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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刚

  当晨光慢慢铺下来，整座高楼便披上了神
秘的色彩；当白云掠过楼顶，仿佛听见闲云轻
轻敲窗的声音；当落日的余晖无限留恋地投射
在青砖黛瓦上，仿佛穿越了一个盛世；当明月
挂上高楼，仿佛看到远方游子思乡的目光。
  这便是宋代所建的奎星楼。奎星楼位于青
州古城东南角城墙之上，为古城标志性建筑之
一。历史上的奎星楼又称文昌阁，是原青州府
城东南角楼，宋代所建，明清重修，原为两层
建筑，拱柱飞檐，高大宏伟。
  欧阳修于宋熙宁元年（1068年）到青任知
州，其州衙便在南阳城。公事之余，欧阳修常
常在山斋静养、写作、接待宾客。山斋东邻便
是奎星楼，在星月交辉的夜晚，他站在窗前，
望着月影与碧水衔接，听着高楼下风声敲秋
韵，万叶千声皆是情，如雨在鸣，淅淅沥沥地
滴落在心中。虽然他醉于当世的人间仙境，但
更勾起思归田园的迫切之情，希望能过上依山
傍水的生活。或许唯有诗词可以慰其心，他把
青州的山水美酒统统安放在诗词中，借以抒发
自己的情怀。
  古城西连岱岳，东瞰苍溟，南面三山连
翠，北面二水绕流，抱城如月。名山大川，遍
布四境，文化遗存丰富，风景名胜荟萃，自古
即为文人骚客、达官贵人乃至平民百姓游览观
光的绝佳之处。
  明衡王朱祐楎就藩青州时，曾捐资维修古
迹，翻建奎星楼。据嘉靖《青州府志·藩贤衡
恭王传》记载，朱祐楎乐善好施，除去按照礼
仪祭宗庙、朝天子外，就是“暇居斋宫，手不
释卷”“尤精书法，四体皆工”。朱祐楎翻建
后的奎星楼，更加壮观宏伟，声色愈远，景色
愈亮。据记载，四周白杨参天，风吹叶动，势
若雨声，夜深人静时尤觉清晰。
  明万历年间，青州兵备道、山东右布政使
李本纬，曾将青州名胜概括为“青州十景”，
奎星楼景观名曰“南楼夜雨”。李本纬赋诗
曰：“不驾屏号驭，栏杆漏正长。如何消寂
历，偏听雨淋浪。琨啸唯风榻，庾登坦月床。
谁知徙猗处，疏冷湿衣裳。”今在偶园街西侧
墙壁上展示的“青州古十景”一系列砖雕文
化，其中就有“南楼夜雨”。
  古代读书人在奎星楼拜奎星，祈求科举高
中，榜上有名。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青
州知府陶锦重修奎星楼。当年，科举考中的人
数增加到13人。从此，“南楼夜雨”更成为一
处独特的佳景。
  这座古城墙东南角小楼令范仲淹、欧阳修
等历代先贤留下颇多咏南楼的诗作。范仲淹的
《南楼》诗曰：“南楼百尺余，清夜微尘歇。
天会诗人情，遗此高高月。”欧阳修有《留题

南楼二首》，其二是：“醉翁到处不曾醒，问
向青州作么生？公退留宾夸酒美，睡余欹枕看
山横。”
  现居北京的王立祥老人，曾居住于益都城
里南营街，1953年在青州上高中，1956年考取
北京大学。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奎星楼老照
片》：“在城墙的东南角一个大窝圈上，建有
两层的奎星楼，俗称东南角楼，这是‘青州古
十景’之一。歇山顶木结构灰砖灰瓦，在楼内
东南角有一架木楼梯，上端二楼入口处，还有
一块大盖板，盖上盖板，二楼就是一个完整矩
形。楼内没有任何陈设。据老人们讲，东南角
楼西面，城头上还有一个大厅，这个大厅下面
就是荷花湾。大厅东头有两间小屋，朱叔朱武
昌家住在那里。夏天游人很多，他家就在大厅
里开了个茶馆。大厅西头有一小块地，六嫲嫲
种了一些青菜，四周靠墙种的是扫帚菜。东南
角楼和茶馆大厅之间，有一条登城的石砌阶梯
步道，步道两侧城头上到处是刚栽的小柏树。
在奎星楼高台西北角有一条石砌阶梯，阶梯两
侧有半墙，阶梯中间还有一道门，这是登奎星
楼的唯一通道。”
  现重建的奎星楼城台长27.78米，宽15 .4
米，总高14米。奎星楼城台内设三层，亦有楼
梯通往奎星楼城楼。整座建筑面阔三间，进深
一间，二层重檐带周围廊歇山式建筑，建筑面
积211平方米。其结构形式为砖木结构，台明
石构件采用当地青石制作，墙体为停泥砖砌筑
丝缝做法，檐下彩画亦为雅伍墨旋子彩画。
  如今的奎星楼已是古城内的一道奇景，春
日听风，夏日沐雨，秋日赏云，冬日观雪，每
个日子都是最美的风景。月圆时节，明月高
悬，成了文人墨客笔墨下的风采。

一梦千年话古楼
□迟玉红

甚幸今生执教鞭，耕耘四季种贤田。
心怀家国浓如酒，业有经纶广若天。
深夜华灯为理想，讲台粉笔写情缘。
此间况味知多少，明礼修身路未偏。

第39个教师节感赋

西江月•我的教师生涯

  学问传承世代，修为冀望明天。
常年粉笔垦心田，播种未来一片。
  不觉银霜秋鬓，无声红烛花笺。
愿成水手护航船，桃李弦歌致远。

诗
二
首

□
柳
林

  首阳山顶的朝阳新鲜得像一枚刚滑出蛋壳
的鸡蛋黄，满是红晕地包裹在天边缥缈的薄雾
里。红蒙蒙的光波弥漫着，洇透了夷齐祠古老
斑驳的石墙和墙根的两对赑屃，镀亮了新建红
木栈道的扶手和阶梯，洒落在万亩林海的枝桠
和叶隙间。
  昌乐首阳山是渤海南岸第一山，孤峰兀
立，沟壑深邃，林木繁茂，风景优美。东边是
一马平川的数百里平原，日出之初，光必先
及，或许，这就是首阳山名称的来历吧。
  假若你领略过首阳山的日出，定会感悟到
她不仅美得让人心醉，而且还会给人以亲近之
感。“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首阳山的
日出应和着诗仙李白的浪漫诗意，缓缓地从地
平线升起。因为视野开阔，所以从首阳山顶上
望去，太阳好似并不遥远，她温情平和，与你
相视，平等友善，博爱天地。风，因她而和
煦；空气，因她而清新；山川，因她而祥和；
人，也因她而有了朝气。
  首阳山的朝阳又是和谐而美好的，白雾升
腾，祥云缭绕，彩霞漫天，“炎炎红镜东方
开，晕如车轮上徘徊”，如果把这样的一轮红
日点缀其间，这美妙绝伦的画面才算完美吧！
这绚丽的画面又怎能不让人心生沉醉，忘却自
我，仿佛天人合一般，融合进这和谐而美好的
大自然之中，成为这美丽画卷里的一抹景色。
  首阳山的朝阳还是静谧和安然的，她没有
半点的骄躁，宛若刚刚从东海出浴的娇俏少
女，一点点冒出艳红的脸蛋。山下是刚刚从睡
梦中醒来的村庄，青砖红瓦，绿树葱茏，炊烟
袅袅，偶尔传来一两声的鸡鸣狗吠，让周围的
环境显得更加幽静。“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
岩穴暝”，太阳慢慢上升，雾气消散，烟云聚
拢，这晦明变化，山间朝暮，需要你静心屏
息，细细地去感悟这人间之福、山水之乐。
  首阳山的朝阳够美了吧？然而，这还不
够，它最有名气的是孤峰夕照。夕阳美景才是
这座山的名片和标签，是这座山的荣耀和骄
傲。孤峰夕照不仅是“昌乐八景”之一，在
“潍县八景”中也占据着一席之地，它更是引
发了无数诗人灵感和才情的源头。从古代流传
下来的孤峰夕照同题诗仅有记载的就有上百
首。张起岩的《孤峰夕照》，便是其中之一。
  “一抹残阳映碧岑，孤峰倒影自成阴。牧
童横笛归家去，鞭趁牛羊出远林。”曾任安丘
县尹的元代首位汉人科举状元张起岩，踏着悠
悠古道，路过首阳山下，眼望青山耸翠，红日
妖娆的首阳山落日美景，禁不住诗情勃发，纵
情吟诵着。
  明代昌乐县令于子仁也一气呵成同题诗
《孤峰夕照》。“孤峰倒影大桥西，翠抹岚光
望不迷。几片落霞真画屏，半天残照好诗题。
斜坡童唱驱牛下，远树含烟待鸟栖。二圣祠前
云渐合，晚风犹动草萋萋。”他于明洪武二十
四年来昌乐赴任，兢兢业业，一心为民，受人
爱戴，是一个万众敬仰的好官。
  古往今来，吟诵孤峰夕照的诗词俯拾皆
是，数不胜数，这一场震古烁今的赛诗会横跨
历史的悠悠长河，辗转于首阳山的青山秀水，
与其说是这些文人骚客的诗词成就了孤峰夕照
的盛名，倒不如说是首阳山的钟灵毓秀成全了
这些诗人雅士的浪漫与情怀。
  近年来，首阳山旧貌换新颜。山明水秀，
游人如织，络绎不绝。如果说先前的首阳山是
原始之美、自然之美，如今日渐呈现生态之

美、成熟之美，首阳日出与孤峰夕照的新
景观更是蜚声八方，名扬千里。古时

那些文人墨客游山玩水的闲情逸
致，现已成为普通百姓日常

生活中的精神享受。

  奎星楼是青州古
城地标性建筑之一。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