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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诗人谢榛
聊城 武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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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榛一听，身子一冷。他连忙回答，回
李大人，没人给我出主意。我是久慕侯爷为
人，才进京谒见的。

谢榛的话一石二鸟：既让崔元听了高
兴，又把李秦掩盖住了。

李开先端起酒杯，敬谢榛，说，茂秦先
生，请满饮此杯！说完，自己先干了。谢榛
随即也干了。

崔元这时发话了，说，大家替谢先生想
想，看看在哪个部里给他谋个差事。

高拱直落落地说，侯爷，你与严介溪关
系那样好，好得穿一条裤子，直接给他说说
不就行了？

崔元听了，脸上立现愠色，但很快就消
失了。崔元说，你这个河南驴，怎么这样说
话？

高拱立即感觉出言语的不当，马上说，
下官冒犯侯爷，还请见谅！

李开先反应最快，对高拱说，你怎么忘
了侯爷的习惯，说错话自罚三杯便是，道歉
倒是不用。

高拱顺坡下驴，连喝三杯。
崔元有点严肃地说，高翰林，你不知情，

我与严介溪关系虽好，但不如我们之间随
便。不是我说你，你得改改你的直性子，不
然会吃亏的。

高拱低下头去。
严讷见气氛已是好转，便说，我给吏部

的刘侍郎说说，然后伯华再与刘侍郎接接
头，这事也就差不多成了。

谢榛十分感动，他站起来，动情地说，初
识侯爷，侯爷就这样劳心，这让谢榛感激莫
名。我自己喝上一杯，感激侯爷。谢榛一饮
而尽。随后，谢榛又感谢三位大人一杯。

崔元本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人物，高拱引
来的不快此时已是忘记。他对谢榛说，你放
心喝酒，静候佳音吧。接下来，我要说一个
高驴子的笑话，你听了一定能多喝几杯。

谢榛看着侯爷，准备聆听。李开先已是
发出笑声。而严讷、高拱，却是欲哭欲笑，尴
尬起来。

崔元说，严侍郎是苏州人，你看他长得
多英俊。嘿嘿，只是脸上有几粒麻子。高翰
林作文有打腹稿的习惯，烂熟于胸，然后一
挥而就不用修改。苏州俚语，说麻子是盐豆
儿；河南俚语管直性人叫驴，直肠驴嘛。这
天，两个伙计遇到一块，高拱嘲笑严讷说：公
豆在面上。严讷立即应声说：公草在腹中。

谢榛听了，不觉失笑，眼泪流出，但他很
快止住，低下头去。

高拱解嘲，说，侯爷高兴，说多少次都可
以。驴就驴吧，能吃能喝，能跑能睡，何乐不
为？

严讷自然也得说一句，麻子怎么了？侯
爷想有，那可难了，难于上青天嘛。呵呵。

谢榛感觉极好。他原来想象着官员之
间应该等级森严，但看这几个人之间，却是
忘形尔我，虽然也红脸，虽然也斗嘴。

（未完待续）

1962年夏，我考入山东中医学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前身）。入校后，同
学们得知我是阳谷人，都问我去过景
阳冈吗，景阳冈是什么样子的，当时
气氛有些尴尬，因为我真没去过那
里。当年寒假，我不顾寒冷的北风，
骑上自行车，沿着高低不平的田间小
路第一次造访了这个因名著《水浒
传》而名闻天下的地方。

在接近景阳冈四五里处，我开始
有了微微上坡的感觉，自行车仿佛变
得沉起来。岗子上有坐北朝南的三
间灰砖瓦古庙宇，中间大门上悬挂着
的匾额上有“山神庙”三个大字，是上
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任山东省委书
记的书法家舒同题写的。

那时候，岗子南偏西约50米处还
有一小段疑似残留城墙的土垛子，后

来没有了，据说是被苏联人运走了，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特殊元素引起了
他们的注意。这段土垛子与景阳冈
有什么关系，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我
觉得它们之间一定有一段精彩的故
事。

我第二次到景阳冈是 1984 年 4
月23日，那时我担任聊城地区中医药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陪同来聊城讲
学的著名伤寒学家、山东中医学院李
克绍教授游览了景阳冈。我俩在景
阳冈石碑旁的合影照片至今保存完
好，弥足珍贵。

我第三次游览景阳冈是在 2022
年9月15日（农历八月二十）上午，与
朋友坐车礼赞景阳冈，再次在碑前留
影。又经多次探问，我们还找到了那
个有神秘色彩、多种神话传说的老潭
坑。

老潭坑以其水深、不干涸而闻
名。老潭坑的形成有个传说，因黄河
发大水，护河金堤中早就埋伏的斩龙
剑没能射杀水妖，金堤被冲破后，经

水冲刷而成。至今当地还流传着秦
始皇跑马修金堤的传说——

秦始皇刚统一中国就提出“南修
金堤挡黄水，北修长城拦大兵”。那
时候，黄河年年在濮阳一带决堤成
灾。秦始皇下旨要在黄河涨水前，修
一条黄河大堤，取名“金堤”。然而，
在哪儿修呢？秦始皇骑上马，叫监工
大臣跟着，马跑到哪里，堤就修到哪
里。他沿着黄河跑了二百多里，马蹄
印就成了修金堤的线路。

老潭坑水深、不干涸，龟鳖经年
在水中游动，在晨昏的烟雨缥缈中常
常导致一些幻象，被当地群众编成神
话故事，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想起
这些，站在潭坑边，骤然间有种毛骨
悚然的感觉。

景阳冈永存，老潭坑不干。神话
传说历久弥新，留在一代代人的记忆
中，承载着乡愁，憧憬着美好。也许，
这就是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所在吧！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父母来帮着
搬家，会有这么多不顺。

父母一到。父亲就提出来要去
新房看看。父亲的这个要求，他必须
满足，更何况这个新房父母也赞助不
少。一家人去了新房，母亲一进门，
边看边说，真好，亮堂，装修得也好
看，在咱老家看不到这样的好房子，
还是大城市好。一直没有说话的父
亲说，没少浪费钱吧，装这个有什么
用！母亲说，新房，谁家不收拾一下，
现在不装修，什么时候装修，你懂啥，
少说话啊。他知道，母亲是怕他们不
开心，才这样说的。

周末，早饭后，一家人就开始收
拾，该打包的打包，该丢弃的丢弃，毕
竟有些东西新房里用不上了，即使能
用得上的，也跟新房不协调，看上去
不美观，就买新的了。

为了收拾东西，他提前买了几个
收纳箱。父亲看到后，满脸不高兴，
说弄几个纸箱子，用绳子胶带一固定
就行了，还花这个钱，真不会过日子。

他本想说什么，被媳妇拦住了。
一旁的母亲说，你少说话，多干活，听
孩子的就行。父亲虽不高兴，也不敢
说话了。母亲说了，父亲不敢反驳，
这是一辈子的习惯了。

父亲和他一起装比较重的东西，
先把电视装进箱子里，他说，里面塞
结实了，要不，电视晃坏了。父亲拿
起沙发上的靠垫就往里面塞，他忙拦
住。他拿出一些泡沫块塞进去，有弹
性，就能保证电视的安全了。父亲一
看他不听话，将靠垫一扔，坐在了沙
发上，面无表情盯着他做。他没敢说
什么，依旧忙着。

母亲和媳妇收拾卧室里的东西，
人家娘俩挺和谐的，一个说，另一个
服从，有些还商量着来，不时地还会
传出爽朗的笑声。母亲从卧室里出
来，一看父亲坐在沙发上，说，你坐着
干吗，让你来干活的，不是让你来休
息的，你听孩子的就行，咱也不懂。

父亲没好气地说，我休息一会不
行啊。母亲也不耐烦地说，行，就你
娇气。

他说，妈，没事，慢慢弄。嘴上这
样说，心里也着急，这么多活，一个人
也不好做，父亲搭把手就好做多了。

他打开鞋柜，将鞋一双一双地摆
好，有盒子的放在盒子里，没有盒子
的鞋，先用纸塞一下，再用方便袋装
起来。他收拾得差不多了，父亲拿过
来一个大袋子，就将鞋往袋子里装。

他一看，忙说，爸，不用袋子装，
我有箱子，要不把鞋都压坏了，没法
穿了。

父亲气呼呼地说，一个鞋也这么
娇气，值得占用箱子？你真是一个败
家子。

他一看父亲真生气了，也不敢拧
着来了，就放下了箱子，接过父亲手
里的袋子，他边装边生气，还不敢说
什么。心想，真不该让父母来搬家，
还不如找同学帮忙呢。

等他装好，父亲用绳子将袋子口
捆紧，怕口散开，还拽了拽，这才将袋
子放在了门口边上。

后来，又收拾了一些零碎东西，
基本是他收拾的。父亲也不动手了。

母亲和妻子将卧室里的东西收
拾得也差不多了。

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客厅
里摆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平时没看到
家里有多少东西，这一收拾，还真有
家业。

晚上，他说中午饭就没吃好，晚
上也别做饭了，都挺累的，叫个外卖
吧。

媳妇说，多要几个菜，让爸喝点
酒。

母亲说，喝什么喝，吃完了早点
休息，明天还要搬家呢。

媳妇对他说，你叫就行。
他叫了六个菜，有父亲爱吃的红

烧肉，母亲爱吃的拔丝山药。吃饭
时，父亲说，红烧肉味道不错。虽然
如此，父亲还没怎么高兴。他知道，
肯定是因为收拾东西时看不惯他的
做法。他也理解，毕竟生活环境不
同，会有不同的想法。

晚上，媳妇说，别生爸的气，老人
都是过苦日子过的。他没言语。第
二天早上，他再收拾东西时，父亲完
全改变了，一切都是按他说的办。他
一时还不适应了，但也顾不了那么
多。

接下来的搬家过程非常顺利。
他也不知道母亲跟父亲说了什么。

安顿好后，父亲说让他以后多干
点活，别那么懒。

父亲这样一说，他更弄不明白
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想，还是别猜了，父亲高兴了
就好。父子之间难免有代沟，慢慢沟
通就好了。

搬家
□ 高唐 孙志昌

三游景阳冈
□ 聊城 谷越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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