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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驿山
□吴瑞芳

剪报里的旧时光
            □董国宾

  前段时间，路
过镇青门公园，看
到记忆中的马驿山
掩映在繁密的绿树
中，但没看到它古朴
的容颜。此后几天心
中念念不能忘，于是带
着 小 外 孙 专 门 去 看
望它。
  镇青门是青州历史上
东阳城的西北门，距今已有
1600多年历史。明清两代时，
镇青门为官府驿站，是官员差役
换乘车马的地方，故又名马驿门。后
来，马驿门的城墙拆了，只剩下两座二二十十多
米高的土堆，远远望去跟小山一样，人们就叫它“马驿山”。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马驿”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山上有很多蚂蚁
呢，向来有密集恐惧症的我一直不敢靠近它，后来才明白是以马为交通
工具的古代供马歇脚的地方，但一直都是路过时远远地望几眼，直到多
年以后，在史书中看到端坐的它。
  1989年版《青州市志》记载：东晋义熙六年（410年），大将刘裕攻
陷南燕国都城广固（马驿山西侧），下令将此城夷为平地。留羊穆之为
青州刺史，在北阳水以东、南阳水之阳（即今南阳河之北）另筑东阳
城。明洪武三年，州府迁入一河之隔的南阳城。清代，东阳城渐被废
弃，城垣大部分已平，唯存北城墙之西城门，即镇青门，以及长27米、
高20米、宽14米的城墙门洞。历经战火，到1948年，只剩下残垣断壁，至
1949年基本就剩下两个大土堆了。
  今日再从它身边经过时，望着两堆长满了杂草的高高土堆，脑海中
是史书中它最初的模样：马驿门门洞高7米、深纵20米，顶上建有30多间
老房子，建筑群分成为东、中、西三院和南、北大殿。东西长度约50
米，南北长度不少于30米。通往顶上建筑群分别有两个门，东门是朝阳
门，西门是玄阳门，进入两个门后分别有影壁墙和假山。顶上建筑群有
东、西、中三院，中院为正殿。如此壮观真切的辉煌建筑，却毁于无情
的战火，让人心疼。
  将车子停放在镇青门东侧，我领着小外孙进入人声鼎沸的镇青门公
园。在“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儿歌声吸引下，他直奔儿童游乐场，开启
了拼积木、钓鱼、蹦床等游戏。游乐场北边，五六十位中老年妇女正围
着双马拉车的雕塑载歌载舞；南边，双杠、漫步机等健身器材前围满了
老人和孩子，再往南的乒乓球桌案前，四个人激战正酣，周围不时爆发
出阵阵喝彩声；西边，高高的镇青门牌坊和长长的三面浮雕墙周围坐满
了正在晒太阳的老人，还有几位老人在吹拉弹唱。牌坊两侧有古装人物
雕塑，西侧还有一座六角凉亭。牌坊往南50米左右，镇青门后边就是马
驿山。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门前，一人多高的围墙却挡住了我的去路，
丛生的草木又遮挡住了视线，我只得沿着围墙往东南走。正南方向，林
立的居民楼对面，我终于依稀看到了它沧桑的容颜：高大的乔木和低矮
的灌木夹杂之下，两堆高高的土堆依旧顽强地屹立在原地，默默抵御着
岁月的侵蚀和风雨的洗礼，一如我记忆中的模样。东边那一堆的中段，
青砖垒就的古墙体瞬间将我拉回到了曾经金戈铁马的岁月：拱洞高耸的
城门洞开着，旌旗猎猎的城墙之上，守卫的士兵远远看到一望无际的田
间小路上，驿官骑着快马，风尘仆仆地从远方飞驰而来，连忙下来迎
接，友好地招呼他稍事休息，牵来另一匹快马，目送他带着信件或者物
品，继续向着目的地飞奔而去。士兵牵过劳顿不堪的俊马，为它拂去周
身的尘土，梳理有些凌乱的鬃毛，喂它喝水吃料，善通人性的马儿“咴
咴”叫着，将头靠在士兵的手臂和衣袖上亲昵地厮磨着。
  辚辚的车马声中，行军打仗的、挑担赶路的、驾车送货的……穿过
马驿门，让这里一直热闹繁华、活力四射。直到1913年，它和诞生了著
名的《阳关三叠》的渭城驿站以及让杨玉环香消玉殒的马嵬驿站一
样，默默退出了历史舞台。
  往日巍峨的城墙已经不复存在，热闹辉煌的镇青门也只剩
下两个土堆。但是，古城的历史和文脉却早已深深地烙印在

这片土地上，融入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中。马驿山犹如一
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守望着，

仿佛在追忆着往昔的辉煌和那些久远而动人的
故事。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信息的洪流如同无边的潮
水，将手机、电脑屏幕填满。而那一份份沉甸甸的剪

报，却静静地躺在泛黄的文件夹里，仿佛是时间凝
固的印记，记录着属于我们的旧时光。
  记得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订报纸是一
件十分奢侈的事情。但爷爷是个热爱读书看报
的人，他会在每个清晨早早地赶到街头的报
摊前，花几毛钱买上一份当天的本地报纸。
那份报纸，不仅是他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
更是他精神的寄托和生活的调味剂。而
我，总是在放学后，迫不及待地翻阅着那
些已经有些折皱的报纸，寻找那些能让我
眼前一亮的内容。
  有一天，爷爷突发奇想，从废品收购
站买回了一堆废旧的杂志和报纸，说是要
制作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剪报集”。我
一听，高兴极了，连忙拿来剪刀和胶水，
跟在爷爷身后，学习如何制作剪报。
  爷爷是个做事极有条理的人，他将报纸
按照内容分门别类，什么政治新闻、体育赛

事、文学小说等，都被他小心翼翼地剪裁下
来，然后用胶水工整地贴在本子上。我呢，是个

贪玩的孩子，只对那些有趣的小故事和精美的插图感
兴趣。每当发现这样的内容，我便迫不及待地用剪刀剪

下来贴在我的本子上，还会在旁边画上几笔，简单记录下自
己当时的心情和感受。
  慢慢地，在爷爷的影响下，制作剪报成了我的一大乐
趣。每当周末或假期，我总爱捧着一叠厚厚的报纸，细细品
读，遇到感兴趣的文章、美丽的图片或是触动心灵的语句，
便小心翼翼地裁剪下来，贴在那本我早已准备好的剪报本
上。最初，我的剪报内容大多与学习相关。那时的我对知识
的渴望如同干渴的人对于水的渴求，无论是有关学习楷模的
报道、历史事件的解析，还是科学实验的新闻，我都会一一
剪下，作为日后潜心学习的宝典。这些剪报，不仅帮助我巩
固了学习阵地，更激发了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也承载着我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剪报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我开始
关注社会热点、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每当读到
一篇关于某个城市的人文故事或是某部电影的精彩影评时，
我都会忍不住将它们保留下来。这是我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桥
梁，让我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去感受那些遥远而陌生的文
化与情感。
  在我珍藏的剪报中，有一张特别引人注目的照片。那是
一张黑白老照片，记录着几十年前的一场盛大的节日庆典。
照片中的人物身着传统服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背景
音乐似乎在耳边回荡。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都会不由自主
地陷入沉思，想象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
这张剪报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更是一份对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致敬。
  当然，我的剪报本中也不乏一些趣味十足的片段。有一
次，我读到了一篇关于宠物趣事的文章，讲述了一只聪明的
猫咪如何学会开冰箱偷吃食物的故事。我被这篇文章深深吸
引，忍不住笑出声来，当即决定将它剪下来收藏。这些轻松
愉快的剪报，如同生活中的调味剂，让紧张忙碌的日子多了
几分欢笑与温暖。
  那时的我们，虽然生活条件简陋，但心中充满了满足和
快乐。每次翻开那本厚重的剪报集，就像打开了一段尘封的
记忆。即使报纸上的字迹逐渐变得模糊，但那份情感和真挚
却愈发清晰。爷爷曾经告诉我，每一篇文章、每一张图片背
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而那些故事正是报纸存在的价值
所在。
  前几年的一个夏天，爷爷去世了。在整理他的遗物时，
我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一个盒子，打开一看，竟然是我
和他曾经一起制作的剪报集。那些纸张早已变得陈旧不堪，
但那份心意和记忆却依旧鲜活如初。看着这些熟悉的剪报，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感受到了那份真
诚而淳朴的幸福。
  而今，我更为珍惜每一份报纸和剪报了，虽然数字媒体
的普及带来了信息获取的便利和效率的提升，但我却总觉得
那份旧时光中的剪报集所蕴含的情感和意义是无法被替代
的。我重新尝试着在自己的生活中保留这种传统的方式，来
记录和分享生活的点滴。每当我发现一篇让我深受感动的文
章或者一个值得铭记的瞬间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它剪下
来贴在自己的本子上，并且附上自己的感想和心得。我的生
命里，似乎离不开从小在爷爷的熏陶下进行剪报的时光了。

马驿山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