸掉后，再去买新家
具装修吗？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这
些问题了。”

城市学者牛国栋携新作《济水之南》在济签售

一本书唤醒一座城的记忆

◆ 此宝非比寻常物，祖辈传
流到至今。无论茶酒倾杯内，随心
变化妙无穷。欲使起温不用火，若
要凉时何用冰。价值连城非凡品，
原是蓬莱一奇珍。祖辈流传十五
代，算来四百有余春。王某今日无
常到，祖上遗言痛碎心。我儿须当
遵父命，着意收藏要小心……

院公乃言道，那日咱家遭火
难，人人忘掉宝贵珍。烈火焰中寻
千遍，抢出宝贝谨收存。现在老奴
身边带，公子休忧请放心。说罢取
出温凉盏，递给时乖命舛人……

□ 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现代化文化场馆免费向市民敞开大门，丰富的
文化惠民活动为群众“量身定做”，百姓身边的故
事不断搬上舞台，一个个小人物成为群众中间的文
化名角，群众已成为文登市文化建设成果最大的创
造者和受益者。

把更多的文化空间留给群众

11月16日，家住文登市天福街道峰南社区的孙
晓磊来到离家不远的市民文化中心图书馆借了两本
书，在安静的阅览区看了起来。图书馆每天都会迎
来200多个像她一样的爱书人，在这里度过一段温
暖而充实的时光。

悄然改变市民生活习惯的文登市民文化中心于
2011年建成并向市民免费开放，投资2 . 6亿元，建
筑面积3万平方米。中心集中了图书馆、文化馆、
科技馆、艺术馆、音乐厅等各种文化场馆，新奇的
球幕电影放映厅，藏书40万册的图书馆，高档的琴
房、练舞房，1000多个座位的新音乐厅，可以满足
不同年龄不同层次市民的文化需求。

与堪称地标建筑的市民文化中心相比，文登文
广新局的文化官们所在的办公楼显得十分“低调”，
他们挤在已有20多年历史的原市图书馆三楼办公，
10间木窗、水泥地的办公室，总共才150平方米，还不
如市民文化中心一间普通的活动室宽敞。

偌大的文化新馆腾点地方给文化干部们办公不
成问题，对此，文登市文广新局局长于军宁说：
“市民文化中心设计宗旨是尽量把空间留给群众，
群众对文化工作满意了，我们在哪办公都一样。”

群众点什么，政府送什么

11月14日晚，“幸福文登”2013年送戏下乡演
出队伍走进了大水泊镇瓦屋庄村，市艺术团的演职
人员应村民们要求，送去了专门准备的吕剧《马大
宝喝醉了酒》、京歌《故乡是北京》、歌舞《文登
我的家》、戏剧小品《打针》等节目。

年初，文登通过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市长公开
电话和民情热线等渠道，了解群众对文化工作需
求，征集群众对文化建设的意见建议。

“群众反映问题最强烈的，就是我们最迫切要
做的。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就是抓住了文化民生的
关键。”文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毕庶杰说。

今年，文登市财政专门安排50多万元，组织市
艺术团、供电公司艺术团和开发区艺术团等根据群
众口味，安排文艺节目，全年演出140场，覆盖所
有镇街。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组织开展了京剧票
友大赛、文登好声音选拔赛、快乐挑战赛以及为外
来务工人员举办的歌手大赛等丰富多样的活动，还
组织面塑技艺展、鲁绣艺术展等民俗文化展和摄
影、根雕等多种艺术展出形式。

形成“10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钱让人欢笑，钱惹人心焦，钱明人大小，钱
辨人好孬……”由文登市报送的小吕剧《一个钱
包》成功入围十艺节“群星奖”曲艺门类作品复
赛，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

“《一个钱包》根据全省道德模范、文登环卫
工人李玉坤爱心助学的事迹改编而来。作品创作历
时近一年，先后六易其稿。我们的宗旨就是用身边
人、身边事来弘扬社会新风尚，传递正能量。”文
登市艺术团副团长谭建明说。

在界石镇张格庄村，村民们把村里发生的新事
编成现代吕剧《三个媳妇争婆婆》，用三个媳妇争
着赡养婆婆的故事，颂扬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
美德；大水泊镇六山张家村的村民们自编了三句半
小段《夸夸咱的新农村》，反映农村新风貌。

文登市文广新局负责人表示，政府部门需要做
的就是为群众搭建舞台并给予培训指导。在镇村、
社区，文登采取政府奖补、部门帮扶等形式，建起
镇级大型文化广场16个，集文化大院、农家书屋、
文化资源信息共享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农村社区
综合服务中心200个，规范化农村文化大院746个，
农家书屋432个，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市镇村三级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形成了“10分钟公共文化服务
圈”，文登也成为“山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草根明星”已成为文登文化活动的“主
角”。已经连续举办6年的“百姓放歌 唱响文
登”文艺汇演每年采取不同形式，突出不同的比赛
主题，巡演100多场次，登台群众演员1万多人，群
众原创节目3000多个，成为文登的特色文化活动品
牌，被评为全省农村公共文化“优秀实践奖”和百
个农村特色文化品牌。

百姓故事上舞台

草根明星唱主角
文登：群众成为文化建设

最大的创造者和受益者

□记 者 王红军
通讯员 魏媛媛 报道

本报利津讯 “四个老太走上台，三句半
儿说起来……”11月17日晚7时许，利津县利
津街道韩大庄村文化广场上人头攒动，近
2000名村民及附近村的群众聚集到这里来，
利津街道蒋庄村庄户剧团的演出正在进行。

这是东营市“百团千场乐万家”社会文
艺团体巡演活动的组成部分，活动将组织全
市百家专业剧团和社会文艺团体，送演出下
乡进社区2000场，更好地丰富基层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截至目前，利津街道按照服务
群众、惠及民生的总要求，已经统筹安排文
艺演出52场次，将全面实现“一村(社区)一
场戏”的公益服务目标。

“百团”千场惠民

巡演进基层

◆ “与先人对话，向今人诉
说。”牛国栋说，“我以私人化的
叙述方式，以摄影和文字为双重表
现形式，按照济南传统格局和街区
大致走向，从老城中心启程，走到
旧时的关厢，再到百年前的商埠，
最后止于城郊山水之中。

牛国栋自嘲自己成了“胡同串
子”。从泉城路到宝华街，从卫巷
到官扎营，听说哪里要拆迁，他就
拍到哪里，一边拍，一边听老人讲
述老街故事。“济南进入快速发展
的时期，许多老街老巷、历史建筑
先后消失了，我心中的困惑也越来
越强烈。”

□薄纯民 杨丽 报道
本报利津讯 11月15日，走进利津县汀罗镇毛

坨社区图书室，映入眼帘的除了一排排整齐的图
书，还有几位老戏迷在这里排戏。

该社区图书管理员孙春英说：“每到晚上六七
点钟，都会有来这里学习锻炼的，孩子们在这里查
阅资料，大人们在这里打乒乓球、台球。这里有图
书、音像资料等，图书室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了不
同的休闲项目。大家各所其乐。”

利津县汀罗镇以实施文化民生工程为载体，着
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在家
门口享受文化福利。该镇72家农家书屋全部免费对
外开放，实行免费借阅各类图书，成年人免费上
网，为群众汲取知识、开阔眼界提供了平台。该镇
还成立了近4家庄户剧团，天天送戏下乡，既加强
了广大群众对各种政策法规的认识和理解，又丰富
了文化资源和更广阔的舞台，全力提高群众幸福指
数。

汀罗镇群众家门口

享文化福利

11月18日，在云南海埂会堂，朝鲜平壤艺术团的演员在表演舞蹈《长鼓舞》。当晚，第十三届亚洲艺术节在云南昆明开幕。此此次艺术节主要
活动包括开幕式演出、舞台艺术展演、亚洲艺术家“走进人民”巡演、第二届亚洲文化论坛、朝鲜艺术家美术精品展等等。 □新华社发

□吴宝书 颜文珠 报道
本报定陶讯 11月9日，中华商圣(范蠡)

祭祀大典在定陶商圣文化广场举行，来自世
界各地的范氏宗亲、社会各界代表1000余人
参加了祭祀大典。范蠡，字少伯，春秋时期
越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助越灭吴后，功
成身退，传其携西施至被誉为“天下之中”
的“陶”定居经商，“十九年间、三致千
金”，创立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儒商思想，
被世人尊为商圣。

商圣祭祀大典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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