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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莱州

五月，是花开的季节。莱州月
季，顺时盛开。那满城的月季花仿佛
在盛情邀请：欢迎你到莱州来。

赏月季，最好的去处自然是位于
云峰山北麓的中华月季园。这里花
团锦簇，游人如织，小桥流水，游廊回
环。五大类、七个色系的几十万株月
季，缤纷盛开，美化浪漫着莱州人的
生活。

一路走来，穿过大气磅礴的“中
华月季园”大牌坊，沿着石阶路一直
向前，两旁与人齐高的月季花树袅袅
婷婷，似是在迎接着各方的游客。月
季仙子的雕塑便在甬道的尽头，底座
坚实，裙裾飘飘，脚踏祥云，手执花
篮，栩栩如生。

在这里，荷兰月季扎根莱州，古老
月季引种成功，哈雷彗星、梅郎口红、
香韵、藤本月季、中国古代月季、月季
夫人、欧美月季……单是听听这些名
字就已是不同凡响。环形路两侧几十
万株月季蔓延数百米，顺环而生，依环
而栖，争奇斗艳，姿态各异。有的含苞
待放，似待字闺中的少女；有的娇艳欲
滴，似仪态万方的贵妇。风儿吹过，月
季花随风轻摇，又像翩翩起舞的娇美
公主。蝴蝶来了，为它伴舞；蜜蜂来
了，为它伴奏。

漫步月季园，仿佛置身缤纷花
海。游客们陶醉在如诗如画、如梦如
幻的月季丛中，嗅一鼻花香，蹭一身
花粉。手机、相机，自拍、互拍，摄下
所有的美丽，留住美好的记忆。

“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
春风。”在莱州，赏月季可以随时随
地。课间在校园随处走走，轻嗅阵阵
花香，神清气爽；细观朵朵艳丽，心旷
神怡。那含苞欲放的，轻卷着骨朵；
那完全绽开的，昂扬着笑脸。漫步校
园，不时有学生从身边走过，一袭花
香，一声“老师好”，惬意着我的心。

下班回家，可见掖县公园月季姹
紫嫣红，红色的、黄色的、粉色的、白色
的，像翩翩起舞的蝴蝶，像掩面害羞的
少女。公园锻炼的大爷大妈三三两
两，或驻足花前，或徜徉花海，丝丝白
发映衬着娇艳的花朵，风景独特。

晚上休闲，晚霞的余晖映照到小
区内的月季花上，美丽的月季似是笼
着一层金色的纱，或许是阳光太红的
缘故，月季花变得一半粉红一半火
红，日暮中的月季花平添了几分姿
色。月季花的香味掺杂着飘来的饭
菜香，热播的连续剧也透过窗户飘出
来，下棋的、打扑克的已在路灯下摆
好阵势，和谐温馨。

在莱州，哪家哪户没有几株月
季？窗前、照壁前、大门外……它们
听闻着平常人家的家长里短，分担着
姑娘小伙的喜怒哀乐，陪伴着发黄台
历的悠闲时光，分享着顽童稚子的欢
声笑语。

在莱州，有几个孩子不是听着月
季仙子的传说长大？月季姑娘的凄美
爱情、月季与包公的故事传说、莱州月
季的由来，不管哪个版本，月季姑娘都
是美丽温柔善良的，都寄寓着惩恶扬
善的美好愿望，荡涤着孩子们幼小的
心灵，陪伴着孩子们健康成长。

“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
时春。”月季花，已融入莱州人的生
活，成为莱州人的一分子。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多
数人的心中，故乡永远是心底一处柔软
而温暖的地方，那里盛着生活过的青山
秀水，装满温馨的乡间回忆。离乡越远
越久，思恋就越长越深。

我的故乡东宋位于莱州西部，因为
父亲在外地工作，我从小就生活在村里
的姥姥家。东宋当时是镇政府所在地，
这里依山傍海，物产丰富，百姓的日子也
相对宽裕，提起东宋村的名字当时可是
响当当的。

东宋村坐落在优游山的东坡下。优
游山似一位稳重的老者，张开双臂拥抱着
村子。山不算高大，海拔116.1米，南北2
公里，东西1.5公里。传说宋太祖赵匡胤
路经此地，曾登临山顶，见水天相连，风光
绮丽，原野一马平川，村庄星罗棋布，遂赞
道：“优哉！游哉！”此山因而得名。

优游山山色苍翠，梯田层层。田埂
沟堰上恣意生长着各种野菜、山草和中
药材，一簇簇、一束束野花，随风摇曳，装
点着山坡。春天翻整过的春闲地，一场
细雨滋润，野菜的嫩苗就冒了出来。孩
子们放学后，爬上山挖野菜，回家择洗
干净，就着自家做的面酱，享用春季赐予
的美味。

优游山生长着不少中药材，尤以茵
陈和翻白草居多。上世纪70年代中小
学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这里成了学生们
挖药材的好去处。茵陈当地称“白蒿”或

“蒿子”，有清利湿热、利胆退黄的功效，
既有药用价值又可食用。其外观卷曲成
团状，灰白色的叶片密布白色茸毛，绵软
如绒。翻白草因叶子背面密布白绒毛而
得名，细长的叶片对生呈梳齿状，全草可
入药，能解热消肿止痢止血。药材挖回
家，去除杂草和尘土，仔细摘下叶片，摊
开晾晒。等药材干透，小心收集起来，上
交到学校，统一卖给镇供销社采购站。
辛勤的劳动换来了笔、本子等学习用品，
同学们的干劲更大了。

这里虽然是山岭，但土壤并不贫
瘠。秋季，红彤彤的高粱、沉甸甸谷子，
拔一把白花花的花生，刨一镢头扑棱乱
滚的地瓜，一片丰收的景象。每当这时，
学生们会来山上搞复收，收获过的花生
和地瓜地里总有漏网之鱼，铁锨、镢头、
挖钩几番刨挖，每次复收的成果都不
少。待到山坡上庄稼地里蝈蝈的叫声响
成一片时，这里又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绕过优游山西、北两面山坡，不远就
是莱州湾海滩了。由于独特的地理位
置，这里出产的各类海鲜更为鲜美。东宋
村西面、北面的村子，捕捞海鲜是重要的
收入来源。当地人有顺口溜戏称“小宋蛏
子钩，大宋钓鱼郎，西原蛎子匠”。这些出
海的营生，已成为当地村子的特色。

每当海鲜上岸，大街上的海鲜小集
就热闹了，小巷也是此起彼伏的叫卖
声。那时农村的生活虽然没有现在富

裕，但由于靠近海边，一日三餐海鲜是不
缺的。新鲜的鱼、虾、蟹买回家，姥姥熟
练地收拾干净，或煎或焖或蒸，小院满是
扑鼻的鲜香。

每年春天过鱼市必买“鄂针鱼”，是
当地沿袭的习俗。“鄂针鱼”又叫“针良
鱼”，长长的嘴巴锋利如针，其体型扁长，
肉质细腻肥美。每逢此时，家家都像过
节一样，挑选几条个大新鲜的针良鱼，满
满地焖上一锅，鲜香味美，一家人围坐一
桌饱餐一顿，算是尝了鲜儿。

当地春天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家家
户户都要晒青鳞鱼。青鳞鱼形似海鲫
鱼，但个头没它大。晒之前先撒盐腌制，
待入味后用细绳将鱼穿成串状，挂起晾
晒。晒好的鱼干摆在铁丝架上，下面点
上柴草火烤，待鱼鳞慢慢膨起，鱼身两面
呈黄褐色时火候正好。烤好的青鳞鱼，
香酥鲜咸，就着玉米饼子，好吃又下饭，
美味令人回味。

说起莱州湾的海鲜，就不能不提梭
子蟹，这里出产的棱子蟹闻名遐迩。秋
天稻谷上场，也是棱子蟹最肥美的时
候。趁鲜下锅，蒸熟后掀起蟹盖，只见蟹
黄透亮，蟹肉饱满，美美地吃上一口，三
个月不思肉味。母蟹的肚脐处蟹子满
满，姥姥将蟹子取下，晒干，炒菜时往锅
里放上一点，鲜香可口。不过，那时夏天
棱子蟹无法保鲜，上岸后天太热特容易
变质，生产队会派车把变质的棱子蟹拉
回来，用它积肥，又成了庄稼的好帮手。

海边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跟着大人
去赶海。等潮水退下，海滩上的海鲜就
等着你去发现了。花盖蟹顶着黄中带
黑点的盖子，矫健敏捷，感到危险就会
迅速遁入沙下隐身。要捉到它，出手需
快、准，否则它就逃之夭夭了。咩子（学
名豆形拳蟹）则动作缓慢，青色的小圆
壳老远就能看到，也是最容易捡到的。
海波螺在退潮的浅水中最漂亮。它喜
欢追逐潮水，乳黄色的身体从圆壳中探
出，像开在水中的朵朵蘑菇。捡海波螺
如同采蘑菇，潮水合适能收获不少。挖
蛤蜊则需要经验和耐心了，赶海人会透
过沙滩上裸露的小气孔，找到蛤蜊滩，
剩下就是细心翻找了。遇到退大潮，还
能踏到大的文蛤。赤着双脚不停踩踏
脚下的沙滩，待脚掌触碰到文蛤硬硬的
外壳时，伸手就能挖到文蛤。踏蛤蜊是
赶海人的一大发明。

赶海是个辛苦活，要想收获更多的
海鲜，就要跟着潮水走进离岸边很远的
沙滩。赶海归来，皮肤被海风吹晒得黝
黑，身上的衣服也被汗水海水浸透，但看
到篮子里大海赠予的劳动成果，疲惫的
脸上还是透着收获的喜悦！

山海未改旧时色，游子他乡霜染鬓。
离开故乡已三十多年了，每每登上大南
山，眺望远处一望无际的大海，我便仿佛
又看见了故乡的那山那海。

我的家乡在莱州，这是一个历史悠
久、古迹遍地的千年古邑，也是一个枕
山负海、四季分明的滨海小城。

第一次因家乡引以为傲的，是在大
学毕业后到单位报到的那一天。科室
里一位年长的同事问：“老家哪里的？”

“莱州。”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进一步解
释莱州在哪里时，同事又说了一句：“莱
州是个好地方呀！黄金遍地，海鲜满
桌，石材遍天下，而且莱州一中也很厉
害！”这赞美来得猝不及防，却直击心
灵，从此我对家乡有了那么一点点的爱
与眷恋。

慢慢地，家乡变成自己可以说她万
千不好，却不允许别人说她丁点不好的
地方，变成了时不时想要回去看看的地
方，也变成了离开时车里塞满了特产的
地方。

再后来，每一次回到家乡，都会惊异
于她的日新月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一条条大路伸向远方，一处处休闲旅游
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种种特产或者
被列入非遗名单，或者被注册为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谁能想到曾经感觉遥不可
及的东西，居然就近在眼前。今天再提
到莱州，不仅是梭子蟹名扬天下，草辫、
面塑、大姜、毛笔、蓝关戏、大粒盐等也后
来居上，从美食到工艺品，时时处处彰显
着莱州的物华天宝！

2023年的月季花节前夕，我用了
两个多月的时间备了一节家乡课，终
于明白：原来，家乡的钟灵毓秀，不只
是大基山的清泉涌流、幽静绝俗，也不
只是黄金海岸的风景旖旎、海天一
色。家乡的美，还在于她的历史悠久、
文化荟萃。

早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
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夏朝时，子
浇建立过国，是当时胶东半岛最早的封
国。后来的各朝各代中，莱州都以其发达
的经济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胶东地区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被太史公司马
迁誉为“海岱之间一都会”。而与历史悠久
并肩而行的一定是文化璀璨，人才辈出。
如果有机会到莱州，一定要去博物馆参观
一下，在那里你会感受到莱州的沧桑悠远；
一定要去文化馆参观一下，在那里你会品
尝到莱州的文化盛宴；还要到掖县公园去
参观一下名人大道，在那里你会认识“左伯
纸”的发明者左伯、“游珠算盘”的发明者徐
岳、神笔刘耳枝、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吕海
寰等诸多莱州的历史名人。

就这样，酝酿已久的一堂课让我和
家乡进行了重新链接。下课后，家长们
赞不绝口，纷纷感叹身为莱州人，居然
不知道家乡这么美！而孩子们虽然有
些懵懵懂懂，但是没关系，三十年后，如
果他们还记得五六岁时听到的这堂课，
眼睛一定会闪闪发亮，心中也一定会升
腾起万千温暖！

日暮乡关何处是？家乡，是年少
时的“让我如何说爱你”，是年长时的

“怎能不说我爱你”，也是年老时的“思
乡雨滴心”。家乡，是一段岁月、一种
记忆、一份感情，不论何时何地，想到
家乡，都会油然而生一种感叹——哎，
怎能不说俺家乡美！

故乡那山那海
邹风华

花开莱州花开莱州
付桂香

莱州家乡美
陈蓓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