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巍峨崂山拔海而立，气势雄伟，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
在青岛东部的黄海之滨。崂山主峰海拔1133米，是中国内陆
海岸线上唯一的一座海拔超千米的山峰，素有“海上第一名
山”的美誉。

崂山形成于亿年前的白垩纪，经过漫长岁月的沧桑巨
变，天工造化，在大自然的雕琢中，形成了雄伟壮观、奇特秀
丽的地貌形态。据清代学者顾炎武考察崂山名字的由来，认
为是秦始皇当年慕名而登崂山，因山路险峻，必得万人开道，
千人拥挽，百官扈从，劳民伤财，所以“齐人苦之，而名曰劳
山。”加了山字旁的崂则由此衍化而来。

崂山三面临海，从远处望去，山海相连，海天一色。山上
怪石林立，层峦叠嶂，涧深谷幽，景色奇丽。登山望海，蜿蜒
曲折的海岸，构成了许多岬角和海湾，周围大大小小的岛屿
礁石，星罗棋布。海上云气岚光，变幻无常，海浪山色，交相
辉映。山借海色愈显青，海借山映更觉碧。当地有句话，叫

“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作为“海上第一名山”，崂山的景
致确实有它的不寻常之处。

但如果登崂山仅为观山望海，反而显得味道不足了。其
实崂山的文化底蕴同样博大精深，足以与其山海风光媲美。

“神窟仙宅”、“洞天福地”是崂山得来的美誉，备受帝王将相、
文人墨客的推崇，深为名道高僧、隐士学者所垂青。史书记
载，秦始皇登过崂山，在此遥望蓬莱。徐福远渡寻求仙药，据
说也是从崂山入海出发。汉武帝也曾驾临过崂山，为祭祀神
人。唐代大诗人李白更是足迹遍布崂山，并留下了“我借东
海上，崂山餐紫霞”的名句。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的作品为
崂山平添了无限风光。据考证，蒲松龄曾于 1672年到过崂
山，并将崂山视为第二故乡。在崂山的日子里，他触景生情，
文思泉涌，构思并完成了日后被评价为“写人写鬼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的名著《聊斋志异》。400多篇故事中有8
篇是以崂山为题材或以崂山为背景的。崂山三清殿院内曾
经有一株耐冬，隆冬季节迎风怒放，每朵花都贴到了叶面，像
落了层厚厚的红雪，蒲松龄正是见到了这一奇观，加之丰富
想象，把这株花和另外一株牡丹变成了两个对爱情和友谊坚
贞不渝的女子：红艳娇娆的花神绛雪和素衣恬淡的牡丹仙子
香玉，小说《香玉》由此诞生。可惜此树早已仙逝，后来重新
命名为绛雪的三清殿院前的耐冬，也于前些年香消玉殒。如
今，耐冬已被评为青岛的市花。

到了近代，涉足崂山的名人越来越多。孙中山、康有为、
蔡元培、郁达夫、郭沫若、贺敬之等，都慕名游览过崂山，留下
了大量诗词、游记、名著，或传诵于世，或镌刻于石。1934年
郁达夫应朋友之邀来到崂山，被这里的风光所陶醉，一时激
情难抑，挥笔题写“柳台石屋接澄潭，云雾深藏蔚竹庵。十里
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的诗句。有趣的是，47年后
著名书画家黄苗子携夫人郁风来到崂山，郁风是郁达夫的侄
女，她见到叔叔近半个世纪前的诗作，感慨万分，请黄苗子当
场挥毫书写了这首诗，后来被刻在内九水的二水跨边双石屋
村中的巨石上，成为一段美谈。

在崂山深厚的文化底蕴中，道教和佛教在崂山曾有着此
消彼长的传播历史，现在的崂山，应该说是集道教与佛教于
一山的宗教名山。崂山道教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同时道
教理论也蓬勃发展。唐昭宗天佑之年（公元904年）罗浮山道
士李哲玄来崂山太清宫，建立三皇殿，使崂山道教初具规
模。宋末金初，道教全真派逐渐兴起壮大，全真七子来崂山
太清宫，“讲道传玄，宏闻教义”，使崂山道士们归依于全真教
派。金、元、明三代，崂山道教兴旺发达，全盛时期达到“九宫
八观七十二庵”。

太清宫是崂山“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中历史悠久、规模最
大的一座道院，位于崂山东南角，前临黄海，一碧万顷，背倚
群山，峰峦竞秀。太清宫自创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整个殿宇分三个独立院落，共一百五十多间，历朝历代的信
众在这里烧香拜道，延绵至今。从太清宫，过逢仙桥、神水
泉，到三皇殿或三清殿，看到的那些古树参天，无疑是最好的
注释。2000多年的汉柏，1300多年的唐榆，1000多年的宋银
杏，还有700多年的黄杨，500年的绛雪山茶……特别是那株
汉柏，另有一株凌霄缠绕着飞上蓝天，让古树焕发了生机。

我沐浴着崂山的山海风光，领略着崂山深隐莫测的故
事，品尝着历代文人墨客的千古绝唱，豁然明白，正是由于那
些大名鼎鼎的文人杰作，才使崂山尽发沧海之光，堪长名山
之价，使其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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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刺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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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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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院一天天长大，成了小学生，课余时间跟
在母亲身后学习简单的农活，还在南墙根处栽下了红
樱桃树，甜脆的大枣树。在我十五岁那年初春，我家
户口终于得到了解决，全家要搬进城里，一想到即将
告别故园，心中的依恋顷刻奔涌。

绿色的大卡车开进了小村，停在大门外，我的心
一下子悬了起来，心中有那么多的不舍，南墙角由我
亲手栽下的樱桃树，半开的木格窗前正在衔泥做巢的
燕子，院墙外大家常坐的青石凳，家族中最年长的五
爷，与我闹过别扭的堂弟……这些无法带走的事物，
无法同行的亲人，就要跟他们分别。

汽车开动了，出了村口，老屋前那片粉艳艳的杏
花，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进城后的新家在森林公园前面，红砖房、红屋脊
掩映在一片翠绿色的杨树林中，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
个充满诗意的地方。

刚刚搬来时，院子是父亲用铁丝网临时围起来
的，后来砌成砖墙，再后来盖起了门房。母亲依然保
持农人的习惯，没有脱离与泥土的亲密接触，在院中
空地种上各种蔬菜。父亲也从同事家要来葡萄秧，栽
种在院中，经过两三年的精心莳弄，葡萄藤长势喜人，
一片绿荫覆盖在小小的庭院中，并结出一串串紫莹莹
的葡萄。记得我读师范时的中秋节，我们全家人在葡
萄架下赏月，夜风习习，墙上映出斑驳的影子，婆娑起
舞，是一幅灵动的水墨画。我与父亲一边欣赏着，一
边聊起了古诗词中与月亮相关的句子，我诗意萌发，
并在心中葳蕤生长。

后来，我自家的小院坐落于市郊，掩映在葡萄架
后的四间灰色平房，古朴宁谧。白色的木制栅栏围起
宽阔的院子，也围起了田园诗般雅致的生活。

夏季的小院一派葱茏，牵牛花一路吹吹打打，沿
着墙角的枣树向上攀，芍药在端午节前后绽出妖娆的
花朵。这一季最使人心醉的，当属葡萄架下的水塘，
当年挖出的水池里，用瓷盆栽下两丛睡莲。彼时，花
还细弱，以为不会开，不想一朵红莲破萼盛开，像娇羞
的少女，优雅娴静。渐渐，便有了十几朵莲同时竞放
的盛况，莲花姿态各异，出水的，伏在水面的，端然的，
斜逸的，朵朵相映成趣。碧绿的莲叶碧玉盘般铺在水
面上，叶下有成群的红鲤鱼自由游动，岸上的凤仙花
把火红的花朵投在水波中，再加上天空偶尔飘过的丝
丝缕缕白云，池塘更显出无限活力。

闲暇时，我喜欢坐在树荫下泡一壶清茶，伴着习
习凉风，边品茶边观赏睡莲。早上合拢的花朵仿佛从
睡梦中醒来，将花瓣徐徐张开，金色的阳光洒在澄澈
的水面，泛起粼粼波光。午后的睡莲开得正艳，一阵
熏风将睡莲轻轻摇动，水中的影婆娑生姿。如若雨
后，莲则更显娇美，花叶、花瓣上滚动的水珠，剔透清
圆。静坐在石凳上，望着满池的莲花，恍惚间，宛如置
身在画家莫奈院中的池塘，在光与影的和谐中，将梦
轻轻栖落在睡莲上。

随着儿子的出生，这里成了他的乐园。夏季院内
一派葱茏，各种昆虫也次第登场。一天，儿子在书房
写作业，忽然一只小螳螂爬上书本，接着书包上又出现
一只，后来在纱窗上看到无数个小螳螂，待仔细寻找后
发现螳螂卵就在门框上，育出的小螳螂四处爬行，为了
让它们存活，我们把一只只小螳螂放到院中，好忙了
一大阵，终于在大自然中给它们找到了安稳的家。

暑假里的一天，儿子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妈妈快
看，芍药花上、向日葵叶上都是螳螂，它们长得好大。”
于是挥舞大刀的螳螂，便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了儿子的
作文中。养孑孓更是儿子的独门绝技，他把在河沟里
捞来的孑孓放养在院中的小水池里，是为了观察孑孓
的生长情况，并记观察日记。看他整天在院中忙碌，
简直成了小昆虫家。市郊小院，开启了儿子对自然、
农耕的所有认知。

如今，已在外地参加工作的他，每次回到家中，仍
对小院的生活津津乐道。他说这里有对耕耘、收获的
体验，从对一花一果的辨认，对一虫一芥的呵护，都是
他最大的生活财富。

至今，仍然眷恋承载我人生不同际遇的庭院，感
恩那些亲人们。曾经无数次吟诵过欧阳修的《蝶恋
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曲径
回廊、桃红李白，带着古韵的庭院，早已植根于华夏的
文明之中，并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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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春宵大雪口占三绝
韶光昨似沭吾身，转眼风欺雪打人。
折柳街头书作字，万般难写一回春。

今日弥天大雪飘，几人瑟瑟立长宵。
千家冷暖藏心底，也识春归信不遥。

春回路杳似无门，漫舞琼花惹眼昏。
今岁一行新足印，唯余雪地肯留痕。

春日大雾之晨有作
朝看冷雾锁楼台，不遣东风化不开。
且喜浓时行作雨，能穿柳岸打衣来。

早春咏柳赋得三绝句
沿堤片片见鹅黄，一日柔条似个长。
记得霜寒相逼苦，力将老干尽朝阳。

咬定荒坡独自栖，风欺每欲把头低。
年来最是关心处，细水桥东柳岸西。

去年插得一枝春，遇见东风扑面新。
最忆当初栽柳者，折条不识送何人。

春日冰河见割苇者
迎霜斗雪过晨昏，已觉春风渐叩门。
今日断头何足惜，新芦生自老芦根。

芦花二咏
死时莫道生时娇，此日成柴此日烧。
唯有芦花心未泯，东风借力向天飘。

送罢朝阳送晚晖，宁恋枯枝不恋飞。
卷地风来趁好去，偏教几朵沾人衣。

春回大雪忽至偶得三绝
埋头故纸苦吟诗，大雪初来我不知。
惊觉长街成素纸，凭窗急向索新词。

春雪相携幸有朋，能亲最是一河冰。
柳枝欲软含羞色，且把珍珠树树凝。

又听簌簌打衣声，难得春回踏雪行。
转眼屐痕何处觅，琼花漫道太无情。

春河雪后晓行口占二绝
一夜东风两岸过，雪余片片已无多。
丝丝尽是喧喧水，化作春河寸寸波。

凿得冰开放钓弦，一竿头顶已先悬。
鱼儿我道勤珍重，洞外何曾便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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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不能正常开
学了。

就在昨天，班主任曹老师组织我们网
上开了一个班会，会上发了一条视频，视
频主要说的是，这次疫情的起源，如何预
防疫情等很多内容。当看到有的医生在
一线治疗病人，很久都没有回家时我哭
了。我还看到有些警察也因为在一线做
防控工作，也想家了，在吃饭时默默地哭
泣，但当有新的病人时，医生和警察都会
立即振奋起来。有的医生因为劳累过度，
摔在地上昏过去了，两颗门牙都摔掉了。
还有很多很多的医生和警察，甚至也有被
感染的，有的因为防护服很少又是一次性
的，所以医护人员几乎不敢上厕所，有的
穿着“尿不湿”几十个小时，有的……

这么多的英雄，大多数都不知道他们
的名字，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当视频中
的老师让我们敬礼时，我高高的把手举
起，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

同学们，出门时一定要戴口罩，回到
家一定要勤洗手、多消毒，不要染上这个
叫做“新型冠状病毒”的疾病，保护好自
己，不要给医生再添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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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之痛 （组诗）

就算：与雪

天暗下来
与往事成为一种颜色
雪不停地飞旋 封住视线和鸟巢
封住被时间引诱后 滴落成
蜂窝的想象

你无法逃避 咀嚼肉体的白光
那些街巷 正在孕育
一场人类的恐惧

就算人们在谈论壁纸边缘
就算末日里堆积着陨石
就算拒绝梦和眼泪
就算一只手臂已经跨过月亮河
就算暗夜里的人都成为流浪汉

雪依旧下着——
你依旧搅动杯中的咖啡
孤单的人走下洞穴
背负重伤的天空已经溃烂

就算烟尘消落的地带有死亡
就算太阳曾经是一位女性
就算存在的人已成虚无
就算一切该发生的必然发生

存在

她受困于这清寒 霜打 薄凉
把月色剥去一层
落叶不可践踏过的轻盈
警醒着 满街都是

允许把高昂的头放进肘臂
酮体 铿锵的油彩
困死掉的虫蚁 被阻止裸露
物质的脊骨阴凉
暮光流过额角了
低垂地注入 锈迹斑驳
一个矮于天堂的出口
塌陷于乳汁 像跫音一样的自己
慢慢地穿过雪白

白月光
——献给抗战在
新型冠状病毒一线的白衣天使

这许多年 我学会了切割
我爱你足够强大的内核
白月光 不失风骨
只需一笔

我们是如此的一致
挣破庸俗 让肉身像熬着的药
缓慢 融解 复原

青铜般的影子
不屑与黝黑板结的河床为伍

赶在日落前 将废弃的齿木搬走

如果河流把血和泥污都擦掉
如果白花花的骨头只是一场颓伤
如果冬日的白云只是一场大病
如果故乡的名字不再被反复修改

我能将牙齿再次坚固
等同于春天的窗口 蝴蝶
不可名状与你一同
呼出山水与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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