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的夜晚，月儿还没下去，蚊虫
们闹腾的正欢，高官庄的几只黑的白
的狗儿偶尔吠过一声两声，便躲进门
洞里喘粗气。

此时，六叔和六婶正在老宅的南
屋里磨豆腐。那些泡的鼓鼓的黄豆从
磨眼里缓缓地漏下，尔后变成洁白的
豆浆。于是，一种新鲜的豆香气便弥
漫了整个屋子。

“咝咝咝”电动的石磨声均匀地响
着，宛如一曲轻音乐，又如一首催眠
曲，令老两口十分陶醉……偶尔，六婶
会用木棍拨动一下那些豆子，六叔则
把豆浆一勺勺舀进大缸中。屋中几只
昏黄的灯泡发出些暗淡的光线，那台
老式的电风扇慢慢转着，全无一丝凉
风。尽管二人身上全被汗水浸泡着，
但他们全然不觉得热，亦不觉得累。

这个夜晚，他们是在做最后一次
豆腐。从此便会停歇了这门从祖上接
过的做了几十年的手艺，到儿女们所
在的城里去住了。这两天，他们高官
庄连同周围的十几个村子在县里棚改
旧改中就要被拆迁了。几年后这里就
会楼房林立，变成一个漂亮的大型的
滨河新区了。

新鲜、激动、难舍、难离。几天来，
老姐妹到一起，都忍不住擦眼抹泪的。

“真的要拆吗？住了几辈子的老
屋。”

“打从嫁到高官来，生儿育女、忙
日子，俺就没动弹过。一听要走，心里
真是没着没落的。”“往后有个大事小
情的，有个想不开理不顺的话儿，姐妹
们还能在一块唠叨吗？”

……
而六叔他们凑在一起，则老声老

气地发表着议论。
“早拆比晚拆好，总不能老是家里

地里、房前屋后的打转悠。看人家城
里人过的，那水那电那汽，又方便又干
净，上下梯一摁电梯就行，想想都眼
红。”

“这回是政府领着咱往好处奔，家
家都受益的事儿，咱可不能犯糊涂，说
搬就麻利点，快搬！”

“老闷头，想开点，几年后咱爷们
又到一块了，难过啥呢。”

……
白日里，他们看到，大部分高官庄

的人们，纷纷携儿带女、扶老搀幼的，
带了他们所能拿能用的东西，乘了大
大小小的车子，陆陆续续恋恋不舍地
搬到别处去了。村子一下子空出一大
半，空气中分明添了一些寂静。那些
好唱好叫的鸟们、蝉们似乎感到了这
村子的变化，破例地也不再弄出过大
的声响……那些熟悉的咩声哞声吠声

似乎已经消失，只有那热热的气浪还
在到处流动着。

六叔六婶他们是因为牵挂着做豆腐
的那些家什们，难舍做豆腐这门手艺，才
多待了一天。一是他们趁着这次搬迁，
响应儿女们提出了无数遍“别再受累，别
再做豆腐”的要求，忍痛再做最后一次豆
腐，是一次纪念亦是一次为了忘却的纪
念。二是给这些老物件老伙计们找一个
归宿，留下个念想。这一天的早些时候，
他们已经给县里博物馆打过了电话，表
示了捐赠石磨、梆子等物品，请贵馆保
存的意思。人家也已答应，说好了明天
来车拉走。

夏日绵绵，思绪翩翩。在这告别老
宅的最后一夜里，他们怀了一种复杂的
心情，一边磨着豆子，一边想起了许许
多多的往事……

说来也怪，村子名谓高，却没有出过
什么大官，文人们曾查过许多的志书，只
查出光绪年间该村出过一名邮丞，只相
当现在的副科级。倒是高官的豆腐在黄
河两岸是早就出了名的。传说早年间乾
隆皇帝微服私访时，路过此地，吃过高官
的豆腐。或许是这天子当时正饿的难
受，吃么么香；可真事上他确实吃了天下
数一数二的豆腐，所以他赞不绝口。那
豆腐洁白清香，松软可口，可煎可炸可炒
可炖，可切成发样的细丝，可削成纸样的
薄片，可随了厨师的手艺加工成多种的
美食。那种劲道、那种韧劲、那种爽口是
其他豆腐无法比拟的。待到这位皇帝再
次南巡时，还专门绕道再次来高官品尝
豆腐，再次大饱了口福。

一辈辈下来，高官豆腐传到六叔手
里，可谓是技艺超凡、空前绝后。六叔敦
厚实在，视豆腐如生命，制作豆腐从不含
糊。讲究一切都要最好的。豆子是当年
产的最诚实最饱满的，水要最好的，这是
关键所在，六叔用水是从村东河边上那
深深的砖井中挑来的，那井水甘甜清冽，
都说是许多年前一代经学大师蒿庵先生
在此教书时打下的。先生上知天文，下
知地理。这井通着黄河故道，正好接在
黄河下面的泉眼上，自然水好；石磨要最
好的，即那种石料不粗不细、不刚不柔、
中性的、纹络均称的，且錾出的石槽规范
齐整的，磨出的豆浆才细才匀；当然，还
有那煮浆的点卤的压浆的一应技术都刻
意做到最好。试想，靠着这些手段做出
的豆腐，能不高级能不成为美食吗？

六婶自二十岁上嫁给六叔，二人
相濡以沫、恩爱相伴。四十多年来，除
了村东那点地和鸡羊狗兔们，从没离
开过豆腐坊。

先前，还没有电磨时，二人辛辛苦
苦抱着棍子磨豆子。常常是从清晨推
到午后，从傍晚推到深夜。磨道圆圆，

总没有尽头，困极了便睡着推，机械地
一圈一圈走着……孩子小时闹着不
睡，他们便背着孩子推，一圈一圈，推
过了大儿，推小儿，推大了儿子推女
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沿了磨道不
知走了几千里几万里。

那时，他们起早贪黑，一天一夜能
做四个大豆腐，每一个清晨，六叔都会
准时的推着豆腐沿村去卖。“梆！梆！
梆！”清脆的梆声很快传遍了村庄的每
一个角落。无论是酷暑严冬，雨里雪
中，这梆声宛如板时的钟声，唤醒了沉
睡的村庄，唤来了多少兄弟姐妹。于
是，在一阵阵欢快的买卖声中，那一块
块香香的豆腐走进了家家户户，成为
了高官人老少皆宜的美食。

乡路弯弯，晨出暮归。六叔那梆声
渐渐成为高官村的一种音乐，一种景
致。有梆声在，小村便如民乐合奏般显
得和谐、流畅、欢快，充满着北方农村特
有的散淡、舒缓、自由身在的迷人格调。
间或，六叔因重大事停歇了一回两回这
梆声，人们便感到失落，感到不自在，仿
佛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露出了异样的
神色。因为习惯，因为亲切，六叔的梆声
已经深深融入高官，成为乡亲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靠着这份做豆腐的手艺，他们养
育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并供他们
都上了大学，进而在城里有了工作。
待到儿女们都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时，六叔六婶已经有些腿脚不便，身
子也明显的有些弯曲了，两鬓上也已
生满了白发。虽然后来用上了电磨，
减少了一些劳动强度，但是从选豆子
到制成豆腐，依然是一道又一道工
序，依然是忙忙活活的。儿女们心疼
他们，一次又一次劝着，要他们放下
这份手艺，告别这一种劳动，搬到城
里去住。但六叔他们却强调着身子
骨还硬朗，闲下来会憋坏了身子。实
则他们是恋着老屋、恋着手艺，不肯
进城。无奈，儿女们加倍的给他们留
下钱，带来吃的穿的用的一应生活用
品，并达成一种协议，每天就做一个
豆腐，不为生计，权当活动筋骨，锻练
身体，就这样，他们从繁重的体力劳
动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保住了
这份手艺，还能继续磨豆腐，做豆腐，
还能于每个清晨敲响那好听的梆子，
这已经足够了。乡下人盼的就是平
平安安过日子，子女们快快乐乐的，
自己有个好身子骨，而且还有份手
艺，时不时的为大伙做个豆腐吃，这就
很好了。六叔六婶想这些时，心里脸
上都露出了快乐的神色。

而最令老人们快乐的是，每年的
春节时候，子女们都携儿带女十几口

子浩浩荡荡回来陪他们过年。那时，
六叔六婶本能地施展开手艺，不仅提
前冻好豆腐、炸好豆腐泡、豆腐丸子，
还特意做出那好吃的豆干，什么五香
的、三鲜的、酸辣的，加上儿女们带来
的山珍海味，一家人围着美美地吃着、
说着，欢声笑语直飞出小院。但是，待
过了春节，孩子们都回城里上班上学
时，六叔六婶便满含了热泪，抱抱这
个、亲亲那个，除了装上那些豆制品，
还把地里产的地瓜花生啥的装了又
装。直到把众人送到村头再也望不到
影子，才蹒跚地回到家中，双双等待下
一次团聚的日子。

磨道长长，往事如烟，一转眼几十
年过去了。突然到来的变革，使他们
一下子意识到，这熟悉的村庄就要消
失了。他们的小院、他们的磨房、他们
老宅中的一切一切也要别他们而去
了。尤其那令他们骄傲令他们醉心的
豆腐手艺眼看着就要失传了，这实在
是一件憾事。村庄消失了，它会以另
一种形式出现，它会变成梦想中的样
子。那么祖传的手艺呢？在六叔六婶
看来，既然这社会在不断变化不断进
步，老辈子留下来的遗产也一定会以
另一种更进步的形式继承下去的。既
然自己的晚辈们没人接这门手艺，那
么社会上只要有人学，他们一定不遗
余力，毫无保留地传授这手艺的。如
果有人出来开发这豆腐项目，上个大
型豆腐生产线啥的，他们更是愿意提
供技术支持的……二人磨着想着，窗
外已传来雄鸡的啼唱声。

下半夜时，豆浆磨好了。六叔煮
好浆子点好卤水，盛进木盒中压好。
尔后与老伴擦洗过了，沏一壶茉莉花
茶慢慢喝着。

“要不，你去睡一会儿，”六叔劝
她。

“睡不着啊，守下这一夜来吧，怪
难得的。”六婶说着。

窗外，鸡已叫过三遍了，天上的
月儿下去了，林中的鸟儿渐渐醒来发
出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壶中的茶水也
已经喝的淡了。又过了一会儿，他们
的豆腐压好了。于是，在清晨的那个
固定的时间，六叔又敲起了他的梆
子 ，他 敲 的 很 慢 并 敲 的 很 重 。 梆 ！
梆！梆！那声音格外的清脆格外的
辽远……

闻声而来的那些还没搬走的乡亲
们全然忘记了买豆腐，而是全神贯注地
盯着他的梆子在一下一下移动。众人仿
佛想记住些什么想说些什么，但却一句
话都没有。人们陪了六叔，随了那梆声，
默默地在村子里走着，从村西走到村东
又从路北走到路南。待周游过整个村子
返回家门时，六叔的眼中湿润了，他一边
轻声地说着“谢谢！”一边将那些豆腐一
块块送给了乡亲们。

六婶这里仔细地用清水将那盘石
磨和那些家什们清洗干净，尔后用一
大块塑料布儿将这一堆东西包好，等
待博物馆的人来将它们运走。

太阳升起来时，那些拆迁的工人
带着机器带着水车赶来了。接着，那
些老房子一座座轰然倒蹋了。拆时由
于用水喷着，全然没有灰尘扬起，这是
挺让人佩服的地方。六叔的北屋和南
屋也已拆掉了，只剩下那盖了塑料布
的一堆东西还在等待着。下午，县博
物馆的车来了，小型的吊车将那笨重
的石磨、电机稳稳地放进车厢中，将那
些缸、锅、桶、梆子、盒子等一应有关豆
腐的物品全部装进车中。博物馆长给
了六叔一份收藏的证书，一边谢好着，
一边将车子开出了村外。

傍晚时分，两个儿子的车子开来
了。到家门时，车上走下来小孙子肉
肉和小孙女嫚嫚，他们稚气地兴奋地
喊着“爷爷，奶奶进城了！奶奶爷爷快
走啊！”

于是，这最后离开高官的一对老
人，开启了他们远离故土的一刻。当
车子驶出村子时，六叔透过车窗向后
望去，高官庄已经成为一片平地，地
上也已覆了一层绿色的纱网。在落
日的余辉里，故乡中显出的那些苍苍
茫茫，那些无声无息，带给人无限的
遐想…… 作者系县文联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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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梆声远去的梆声远去的梆声（小说）

张加增

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荀
子》中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由此可
见尊师重道的重要性。对于个人而言，尊
师重道是一个人在求学道路上取得成功的
重要因素之一；而一个人在学有所成，并取
得一定社会地位后，依然还能像求学时尊
师重道，则是不失感恩的初心。清朝初期，
孙耿街的艾元徵在顺治三年考中进士后，
累官至刑部尚书，作为一品大员、朝中重
臣，能够不忘几十年前的乡下老师，经常问
候，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艾尚书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一个非常动
乱的年代度过的，大明朝的昏暗腐朽，农民
军的不断骚扰，清军的掳掠，以及各种天灾
不停地暴虐着济北这块贫瘠的土地，能活命
已属不易，何敢奢望读书，而艾尚书却从小
酷爱读书，且生而敏慧，过目不忘；艾氏自明
朝永乐五年初迁，到艾尚书这一代已是第十
世，经过近三百年的苦心经营，艾氏家族在
当地已颇具名望，艾尚书的祖父、父亲、叔父
都是饱学之士，父亲艾馥还是明末山东文学
团体“山左大社”的重要成员。在家庭的熏
陶和父亲的教导下，年幼的艾元徵开始了正
规的学习生活。艾元徵的三叔艾馪与张稷
若先生是同窗好友，崇祯四年，经艾馪引见，
父亲艾馥与张稷若订交成为好友，艾馥对张
稷若的学识甚为赞赏，于是让八岁的艾元徵
和五岁的艾元衡（元徵之弟）拜张稷若为师，
跟其读书。张稷若长艾元徵十五岁，逊志好
学，笃守程朱之说，不仅是学问家，也是思想
家，艾元徵跟随张稷若长达近十年之久，情
同父子，不但系统地学习了四书五经，还加
强了对理论思维的学习。张稷若慧眼识珠，
认为能继承自己衣钵者唯有艾元徵，艾元徵
也不负师望，成为老师众多弟子中的佼佼
者，在顺治二年考中举人，顺治三年考中进
士。据传，当时艾元徵跟随张稷若在曲堤问
韶台的蒿庵书院读书，还衍生出许多神话传
说，为坊间所津津乐道，流传至今。为了加
强学习，拓展视野，艾元徵在父亲的鼓励支
持下，走出了乡村，来到省城济南，在大明湖
畔购买了一块地，筑茅庐三间，作为读书之
所，便于求师问道；后又拜济南名士怀晋为
师，向其学习《易经》；怀晋先生字丽明，祖籍
齐河怀家庄，五世迁居济南历城，是明末济
南地区著名学者，易理学家，一代大儒，对

《易经》很有研究，著有《周易训蒙辑要》、《四
书易解》、《阴符经注》等书，怀先生虽然学富
五车，但不慕名利，不热衷仕途，恪守儒道；
艾元徵跟随其学习大约有五年的时间，得其

真传，后来著成《易经会通》一书；崇祯十七
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怀
晋在文庙听到这骇人的消息，既悲痛又震
惊，感于天时人事之变，便烧掉儒冠青矜，
隐居到南山礦村。艾元徵还与叶承宗郝
焜、郝炯等人保持良好的师友关系，叶承宗
是历城人，是当时济南地区的文坛领袖，顺
治三年与艾元徵同榜考中进士，与怀晋、郝
焜、郝炯也是很好的朋友；郝焜、郝炯兄弟
是齐河西孙耿人，都以诗闻名，郝炯是崇祯
十年的进士，郝、艾两族累世通婚，当时就
有“孙耿的艾，孙耿的郝”之说，郝焜去世
后，艾元徵为其撰写了墓志铭，收录在《齐
河县志》中。

顺治三年，步入仕途的艾元徵，由翰林
院侍读升至东阁学士，后转为吏部、户部侍
郎，升左督御史、刑部尚书，官居一品，然时
时不忘师恩，每当回乡省亲，都要到南山拜
望老师，看到老师生活困顿，便出资周济；为

解后顾之忧，后来介绍老师到直隶总督王登
联家任教，王登联是茌平人，家眷居济南。
在南山礦村怀晋墓前有一块康熙二十八年
树立的石碑，碑文中记载：“……晋竟绝口不
言仕进，授徒终身，至于司寇艾公元徵、通政
王公盛唐皆其门人也……”。王献唐即直隶
总督王登联之子。《历城县志》“怀晋传”中记
载：“……设教几五十年，门下士如济阳艾元
徵、王盛唐，贵后过里门，必来谒，晋遇之如
受业时……”。艾元徵对张稷若先生亦是念
念不忘，每次家人回乡，总是给老师捎回礼
物并书信问候，还多次举荐老师入太学或出
仕，皆因张稷若先生与清军有杀父之仇，不
愿出仕作罢。顺治十年，艾元徵请老师入都
游览，这是张稷若一生中唯一一次出省远
游。

更值得一提的是杜翰三告御状的故
事，杜翰三是杜家水口（今垛石街）人，明末
秀才，在艾尚书年幼时，曾在其家教过几天
私塾，为人慷慨，怀有奇才；顺治十五年，山
东遭受百年难遇的旱灾，饿殍遍野，惨不忍
睹，各县郡士绅纷纷联名恳求巡抚代为上
奏，请求宽免赋税，当时的山东巡抚名叫耿
焯，非但不代为上奏，还下令必须按时缴
纳，一时激起民愤，杜翰三便和十余人到北
京告御状；话说这耿焯，是一个久历官场的
投机分子，他本是明朝官员，在湖广一带为
官，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攻克湖广诸县
郡，耿焯便献城投降，后令他随总兵金声桓
收江西，委署布政使，寻署巡抚，不长时间
因事免职，顺治三年，在金声桓的举荐下，
任两广巡抚，顺治四年改任顺天巡抚，顺治
五年升山西总督，随即因事革职；顺治六年
又任山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深谙官场之
道的耿焯在顺治十年，竟获得“大计卓异”
的殊荣，于是在顺治十一年，又升任山东巡
抚；这个特别会演戏，特别能钻营的耿巡
抚，在山东任上不但庇贪纵恶，溺职欺君，
还贪赃白银六千余量，隐匿废藩地亩九百
余顷；其心腹济南知府贾一奇贪赃六百余
两，济南同知杨桂英婪赃一千五百有奇。
耿焯听说杜翰三一干人去了北京告御状，
连忙派快马到北京告知同党，杜翰三他们
刚到京城，还没找到喊冤的地方，便被关进
狱中；有一老狱卒得知杜翰三来京的原因，
对其义举深感佩服，问他在京城是否有熟
人，愿意代为传信伸冤；杜翰三沉吟再三
说：“我早年曾教过一名学生，名叫艾元徵，
在京做官，不知他是否还记的我，更不知道
他有没有能力和胆量为我伸冤。”老狱卒说
暂且一试吧，于是就悄悄跑到艾元徵官邸
通风报信。艾元徵一听杜老师含冤入狱，
急忙备好饭菜跟随老狱卒来到狱中，一边
给老师盛饭一边问明原由；艾元徵对杜翰
三说：“老师不必担心，请在狱中安住几日，
我会叮嘱狱卒妥善照顾，您不久便会洗冤
出狱；我早就想扳倒耿焯，为民除害，为国
锄奸。”原来艾元徵也刚到京城数月，顺治
十二年冬，艾元徵的父亲去世，他一直在家
守制，对于耿焯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对于耿焯鱼肉乡亲的恶行早已气
愤至极，然而朝廷有制，凡守制官员，不得
参与朝政，更不得插手地方政事，还要受地
方官的监督，所以只能隐忍，等待时机；顺
治十五年正月，艾元徵服阙补原官，二月迁
升侍讲学士，虽然天天陪伴顺治帝读书，却
依然没有参奏之权，不能越权奏事；万般无
奈，便把耿焯渎职受贿、鱼肉百姓的事情告
诉湖广道监察御史冯班，御史有风闻奏事
之权，于是冯班便狠狠奏了耿焯一本。顺
治帝闻奏，甚怒，派人严查。翌日，顺治帝
看到艾元徵，知道他是山东济南人，便问其
是否知道耿焯渎职受贿的事情，艾元徵连
忙把所见所闻以及老师告御状蒙冤入狱的
事奏明顺治，顺治帝当即表示，若所奏属
实，定斩不饶，对杜翰三的义举深表赞许，
并对艾元徵说，有其师必有其生；杜翰三终
于洗冤出狱，艾元徵馈与盘缠，并雇车将老
师送回济阳。后经查实，耿焯渎职受贿确
有其事，顺治下令将其革职立斩、家产籍没
入官。这件事被后人记入《济阳县志》。

先祖元徵公尊师的故事流传已久，他
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尊师重道
已成为艾氏家族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济南火车站

艾尚书尊师
艾 勇

根据国家《食品卫生法》、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
规，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公共场
所服务，化妆品、一次性医疗卫
生用品等专业生产，有毒、有害、
放射性作业，幼托机构保育这五
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拥有健
康证。因此，办理健康证，不仅
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他人的
安全和健康。

经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县
食品药品监管局对全县医疗机
构的审查、对比，最终认定济阳
县红十字会医院符合执业条件，
济阳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下发
【2017】64号文件，济阳县食品药
品监管局下发【2017】35 号文件
批准济阳县红十字会医院为专
门办理我县食品生产、餐饮、流

通领域等从业人员健康查体工
作的医院。

济阳县红十字会医院，检查
医疗器械先进齐全，环境优雅，操
作人员技术精湛。

济阳县红十字会医院服务周
到，快捷便利，立等可取，对人员
较多的单位，可上门检查办证，为
您提供贴心的服务。

济阳县红十字会医院对办理
健康证人员实行信息化管理，为
从业人员建立电子健康查体档
案，每年查体后输入电子档案。

济阳县红十字会医院等着您
的到来！

济阳县红十字会医院地址：
济阳县城富强街11号（原毛家饭
店）

预约电话：0531—84258686

一、活动时间：2017 年 10 月 1 日—
2017年10月20日

二、优惠活动：
1.免费口腔专业检查；
包含：挂号+专业口腔检查+口腔全景拍

片
口腔全景拍片：可以使患者全面、直观、

清晰的了解到自己口腔的健康状况。
2.199元洁牙项目，两人同行，一人免

单；
包含：洁牙+全口抛光+口腔全景拍片
3.所有镶牙、补牙、牙齿美白等，一律七

折优惠；
4.活动期间预约种植牙可享受1000元

种植牙优惠基金；
5.好礼相赠
活动期间来口腔医院治疗可领取精美

礼品一份。

举国同庆 花好月圆
济阳口腔医院邀您

“““品饼赏月品饼赏月品饼赏月”””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 请您速来办理健康证

济阳口腔医院地址：济阳县城富强街11号（原毛家饭店）
爱牙热线：0531——84238686 0531——84258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