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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培建

沿黄记沿黄记：：大清大清河河
的滨州写意的滨州写意（节选）

白龙湾传说

从巴颜喀拉山到滨州清河境内
一条黄河，自西向东流出了地图
以南北方向伸进我的胸膛
站在白龙湾前，我成了有背景的人

水声和一座旧城池的传说
流经清河，盥洗着每一块石头
一条白龙在滨州大地上醒来
故事潮润，木船和我被层层打开

沧桑和历史，一同黯淡下来
缱绻的江山美轮美奂。诗人把笔锋
伸向河面。风，带着一股男人的气味儿
湿漉着身子屹立在险滩

他终究建造了自己，用肉体和尊严
在一个重大的决口处，建造了他自己
堤坝、泥土、砂砾
泛着白光，把古老的传说再翻新一遍

沿黄的奔涌呼唤出一道湾的名字
水便有了姓氏。船身偏颇
心跳淡出了风景，只有我们这些后人
还在以告慰的名义厮守着旧址

版画：沿黄小镇的现实美学

木版里，城池和古镇在刻刀下清晰
被古老的墨色印染多年
多情的画卷排布平原，化作盛景

对于古老的清河，刀刃有自己的手感
历史传说、名仕古迹、虫鱼鸟兽
在木版上忘了自己的软，或宫廷或市井
滨州的细节簌簌打开，温和而明朗

色彩中埋伏的歌颂与繁荣，近乎神圣
在画里描摹一幅营生，动用毕生的想象
那刀、木板和碎屑，成了散落一地的汉字
油墨和纸张，感受沿黄古镇的脉搏
工整的线条里，柔美的刀刻变得性感

大河的语言，是深沉而直率的语言
我感喟，这古典或现代的雕饰
那沾染了鲁北厚土与历史气韵的风度

一刀一纸一墨，私藏着神话和典故
而小镇宛若木版上的雕花，发出沁人馨香
在古老手艺的诠释中，赞美从喉咙拔起
新时代的憧憬，继续向黄河深处漫延

(节选自作者的一等奖组诗)

1988 年 3月16日，当人们还
在 睡 梦 中 的 时 候 ，“ 当 ！ 当 ！
当……”6响洪亮而清脆的钟声，划
破静谧的夜空，第一次在滨州城的上
空回荡。在信息比较闭塞的那个年
代，不知情的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
声音，这声音从哪里来。

7时整，坐落在滨州市渤海七
路、黄河五路处，还没有投入使用
的邮电大楼下，已经聚集了许多
人。6点钟声响起时，居住在附近
的人们奔走相告，纷纷来到邮电大
楼旁，耳闻目睹这一历史时刻的到
来。从此，从早六点到晚十点十几年
的时间里，这分秒不差的悠扬钟声，
成了方圆十几里城乡人民生活起居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刚刚起步的滨
州小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早在 1985 年，当时的惠民地
区邮电局，选址北镇油棉厂西北角
靠路口处筹建邮电大楼。大楼主
体设计参照北京电报大楼，在主楼
楼顶设立“钟楼”，表盘面积16平
方米。这一设计，让进入滨州的人
们，不管从东西南北哪个方向来，
第一眼看到的是钟楼，使“滨洲邮
电大楼”成为“滨州小城”名副其实
的地标性建筑。该工程自1985年

11 月 25 日动工，历时 765 天，于
1988年1月5日大楼主体竣工并
通过验收。在当时，盖大楼是一件
极不寻常的大事，过往的人们猜不
出建的是什么楼？楼顶预留部位
是何用途时，坐在东方红旅社（现
银茂大酒店位置）门口闲聊的几位
老人最早发现了秘密：“楼顶上安
装大钟表了！”也正是在人们的热
切期盼中，贴着白色马赛克，闪闪
发光的“滨州邮电大楼”主楼上，采
用乳白色有机玻璃为钟面，刻度及
指针为黑色，展翼型的钟楼于
1988年春天正式落成。一时间，
邮电大楼、大楼之上的钟楼和那悦
耳的钟声，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的热
门话题和茶余饭后“炫耀”滨州的
最贵资本。

1988年10月，滨州邮电大楼
正式投入使用，宽敞明亮的营业大
厅里，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谈论
的不是邮电大楼多么的恢宏、营业
大厅多么的华丽，津津乐道的却是
那袅袅钟声。记得有一位拄拐的
老太太专门走进营业厅，前来感谢
邮电局的大钟表。她家里过去不
听话的小孙子，现在数着钟声入
眠，钟声让她那顽皮的小孙子，成

了一家人的乖孩子。蒲城一位姓
卜的农民朋友，谈起钟声那叫个绘
声绘色。他村的村民们是闻声而
起、闻声而息，像听到军号似的。

“现在出门、下地干活连小青年都
不戴表了，大钟响11 下妇女回家
做饭，响12下男劳力收工回家吃
饭，偶尔风大听不见也会准时。”
让人感动的是，“北纺”一位刚退休
的职工风风火火地跑来，要义务看
管塔钟，并保证正点“撞钟”分秒不
差。他还说，他们厂里的职工们太
喜欢这钟声了，每到正点上厕所的人
特别多，都想从车间里走出来听听这
美妙的钟声，放松一下心情。他非常
认真且深情地说：“我是多么想亲手
敲响这悦耳的钟声啊！并让我的工
友们都知道是我敲响的。”

1997年，细心的滨州人开始
发现，陪伴了自己近十年的塔钟，
四面表盘指针出现误差，并成了舆
论焦点，甚至有的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作为提案带到了当年“两
会”。在这之前，地区邮电局多次
邀请其厂家上海电表厂技术人员
维修未果，不得已，只好做出了拆
除此表，投资更换“北极星”石英钟
的决定。谁曾想“北极星”也不争

气，时好时坏，塔钟又成了当时的
舆论焦点。几经维修，几经周折，
又不得已，只好做出了暂时封存的
处理。让人想不到的是，塔钟从启
用到停摆，不准的只是表盘，那清
脆而又洪亮的钟声却分秒不差的
回荡在天空。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2 时，让
人们感到振奋的悠扬钟声再次响
起。随着十二响洪亮的钟声，陪伴
了滨州市民近30年的滨州塔钟由
滨州联通斥资修缮一新，并在2016
新年到来之际重新投入使用。在
2015年滨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
动中，作为继承了邮电传统，传承了
邮电文化的滨州市联通公司，将修缮

“塔钟”作为“创城”活动内容之一，并
决心让滨州城这一地标建筑走起来、
响起来、亮起来。在再次拆除旧钟
时，提出了建设“百年工程”目标，决
定选用集传统钟表技术、微机控制技
术、网络通信技术、计算机智能监控
技术于一体的高智能产品，采用现代
发声、GPS卫星校时和LED发光二极
管照明等高科技技术，让一个靓丽
的塔钟展现在人们面前，让悦耳的
钟声重新伴随着滨州人民开始新
的生活。（作品为优秀奖）

◎戴奎华

难忘的钟声难忘的钟声

◎璎 宁

九曲黄河入梦来九曲黄河入梦来
只剩最后的冲刺了，再有122.2公里
你就结束5464公里的马拉松
成为大地上奔跑的王者
接受大海的冠冕了
你却在滨州东五里庄村
抽下了自己的一根肋骨

一条大河，落进1200亩的湖里
放弃了自己暴躁的脾气
母亲的称谓和高腔的呐喊，
把滚动的沙石，雄浑的浪花
退还为鸟翅、荷塘碧影
和岸边百日草重叠的花瓣

一条高姿态的河流
拒绝追捧者的赞美词
甘心被“圈养”，五千多公里的长
被一座城市一寸一寸地热爱
一滴一滴地拥抱
这血与脉的交融，玉与石的重逢

(节选自作者的二等奖组诗)

◎王永彪

每一节炊每一节炊烟烟
都是幸都是幸福的福的
菜园，是一个村居

燕子窝移居去了花丛，阳光挂在廊檐
明亮的村居，每一节炊烟都很幸福
花朵扑楞楞张开翅膀，北方残雪不见影踪
河，轻扭身躯，冒芽的七十年那么动情
执笔抒写惬意的雀舞，吱呀一声推开红门
柳笛把旧土翻出新痕，寒冬过后的花魂

点燃沸腾
枣花香，听了又听
梦是甜的，珠泪填平祖辈的褶皱

夕暮，是村庄的襁褓
咀嚼玉米深处的秋风，大雁衔着白云直行
孩啼湿润了午后，邻里小巷蜿蜒笑声
慵懒地背诵孔家篆书，三字经翘辫童音
不敢忘记沧桑背后，多少双草鞋冰冷
母亲执着地摇动角落里的纺车
如银的丝，织出漫天璀璨星斗
弹掉半截疲惫，萤火背负暮色苍茫
小院里，棉花睡得娇憨
如同守候家门的狗，守住门风

(节选自作者的二等奖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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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立河，平凡的河，家园的河，
伴着新滨州的蓬勃兴起，曾经的烂
水沟，成了百花园。

一片花落，一片花开，四季轮
回，新立河温婉流淌过小城，还记
得河畔林间那些花儿吗？二月兰、
石竹、车轴草、绣线菊、鸢尾、芙蓉
葵……就盛开在身边，和我们一起
走过温暖岁月。有些花儿纷纷凋
谢，但何曾忘记那份美丽、烂漫，温
馨了平凡的日子。

料峭初春，二月兰就温暖了吉
祥小城。她盛开在公园、河畔、树
林、街角，蓝紫嫩白的一大片又一
大片，朴实无华、清香淡淡而又温
馨绚烂，令人在微寒中感叹于自然
的芳华。伴着春天匆匆的脚步，石
竹花在林间闪亮登场，绿草中粉红

的石竹花如此明艳，令人眼前一
亮，一丛丛的分明是“绚丽”，“高低
俱出叶，深浅不分丛。野蝶难争
白，庭榴暗让红”，说的就是她。小
路旁，随处可见车轴草，即三叶
草。她黄绿相间的圆球状花冠，显
得有点特别，状如地球立体三维的
展开平面：一片叶子代表祈求，一
片叶子代表希望，一片叶子代表爱
情。原来这普通的三叶草，自上世
纪70年代起，就成为了某著名体
育品牌的标志。

兰花开尽犹余香，夏至菊花次
第来。当二月兰渐渐枯萎，各色各
样的菊花开放了。优雅的绣线菊，粉
红花朵上长着朦胧的细柔毛，为炎热
夏季带来些许柔情与凉爽。绣线菊
花期长且生命力顽强，即使被剪断，
还会生长出新的枝叶。天人菊那些

弯 弯 的

嫩黄色小喇叭，花姿娇娆，别具韵
致。还有五六月份开花的滨菊，白色
的花瓣、黄色的花心，热情似火。滨
菊的“滨”与宾朋的“宾”同音，象征着
朋友间的纯洁友谊和坦诚。“入眼似
紫烟，形若远方阳”，松果菊即便金黄
的花瓣凋落，也还会有圆圆的璀璨的
红绒球，连成片的松果菊，蔚为壮观。

林间小径的拐角处，是一只只
蓝色蝴蝶在绿茵间飞舞吗？踱近
了，哦，原来是轻盈婀娜的鸢尾花，
蓝紫的颜色卓尔不群，花朵大而清
丽，叶子青翠碧绿。鸢尾的外文名

“Iris”，音译“爱丽丝”——希腊神
话中的彩虹女神，是众神与凡间的
使者。印象派大师莫奈，也创作过
自然生机律动的鸢尾
花。花儿可爱，
人

同此情！
夏天里，漫步在新立河绿荫

下，您是否留意过花的颜色？同一
朵花，早晨和傍晚的颜色也会不
同。花中亦有变色龙，就是芙蓉
葵。花瓣硕大鲜艳的芙蓉葵，花的
颜色随着一天之内气温的变化而
改变，早上花的颜色明明是白色或
粉红色，到了午后则变成大红色，
好奇妙呀。

有没有一朵花，勾起了您童年
的记忆？枝茎挺拔、能长到两米多
高的蜀葵，就给了我这种温情的感
觉，老家人都叫她“光光花”。记得
小时候，祖宅的房前屋后、打谷场
边都会零零落落地盛开着“光光
花”——“花如木槿花相似，叶比芙
蓉叶一般。五尺栏杆遮不尽，尚留
一半与人看”。抹不去的乡情记
忆，童年的记忆！

花开时节当珍惜，花落自然化
春泥。还有，曾盛开在树上的梨
花、杏花、海棠、木槿、蔷薇，河边的
紫色水柳、湖里的亭亭玉莲……红
色的明艳生动，黄色的热情开朗，
蓝色的端庄大方，白色的素雅纯
真，紫色的爱意吉祥！

健步走向富强美丽滨州的路
上，花开尽开颜，花落可留恋，感恩
花开，记住美好，就让新立河畔的
绚丽繁花常开在心中，馨香满怀
…… （作品为优秀奖）

◎张继恒

一路繁花新立河一路繁花新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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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年还没
过完，而正月十五元宵节可以说是
年的最高峰。因为过了正月十五
就下地干农活了，农活挤成个蛋，
忙得喘不过气来，谁还有闲心玩
耍？正月十五这一天要可着劲儿
玩，玩个够，好像这样才能撑到下
一个年。这一天甚至比大年初一
串门拜年、唱大戏、打扑克还热闹，
早晨吃过饭，人们就往西村头场院
里聚，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群，很
快就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偌大的场
院围了个水泄不通。

不一会儿，场院中央开始表演
跑竹马的民间游戏，随着阵阵欢快
的锣鼓声，马队在场地上跑起来，
人群里立刻响起喝彩声。表演者
共有十人，装扮成历史人物，前头
骑跨马的称老鞑子，也就是金兀
术，后面跟随男扮女装的四妃，都
骑着战马。每一坐骑后面跟随一
马童，我们当地称“打旗的”。十名
表演者不同的动作，不同的姿态，
跑出各种各样的“阵势”。先是表
现金人在受到宋军追击时，迷惑宋
军，佯败逃跑。接着回头杀“回马
枪”，迂回作战。领头的老鞑子最
是威风，只见他斗志昂扬，头戴大
额子，身着武将服，右手执云肘，双
手握缰绳，就像得胜归来的将军让
人钦佩羡慕不已。其他四妃头戴
小额子，身穿绣花豹衣，左手握马
鬃环，右手执马鞭。马童则每人戴
小罗帽，左手执马旗，一副勇猛拼
搏的样子。有位叔叔，一米八多的
个头，长得非常英俊，老鞑子非他
莫属，作为排头兵，跑起来最帅气
洒脱威武，时而疾驰，时而缓步，在
他的带领下，各班人马舞出不同的
阵势，变幻无穷，惟妙惟肖。他没
过门的媳妇每年都接了来看他表
演，因为有漂亮媳妇在台下，他跑

起来更加有模有样，格外卖力。
李白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

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闲猜”
中就有对竹马的记载。竹马其实
是用竹子扎成的，一进冬季，粮食
入了仓，锄镰锨镢挂上墙，村里就
组织一些行家开始扎竹马了。先
是在学校操场上，拉来一大车竹
竿，拿刀劈开，用竹皮或竹篾扎起
骨架，外面再用彩纸裱糊、装饰。
说着容易，真扎却不这么简单，这
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没有“两
把刷子”是扎不出竹马的。我们村
是个大村，能人巧匠不少，但说到
扎竹马，还得首推三爷。三爷是个
非常勤劳的人，白天干活，收工时
顺手割一捆荆条，晚上就在地窖里
编筐编篓，隔五天到集上卖钱，换
点粮食回来。四个儿子个个像饿
虎，他不这样扒扯、倒腾，一家人就
没饭吃。常年不停地干，他的手磨
得又粗又硬，像用砂轮打过；手指
头很短，如同小铁棍。然而这样一
双手却十分灵巧，竹皮在他手上绕
来绕去，像翩飞的鸟儿一样。他扎
的竹马是“活”的，前后两半，系于
表演者的腰间，表演者如同骑在马
上一样，用绳子牵着马的头，马头
就会一下一下地上下活动，分外有
趣。马身周围还加上一圈围布，遮
住舞者双腿，舞时，人的双腿成了
马蹄，以步代马，翩翩起舞，却让观
者看不出一点破绽。

竹马要跑得好，离不开锣鼓队
的配合。鼓、锣、镲，缺一不可，紧
锣密鼓咣咣镲，五人组成，个个精
干。这个组合中，鼓手又特别重
要，鼓的鼓动力最大，最能渲染气
氛，最能调动大伙的热情。腰粗膀
圆的小伙子都抢着当这鼓手，可最
受大家欢迎的当属我的父亲。父
亲从供销社经理的位置上退休后，

回到村里住，他人缘好，乡亲们大
事小事都愿和他商量，父亲也乐于

“掺和”。那时候父亲还很健壮，身
材魁伟，臂力千钧，最关键的是父
亲懂点音乐，节奏感拿得准，他擂
的鼓可谓有艺术性，他眼力劲最
足，知道跑马者什么时候入戏了鼓
声就紧一点，什么时候跑累了，鼓
声就慢下来。所以每次去城里比
赛表演，都是父亲上场。看父亲牢
牢地握住槌柄，面色红润平静，酝
酿着感情，刚开始擂鼓时声音不是
很大，慢慢加力，时缓时疾，时轻时
重。那十来匹竹马刚刚还像是才
睡醒的样子，很快就被他带入状
态，越跑越精神了。踏着咚咚锵的
鼓点，老鞑子领着大家不断变换着
步伐，翻新着花样。平日脾气温和
的父亲，这时激情澎湃，鼓越擂越
起劲，鼓槌砸向鼓面，如同急雨落
地，溅起一片惊叹的目光。锣镲随
着鼓点的节奏也急促了，铿铿锵
锵，狂风呼啸。而竹马驰骋跳跃，
腾挪闪回，只见马首不见人影，犹
如万马奔腾，沙场冲杀。乐响激
昂，情绪亢奋，气势粗犷，场景十分
热烈火爆。忽然，父亲把鼓声缓下
来，由疾到徐。待调整歇息后再次
由徐到疾，掀起第二个高潮。自始
至终父亲全神贯注，一脸的庄重，
整个演出场面由他控制，所有战马
都听从他的指挥，他就像一个排兵
布阵的将军，指挥着千军万马，威
风得很。

平原的初春，寒风料峭，田野
上的雪还没融化，但是场院里人声
鼎沸，热浪滚动，乡亲们欢呼着，涌
动着，姑娘们拍疼了巴掌，半大小
子们挥动手臂，跳着高，老爷爷豁
着没牙的嘴巴乐，老奶奶笑得流出
了眼泪。第一批跑竹马的人大汗
淋漓，退了下来，第二批天衣无缝

地上场接替，第三批“后备军”摩拳
擦掌，跃跃欲试。我们这帮小孩子
早就不安稳了，手脚痒痒，钻出人
群，又蹦又跳。我们没有真的竹
马，就把棉袄卷起一个角，歪着身
子，模仿大人，嘴里喊着咚咚锵咚
咚锵，咚咚锵锵咚咚锵，在雪地上
围成一个大圆圈，一下一下颠起
来，煞是带劲儿。

据史料记载，跑竹马最早始于
江苏徐州一带，始于宋朝，取材于
女真族（金兀术）跨马游春的故事，
至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代民
间艺人的排演与实践，形成了固定
的演出形式，从内容上分“杨家将”

“金兀术打围”“鞑子游春”等；从阵
势上分“十字阵”“蛇脱皮”“八卦
阵”等；说不清哪年哪月传到我们
鲁北地区，并逐步演变和丰富，增
加了庆丰收，祈求风调雨顺、大吉
大利、五谷丰登的内涵，为父老乡
亲喜闻乐见。

我们村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
都跑竹马，人们都喜欢演、喜欢看这
个节目，一年中就盼望这一天的到
来，割麦子、砍玉米累倒在田埂上时
想这一天，运肥、浇地两腿沉得拖不
动的时候想这一天，好像在这一天，
一年劳作的紧张、繁重都能卸下，一
年在土地上滚的泥土都能被这一天
酣畅淋漓的汗水、欢喜的眼泪冲个干
净。然后他们又一身轻松、浑身是劲
地走向田野，去耕耘，去锄草，去播种
希望，去收获梦想。他们一年一年
都是这样度过的。

如今，会扎竹马的三爷早已去
世，造型、裱糊、绘画、剪纸早已失
传，我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可那
振奋人心的锣鼓声还不时在我耳
畔响起，那龙腾虎跃的竹马，还不
时在我眼前翩舞……

（作品为二等奖）

◎赵梅红

跑竹马跑竹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