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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块土地上，既有厚重博大的齐文化，又有在其上孕育而出的轻盈玄妙的聊斋文化，单厚重缺灵性
，单轻盈少了根基，两大板块相交相融，以至无论是其他自然山水，还是民俗、饮食、世族文化与历
代商号，都带着“在厚重之上轻盈飞翔”的特质。
    “家园之旅”传递的是一座以人文历史与自然风情结合的城市——齐国故地淄博的旅游文化。
它为那些在这里行走的旅行者以及以心灵为足的读者，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历史遗迹，复原当时的历史
人物、民风俗韵与人文活动，在其间获得历史、文学、自然、民俗与现代生活等融合在一起的丰富之
旅。
希望读到它的人们能进行一次愉快的旅行，一次成熟的精神之旅。
这样的旅行，须是静心慢慢地行走，须是寻找与回归，观照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田园。
感谢每一位读到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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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座山，倘与五岳之尊泰山比邻而居，大约是很容易遭受忽略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鲁山时，突然就冒出来的一个想法。
　　在齐鲁大地，泰山是山中的山。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一览众山小”，说的都是泰山之大。
泰山不仅雄伟，而且是文化的一座高山。
自古以来的帝王，包括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尧、舜、禹以及秦始皇、汉武帝等等，都把泰山作为封
禅的场所。
封是祭天，禅是祭地，帝王选择祭祀天地的地方，应该是有很多讲究的。
　　用时尚眼光来看，泰山是被历代帝王捧红的一个地方，泰山已被注人太多这样或那样的意义，泰
山甚至成为了一个符号。
　　在这般光环的笼罩下，鲁山依然是鲁山，依然保持了自己的一份真实。
　　在我看来，鲁山之所以让人惊喜，就在于它保持了山的本色，拥有一座山本来就该有的那个样子
。
山，果真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么？
大约是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山不过来，我就过去。
简简单单的八个字，涵括了多少东西呵？
人的所谓自信、无畏，或者自傲、无耻等等，该有的都有了。
作为山的本身，却成了一个被忽略的存在。
譬如鲁山，之所以成为现今的样子，我以为也是与人有关的。
甚至，这不仅仅是因了人的主见和远见，更多地是被人忽略而造成的。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忘记了，忽略了，甚至是没有来得及劫持着这座山，迷失到别人花花绿绿
的眼光里。
　　这样的假设不无道理。
人们更喜欢关注的是高峰，常常把高峰之外的山给忽略和遗忘了。
这座被称为鲁山的山，本来坐落在齐地，却取了一个与“鲁”相关的名字。
这就难免有些攀附之嫌。
我理解鲁山。
对山的命名，并不是山自身所能决定的。
我猜想鲁山没准儿会因之耿耿于怀，始终怀了一种屈辱心态。
因为泰山的存在，鲁山站到了人们的视域之外，未被改变地留存下来。
鲁山被泰山遮蔽着，正如齐文化被鲁文化的遮蔽一样。
这种遮蔽，客观上居然成了一种保护，使其免于被别人关注，免于遭受开发或破坏。
我倒是希望这样的遮蔽更多一些。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什么常常在被遗忘的角落发生？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背后，潜隐着一系列的问题．它们共同折射出来的，是冠冕堂皇之下的人性弱点和局限。
　　曾经，因为一个会议，我有缘在泰山脚下住了一段时日。
早晨自然是要去爬一爬山的。
在半山腰停步，然后寻块巨石静坐，看山里的景，想山外的事。
或者七弯八拐地四处寻读石刻。
“朝讲学于斯，暮游息于斯，朝朝暮暮念兹在兹，吾身遂与世长辞耶⋯⋯”这几句尤合我意，好像不
是刻在石上，而是刻在心上。
那些吊嗓子的奇声怪调，此起彼伏，隔着密密的丛林，居然遥相呼应起来。
泰山的子民真是够幸运的了，在山的博大胸怀中，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喊出心中的郁闷。
没有足够的时间爬至山顶，我有些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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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下山都是循着原路回去的。
这山太深，我怕不小心迷失了自己。
下得山去，才知道太阳早已蹿得老高了。
　　而鲁山是不同的。
鲁山委实是一个安静、简单的所在。
历代文人墨客的文化留存，在鲁山是稀少的。
云海日出，四雄争秀，月上听涛，夏日鸟会，万石迷宫，枣树峪⋯⋯即使作为鲁山的主要景观，它们
都没有什么人工痕迹，没有人为地附加一些别的东西。
要认识鲁山，只能靠自己去体味。
山、水、林、泉、鸟、云，在这里都有着独特的表达。
这样的纯生态的、未经雕琢的秉性，很是符合现代人回归自然和返璞归真的想法，也更容易让人体味
到鲁山的丰富。
简单中的丰富，值得期待的丰富。
在这样的一座山里，你尽可以一个人静静地走，没有热闹，没有喧嚣，也没有叫卖的商业气息⋯⋯这
座山，常常是属于每一个人，属于“个”的。
你可以聆听山的语言，也可以向山倾诉，或者什么都不去想，只管走下去就行，渐渐地就会走出奢侈
的感觉，走出受了大自然的格外恩惠的感觉。
　　石阶若隐若现。
石阶是在山石上直接凿出来的。
古人登山，恐怕是没有这路的。
脚到了哪里，路就在哪里，虽说这自由是扮着艰险的，但也有真的快意。
鲁山并不高，海拔1000多米。
隐约的山路，一不小心就把你带到了某个意想不到的境地。
不管怎样的惊奇，也无论如何地夸张，属于你的只是平静，一份从容不迫的平静。
也只有这乎静，才会与鲁山的格调协调一致。
即使是在那个叫做“云梯”的地方，那些短暂的峻险和刺激，也是在平静中滋生的。
所谓“云梯”，就是从陡峭的裸岩巨石上开出的300多级台阶。
脚踩云梯，宛若走过一段云上的日子。
　　鲁山的石径是窄而斜的，我总疑心山的深处，没准儿会有人居住。
不知为何会生出这般感觉，只知道这感觉很强烈，很莫名其妙。
脚底是枯黄了的松针，一脚落下去，就会泛起强烈的植物气息，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冲动。
　　松针从脚底渐渐地撤退，越来越少，越来越薄，待到露出了青色的山石，我们已经到达一个叫做
：‘狼窝”的地方。
“狼窝”又名“万石迷宫”，由很多奇形怪状的石头堆垒而成。
在山上，石头理应属于最常见的景观，但作为“狼窝”原材料的石头，确是有些不同的。
它们错落着，恣肆着，纠缠着，幽深，潮湿，让人感觉背后有一双冷冷的眸子。
也许，那眸子属于一匹野性的狼，但它与欲望无关，与贪婪无关，与饥饿无关，它更像是一束复仇的
蓝色火焰。
这个地方之所以被称为“狼窝”，大抵与狼是不无关系的。
这让我想起海明威笔下那只孤独悲壮的豹子：“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
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
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已经有太多的人对此作过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但大抵是不宜轻信的，因为那是高寒的地方，是远离
“人群”的地方。
注定的孤独和寂寞，除了亲身体验，任何想象和猜测都无力抵达。
环顾一下自己置身其中的这堆怪石，想一想“狼”这个意象，我懂得了这个清爽的所在。
继续弓腰，继续蜗行，我好似听到了孤独的狼嚎，在松涛声中金属般地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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