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道骑行古马场
□ 孙忠强孙忠强

端午时节，大自然以其特有
的匠心，精心勾勒出一幅幅瑰丽
的画卷。梯田里绿意丛生，山谷
间枝繁叶茂，门檐下的艾香飘
逸，细细的蝉鸣吟唱出最具诗意
的山乡田园之歌。走进去，你会
为她那千般妩媚万种风情所陶醉。

今夏雨后的端午，驱走了连
日的酷暑，阵阵凉风来袭。与家
人团聚的午后，乘兴从储藏室推
出了“蓬头垢面”的自行车，拂
去灰尘，充足气囊，邀友去山阴
的“凤凰绿道”骑行，一同探寻
盛名已久的“马场古村”。

出的城来，沿丰源大道（西
昌路）北上，在宏丰新型建材公
司门前拐入环城森林公园“凤凰
绿道”。一路之上爬坡下堤，悠然
于青山绿水之间，贪婪地深吸着
雨后清新的空气，陶醉于风轻鸟
鸣，感觉神清气爽，别有一番滋
味。

岚烟增翠，曲径通幽。经葫
芦峪，过胡山口驿站，穿越牛郎
山省级森林公园，远远地望见

“高山”城堡伫立在青山怀抱之
中，这里便是传说中岳飞歇兵养
马的大兵营——马场古村。

古村三面环山，群山连绵；
一面临水，截水成湖。山凹内怪
石嶙峋、沟壑纵横、古木参天，
山险形胜，是为兵家藏兵、练兵
的绝佳之地。抗战时期，任职新
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同志北上延安
途中，也曾在山凹内的薄板泉村
隐蔽休整。

茂林修竹掩映下的马场古
村，保存完好的几处古建筑随山
势散落于沟边河畔，更多的是残
垣断壁爬满了不知名的藤蔓，好
像在向游人诉说着她曾经的沧桑
……2011年11月，马场古村被枣
庄市政府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这片“藏在深闺人未识”的
风景，一时间被诸多影视名导相
中，电视剧《铁道游击队》《南
下》《解放》《平原枪声》《安丘英
雄》《红灯记》《生死十日》先后
在这里“点起战火”，因此古村荣
膺“山东最具特色影视拍摄地”
称号。

山道弯弯，几经斗折，终于
来到“晾马台遗址”。岳飞扬鞭立
马的塑像威然屹立于山间的一片
开阔地上，一群青石雕成的骏马
随其而行，写意着“壮士饥餐胡
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英雄
气概。

下的山来，折入幽林深处，
去寻访“岳飞行参署”的遗迹，
试图揭秘与山南青檀寺内“岳飞
养眼楼”的历史渊源。遗址建筑
前挂有“岳飞文化研究会”的标
牌，并有雅客留诗：

金戈铁马声，颂扬报国魂。

后人肃起敬，弘岳力当行。
壮景今犹在，古迹诉情怀。
正义感天地，美名传万载。
季节因端午而悠远绵长。站

在这曾经的辉煌之地，面对着满
目的自然和人文风光，此时此刻
不禁心生感慨。岳飞的一首《满
江红》光耀在历史的天空，大写
出历史的高度。屈原的一部《离
骚》穿越千秋万代，润湿了华夏
儿女的厚重深情……

千百年来，沧海已变桑田。
那层层包裹的粽叶，根根缠绕的
丝线，艘艘待发的龙舟，却依然
延续至今，寄托着人们几多幽
思，几多感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在每个艾叶飘香的端
午，我们都会怀着一颗虔诚的心
感慨过去，祈福未来。

诗二首
□ 闫吉文

110，
你是霞，
画亮希望的黎明。

110，
你是月，
浸润彻夜的谧宁。

110，
你是风，
摇动大爱的串铃。

110，
你是火，
燃烧着卫士的赤诚。

110，
你是盾，
构筑着平安的围城。

110，
你是剑，
击响恶魔的丧钟。

110，
你是路，
铺展着二十载寒暑秋冬……

110，
你是……

花木簇丛丛，
通幽飞石径。
细雨引鱼出，
微风点花紅。
蝉联此彼起，
鸟啼长短声。
万物各形色，
何须趋他同？

雨中谷

又闻荷花香
□ 戴忠群

每年夏天，在微山湖
边长大的春林同学总要邀

请我到他家玩上两天，观
湖赏荷。小暑刚过，天气晴

好，本应酷暑炎炎，却凉爽宜
人，午饭过后，我乘车直奔春

林湖边老家——小张庄。
走进村头，春林早早等在那

里，老同学一年未见，来个“外
交礼仪”，相互拥抱。走进他家
大门，院子西边那一张大渔
网，让人仿佛看到了勤劳、朴
实的渔夫忙碌捕鱼的身影。春
林的家人以纯朴好客的热

情，让我喝上一碗他家
自制的纯天然莲子

羹，细细品
来，清香、
淡雅、爽
口，味道
好极了。

为了
让我观湖
赏荷，我
随春林上了

他家那只“房船”，这只 24匹柴
油机作动力的打渔、运输两用的

“机帆船”，外观大方整洁，内部
摆设讲究，正面两行大字“生意
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冮”
夺人眼球，“房船”后面还拖着
一只小船，好似“旗舰”加“僚
舰”，我和春林坐在前甲板连椅
上，开船进发，抬头前望，那烟
波浩渺、波光粼粼的微山湖湖面
呈现在我们面前，无边无际，碧
波万顷，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
嵌在大地上，在夏日的照耀下闪
闪发光，清凉的湖水拍打着船
弦，湖面上不时传来清脆的水鸟
声，好似一首 《自然交响曲》。
由于午后刚下一阵子小雨，湖上
泛着一片轻烟似的薄雾，远望湖
中岛屿，隐约可见灰色的暗影和
时隐时现的白帆，恰似一幅水墨
画。向周围望去，湖四周长满了
野草，能嗅到一股泥土的芬芳，
是夏雨，将原汁原味纯天然的风
光传递过来，这一切把微山湖那
妩媚，清丽，辽阔，帆影，桨

声，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今人
乐而忘返。

船向右行，穿过芦苇荡，眼
前豁然开朗，一眼望去，满湖的
荷叶像撑开的张张绿伞，挺立在
碧波之上，似层层绿波，片片翠
玉。你看那荷花从一只只大圆盘
中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
瓣，有的花瓣全部张开了，露出
嫩黄色的小莲蓬。白的、粉红的
荷花，紧紧依偎着碧绿、滚圆的
荷叶，在阳光的沐浴下，显得格
外雅洁、妩媚、清秀，真是“接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随后春林同学解开拴住小
船的揽绳，扶我上了小船，人工
划浆进入荷塘，零距离靠近荷
花，观赏荷花，一朵朵盛开的荷
花，被那绿色的花萼托着，鲜艳
的花瓣显得分外美丽，娇艳欲
滴、婀娜多姿，不少含苞待放的
花蕾上早有蜻蜓立在上面，真是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
头”，忽而一阵阵淡雅的荷花芳
香扑鼻而来，顿觉心旷神怡。

老天真逗，干旱时，“满天
乌云不下雨”，可近一段时间，
不知为何，“给点云彩就来雨”，
说话间，飘来一块黑云，下起一
阵小雨，雨过天晴，荷花上粘满
了水珠，在阳光映照下，分外妖
娆。一颗颗水珠像粒粒透明的珍
珠嵌在花瓣上，透亮欲滴，迷人
的水韵，醉人的荷香，形成了夏
日里一道靓丽独特的风景。

傍晚时分，我们乘坐“旗
舰”返航，日渐黄昏，夕阳的余
辉照射在微山湖面上，波光粼
粼，熠熠生辉，大片大片的绿荷
叶与小船相互映衬，自然风光，
美妙绝伦。夕阳下，远处那有着
革命传奇色彩的微山岛更加秀
丽，这时耳边响起了“西边的太
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
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
那动人的歌谣。”歌声娓娓动
听，荷花香味更浓。

最美高铁行
□ 胡乐浩胡乐浩

因为有事外出，我又一次来
到高铁站。

出家门，步行六七分钟到公
交站，坐BRT直达高铁站。从上
车到高铁站，大约五六站的距
离。高铁站位于城市新区，建在
比较成熟的片区——政府机关、
交通、学校、金融、休闲及商业
设施一应俱全，沿途依次经过山
景公园、市政大厦、水系公园、
站前广场等代表性建筑物 （群）
或标志性景观。

大厅内，来此候车和进出的
旅客络绎不绝，虽不比高峰时
段，亦是熙熙攘攘。偌大的候车
大厅，靠近站台的一侧，透过玻
璃窗向外看，不时有往来驰骋的
高铁动车风一般驶过，让人对社
会发展之快、经济腾飞之神速而
惊叹！

现代社会，世界变小
了，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

铁路建设加快推进，铁

路网规模不断扩大，高铁成网效
应日益凸显。人们出行快捷了，
不断延伸的高铁拉近了不同城市
间的时空距离，就连购票、取票
也是通过电话或在互联网上进
行，大大省却了排队之苦。

登上高铁列车，坐在造型美
观、整洁舒适、节能环保的车厢
里，体验列车启动、加速、平稳
运行、减速进站的全过程，真是
一番享受。又恰好座位临窗，感
觉更加别样。窗外景物一掠而
过，快得几乎让人看不清……列
车向前行驶，对面而来的高铁动
车箭一般飞身“擦”过……沿途
大站动车所内停着一列列整装待
发的高速列车，看到这，我不由
想起二十年前在省城读大学的情
景：那时候，奔驰在万里铁道线
上的还全是绿皮车，单程 600多
公里，坐火车要花费较长时间，
没有空调，冬天寒冷，夏天闷热
难耐……

高速运行中，又一站即将到
达。列车开始减速，由快渐慢，
直至最后稳稳地停靠站台。眼望
窗外，气派的站台、穿着制服的
工作人员、忙着上下车的旅客，
让我从不同角度及在动与静的结
合中感受它的洁净与舒适。

现在，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媒体上都会有关于高铁的消息传
出。每当看到不同地区、不同城
市间因高铁的开通使旅行时间大
大缩短的新闻，我都会兴奋好几
天。今天，快捷的高铁连通了全
国东南西北，连接着沿海与内
陆，可谓通江达海，无论是位于
高寒地带的哈大高铁，还是不久
前开通的被称为中国“最美高
铁”的合福高铁，都以其一日千
里的速度，成为越来越多出行人
们的首选。

一直喜欢坐火车旅行，以阅
尽世间美景。甚至梦想有一天，
亲自驾驶一列属于自己的列车，

不受时间制约，随心所欲，想走
就走，想停就停，总认为这才是
最惬意的事情。更喜欢一个人的
旅行，放下工作，卸去压力，背
起行囊，搭乘高铁，独自上路，
行走四方，过一种别样的生活
——读自己爱读的书，去自己想
去的地方，以期实现“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的愿望：去祖国
的四面八方，游佳山、赏秀水
……

端坐于安静的车厢，捧起书
本阅读，以打发闲闷，没翻几
页，列车广播室传来清脆甜美的
声音:“旅客们，XX站到了。”听
到广播，忙合上书，提好行李
箱，等待下车……

列车停稳，在匆匆人流中出
了站。高铁载着那些尚未到达目
的地的人们，驶向无尽的远方
……然后与我一样，继续自己的
行程，最终迈向美好的中国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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