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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河，发源
于临朐沂山，一路

顺势而下，蜿蜒流淌，
穿越临朐、青州、寿光等地，

最终投入渤海博大的怀抱。而我的
老家犹如一颗宁静的明珠，安然地镶嵌

在青州弥河西岸。
  每当微风拂过，河水泛起粼粼波光，弥河
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从老家那条
街的老屋出门算起，距悠悠流淌、奔腾不息的
弥河水域仅一二百米之遥。近在咫尺的河水，
成为了家乡独特的风景，也承载着我对弥河深
深的眷恋与无尽的思念。
  小时候，弥河是我和玩伴的乐园。放学
后，小伙伴们你追我赶，笑声回荡在河畔，那
是一段纯真美好的时光。清澈的河水、袅袅的
垂柳，承载着我们的欢乐。下河捉鱼虾的场景
至今仍在心头萦绕，每次回忆起来，仿佛还能
感受到当时的兴奋与激动。而最让我难以忘怀
的，当属捉泥鳅的经历。用手去捉滑溜溜的泥
鳅，虽然有时感觉到了唾手可得的程度，但难
以把控的泥鳅总会从手中一下溜走，却又激发
着我们不断尝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后
来，我们总结出一条经验：捉泥鳅要学会用巧
劲，顺势而为，不能用力去抓。

  初冬，大自然赐予我们一个特殊时刻，此
时是捉泥鳅的最佳时机。当冷风渐起，河水开
始变凉，聪明的泥鳅仿佛知晓了寒冬的临近，
它们学会了“抱团取暖”，在河边一些小小的
泥湾里扎堆聚集，藏于泥下。一堆泥鳅能有几
条、十几条甚至几十条，它们仿佛在共同“筹
划”过冬的事情。这时，人们手持铲网，将那
带着泥水的泥鳅一并捞起，再用清澈的河水冲
去污泥，此时网里裸露出来的便是活蹦乱跳、
扭动着身躯的泥鳅了。就这样一网接着一网，
捞出洗净，再将其倒入水桶中，有时收获半
桶，多的时候能装满一大桶。
  然而，河边并非处处都能发现泥鳅的踪
迹。要想找到它们，必须用心去探索，仔细寻
找那些适合它们“安家”且能遮风避寒的小水
湾。通常，附近熟悉的水湾在经过捕捞之后，
收获往往会逐渐减少。如若渴望有更为丰硕的
成果，就得鼓起勇气，徒步走向远处。那未知
的区域，仿佛是一片等待开发的“新大陆”，
充满了神秘和期待。说不定在某个不为人知的
角落，藏着数量众多的泥鳅，等着人们发现河
中的宝藏，收获满满的惊喜。
  20世纪80年代，有商人到我们村收购泥
鳅，他们给出的价格相当可观，在当时引起了
不小的轰动。对于一些村民来说，这无疑是个
难得的赚钱机会。原本不起眼的泥鳅，一下子
变得十分引人注目。它不再只是河水中默默游

动的小生物，仿佛突然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和
意义。它从无人在意到备受关注，其角色发生
了巨大的转变。
  那个秋末冬初，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放学后，我的首要任务从拔猪草转向了下河捉
泥鳅。运气好的时候，一次捕捞的泥鳅能有几
元钱的收入，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极大的
满足。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最多的一次竟赚到
了5元。要知道，在那个职工月工资仅有二三
十元的年代，这绝对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它能
买好多学习用具和学习资料，甚至能给家里添
置一些生活用品。每每想起那段经历，心中仍
然充满感慨，那是艰辛岁月中的一抹亮色。
  后来，我幸运地踏入了大学的校门，家乡
的那条河离我越来越远。当冬天来临，在家闲
来无事的三弟，也学着曾经的我去河里捉泥
鳅。那时的他，不过十一二岁的年纪，小小的
身体却充满了力量和勇气。令人惊喜的是，他
每次都收获满满，捕捞水平丝毫不亚于我。而
我在大学期间的部分生活费用，正是三弟在寒
风中不辞辛劳换来的。
  那些捉泥鳅的日子，如明珠般镶嵌在我记
忆的长河之中。无论是下河捉泥鳅时的欢乐，
还是收获泥鳅换来收入时的满足，都深深地印
刻在我的脑海里。岁月流转，人事变迁，但记
忆永远不会褪色，始终在我的心中保持着鲜活
与生动。

捉捉泥泥鳅鳅
□张张雯雯

  春天的弥河生态农业观光园，微风轻拂，
阳光明艳，草木萌发。沿着弥河西岸平坦的步
道缓缓前行，我穿过张建桥桥底，面前登时豁
然开朗，视野和心境也随之宽广、愉悦起来。
  这是河岸与堤坝之间的河滩地带，20多年
前建设了颇具异域风情的欧洲村。因弥河行洪
安全和城市功能提升需要，近年来对这里进行
了彻底改造，成为弥水清风主题公园。
  公园入口处一块写有园名的红褐色石碑赫
然入目，背面刻着一段文字：弥水清风主题公
园东濒弥水，西临商务小区，北起圣城东街，
南至农圣街王口大桥，南北长1440米，占地18
公顷。公园将寿光三圣文化、农耕文化、历史
人物中的清廉元素融为一体，寓廉于景、寓教
于乐。
  这处公园从寿光的历史长河中，撷取了一
朵朵闪光的浪花，呈现于世人面前。
  步入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于石碑
南侧的“三圣”文化浮雕。最西边是“仓颉造
字 启民以智”主题浮雕，融合了黄帝、仓
颉、水草、鸟兽、文字等元素。黄帝史官仓
颉，从远古走来，披发长须，四目炯炯，手持
造字工具，观天象、察山川及鸟兽之迹，仿其
形象创造文字，除结绳记事之弊，开创文明之
基，因而被尊奉为“文祖”。寿光历史上有仓
颉墓、启秘亭、仓颉双井等遗迹。为纪念仓
颉，寿光建有“仓圣公园”“仓颉书院”“仓
颉汉字艺术馆”“文圣书房”等。2021年，
“仓颉造字的传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往东是“夙沙煮海 惠民以利”主题浮
雕，生动再现了夙沙氏手持工具带领人们“煮
海为盐”的场景。夙沙氏是居住在山东沿海的
夙沙部落首领，因其最早煮海为盐，被尊为
“盐宗”，是我国海盐生产的创始人。寿光被
命名为“中国海盐之都”，“寿光卤水制盐技
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双王城商周盐业遗址群被评为2008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沿甬路东行数步，北侧是“农圣著书 安
民以术”主题浮雕，正中是农圣贾思勰伏案著

述《齐民要术》的画面，两侧描绘了寿光人民
收获粮果蔬菜、载歌载舞庆贺丰收的场景。借
助贾思勰《齐民要术》农业思想的引领，菜乡
人在新时代继续书写现代农业的绿色篇章。
  寿光人杰地灵，不仅有“三圣”，还英才
辈出。弥河流域曾涌现一大批历史人物，有社
稷重臣，也有文苑精英，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
的故事，彰显出寿光深厚的人文底蕴、灿烂的
历史文化。
  沿着如天空般蔚蓝的步道，我继续向南走
着，仿佛穿越岁月长河，与一位位先贤大儒邂
逅于弥水之滨。
  我看到的第一组寿光历史人物塑像，南北
两人，一立一坐。南为公孙弘，但见他巍然站
立，手持笏板，一副进言奏事的样子。身后的
简介概括其一生：公孙弘，字季，齐地淄川国
(今寿光)人。他布衣封侯，官拜丞相，为西汉
名臣。他清廉节俭，为当时百官典范。北为徐
干坐像，左手持竹简，铺展胸前，右手握笔，
正静气凝思，仿佛接下来便会文思泉涌……徐
干，字伟长，三国时期北海郡（今寿光）人，
“建安七子”之一，官至司空军谋祭酒参军、
五官将文学（文官）。曹丕评价徐干“独怀文
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
矣”。
  往南再看第二组人物，北面这位身佩长
剑、挥舞右臂之士，远眺弥河，目光炯炯，英
气逼人，他便是名相王猛，字景略，东晋北海
郡剧县（今寿光）人。东晋十六国时前秦丞
相，辅佐苻坚扫平群雄，统一北方，被称作
“功盖诸葛第一人”。南面是刘珝，字叔温，
明代寿光县阳河里人，明正统十三年进士。官
至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后世
称为“刘阁老”。他倡行仁政，持廉秉公，上
疏皇帝斥奸佞亲贤臣，选拔官员注重贤能
品德。
  接下来的第三组人物也是一立一坐。坐者
为魏琯，字昭华，明代寿光人。明崇祯十年进
士，官至监察御史。清顺治二年，归顺清廷，

历任湖广道御史、大理寺卿等职。他不畏权
势，弹劾二品总督，主政大理寺，直指制度弊
病，力主司法改革，以民命为重，直谏获罪。
立者为赵鉴，字克正，明代寿光县赵家营村
人。明成化二十三年进士，任萧山县知县，创
丁田相折法，减轻贫民税赋，后任广东道监察
御史、两淮盐法道、刑部尚书等职。赵鉴
为官四十年，处事公正，拒绝请托，
有“清鲠忠实”之称。
  最后一组历史人物为两尊
立像，北面身着朝服顶戴花
翎、手捋长须者是董思
恭，字作肃，清代寿光
县人。康熙六十年进
士，官至湖南粮储
道 台 兼 按 察 使 副
使，为官康熙、
雍 正 、 乾 隆 三
朝，务实宽和，
清正廉明，政绩
斐然，很受百姓
爱戴，深得三帝
赏识，先后下六
道圣旨褒奖董思
恭及家人。南面长
袍马褂、掩卷沉思者
为李封，字紫绶，清
代寿光西玉兔埠村人。
乾隆十九年进士，曾任湖
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刑
部左侍郎。李封宦海沉浮四十
年，位至封疆大吏。纪晓岚为其
撰写墓志铭：“人以官富，公以官
贫，贫则贫矣，而秋水无尘。”
  望着清清河水，我不禁这样想，
如果这些先贤穿越历史的烟云，现
身弥河之滨，凭栏临风，目睹今
日之弥水胜境、菜乡盛景，
该 会 生 发 怎 样 的 感
慨呢？

弥弥水水之之滨滨话话先先贤贤
□李守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