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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驱旱魃巫婆显神通
徒感怀学子无奈何

黄河下游两岸连涝两年，接着又连旱两年，大半个中原
东部地区灾荒穷困，人也被折腾熊了，折损掉三成人口，有
的被洪水淹没，有的被活活饿死，还有的由于传染疾病被夺
去生命。越是在人类艰难生存的困境里，越是见出人性的
善恶高下，有的人挺立起来，自救并且救他人，有的人关死
门户朝天过，只管自己吃饱饭，不管别人是死是活，还有的
人乘机捞一把，发灾难财，别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却
享福享乐图快活。

第一年大涝，大柳树庄只有张稷若有收成，并且比正常
年还多收了银子，人家可不是坑骗别人养肥自己，人家是凭
了灵敏的感觉巧妙种植得来的，大片土地种了早成熟的谷
子，也没来得及收割黄谷子却提前收割了青谷子，等到冬季
官马缺乏饲料，人家的青谷子就卖了好价钱。别人也有跟
着他种植的，如宗兄弟张尔鱼也大面积种了谷子，却想不到
提前收割青谷子，看他收割青谷子也不敢再跟随，好好的庄
稼都泡了黄汤。转年别人都种谷子了他却种了苜蓿草，别
人的庄稼全涝死了他却早把苜蓿草收割了，又卖了上好的
价钱。这年麦子长得尚可，但被一场冰雹砸光了。而他提
前三日割了麦子，得到八九成收获。于是人们信他了，再年
开春种地就问他收什么庄稼，他便说了模棱两可的话——
都收都不收，人们错听他的话，以为是豆收，全部土地耩了
豆子，结果收成甚少，而他多样种植，得以较好的收成。大
旱年他粗粗种植些耐旱的作物，打的就是撞运气的谱，连种
子都不多下。别人见他种什么就种什么，都种得仔细，到头
来白搭上许多种子。于是人们传言张稷若成仙了，有的人
就称他张半仙。

他并不以什么仙自居，而是更加劲地研究《周易》和天
文地理。别人也有研究《周易》的，但都是凭本本说话，不像
他将《周易》的哲理同天文地理的科学结合起来，把《周易》
用活了，具有穿透事物表象把握物类本质的见识。张尔鱼
什么学问也不研究，但生性灵活，悟性高，肯动脑子，还相信
张稷若这样的智者，也能在异常状态下机动回旋，后来竟腾
挪出一番业绩来。

涝年人们听天由命，多多祷告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法子
制止老天爷下大雨，而旱年，人们就想些办法，祈雨是最常
见的举措，不管有效没效，一遇旱灾就祈雨，有时将祈雨活
动搞得有声有色，人们都相信如此感动上苍的办法肯定有
效。大旱初年，各个村庄都进行驱除旱魃的祈雨活动，后来
七八个村庄连成声势浩大的壮观场面。几千个男女老少在
广袤的大地上行走成长龙般的队伍，扮神扮鬼，旗幡招展，
敲锣打鼓奏着音乐，成为一种奇特的文化仪式。当浩浩荡
荡的祈雨队伍游走在河岸河滩上的时候，由上百寡妇组成
扫河底的特殊阵容，中青年寡妇们一律穿着素白的衣衫，连
鞋子也是白色，头上也罩着白色头巾，行动是每人拿着一个
簸箕，一把笤帚，虚拟地扫铺着白沙的河道。这是一种特殊
的舞蹈，前面有领头人，以舒展的动作领起，上百个寡妇一
手抓着簸箕一手挥着笤帚齐刷刷起伏旋转起来，不知人们
是在悲凉忧愁中聊以自慰还是欣赏女性婀娜翩翩之美。而
巫婆的出现将这乐舞的场景推至高潮。只见七八个穿红披
绿的半老女人打扮得像妖魔鬼怪，随着铿锵的音乐和锣鼓
声跳着狂欢格调的大舞蹈，随舞蹈随唱她们特有的巫歌：

四乡八里相聚焉。七七彩旗九九幡；
汉子洒汗脚下湿，寡女流泪苦心田。
无奈旱魃脾气怪，敬酒敬肉信难缠。
三旬五旬烧天火，锅底鏊子冒白烟。
挖井九泉保生灵，禾苗枯死河水干。
眼看碧绿变灰白，树木低头枝叶蔫。
田地开裂龟甲状，道路尘埋车轮盘。

天火地火相连接，过河走湖不用船。
驱除旱魃三千里，追踪雨神八万匝。
云神雷神往哪里，为何清空无踪迹？
欲把神灵呼唤起，誓将旱魃赶海底。
关公圣帝挥大刀，赤免骏马直咆哮；
十万旌旗百万箭，追杀旱魃无处逃。
王母娘娘也敬奉，敦促天帝行责任；
点将派兵到四海，驱逐乌云造雨林。
八庄十村齐心聚，感天动地救灾民。

还有一景，县太爷的轿子来了，官员也来参加祈雨活动
了。无奈声势浩大的祈雨活动并未见效，却热死病死几十
口人。

张稷若拉着盲弟，走在队伍中间。盲弟尔川喜爱文艺，
平常在家里抱着乐器吹吹弹弹，见这么大的场面不会放过，
数日里祈雨队伍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智者于灾害面前往往无可奈何。张稷若坐不住也得坐
住，面对旱灾他也没有好计策。一天，来了两个人，是祈雨
活动的组织者，来找稷若编写巫歌。稷若心里说这个有何
意义？嘴上却应承下来，当场编了巫歌叫他们拿走。

张稷若有一个名叫王若丛的老朋友，一个居家清贫度
日的老秀才，且是疾病后筋骨萎缩的残疾人，竟然赤身裸体
在炎炎烈日下暴晒三天。他听说后徒步十多里前去劝说，
看着家人用门板将老秀才抬到家，这个残疾老者已经奄奄
一息了。他接过家人递上来的黑豆汤，亲手喂着老秀才说：

“老哥哥仁德善怀，日月可鉴。然舍命祷告上天，何以见
效？实在不可再如此造次啊。”

老秀才半日后坐起来，与他说道天人感应的理念，以为
人有诚心，做出极端的举动，就会感动天帝，大道大德的天
帝总不会眼睁睁看着生灵涂炭而无动于衷吧。他反驳老秀
才说：“即是天人感应，也不会是对应的。您暴晒在烈日下，
高高居于云霄的天帝就一定能看见吗？就一定会发慈悲使
云作雨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千千万万读书人一起暴晒烈
日下，就一定会感动天帝吗？先生啊，老哥啊，你比我还迂
腐啊。”

（待 续）
作者系区实验中学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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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明清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名人
（一）概 述
明清两朝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清末的废

除科举可以说是一个戛然而止的过程。
明清两朝六百多年的时间里，太平辖区（尤其是西

部）作为边境僻壤，经济上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
济，没有出过商贾大家，也少有良田上傾的大地主，科
举考试上，亦很少有优秀人才。这倒再一次验证了“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这一著名论断的正确
性。

唯一的特例是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胡家村
的胡璘考取了进士，在当时一直到清末，成为县境西部
士子们津津乐道的名人。胡璘在景泰七年（1456年）考
中举人，依制在胡家村建了一座牌坊——奎焕坊，以示
纪念，并显荣耀。到了成化五年，胡璘又高中进士，便
又在胡家村建了牌坊，名为恩荣坊，同示皇恩浩荡，家
族荣光。后来，胡璘官至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国家监
察委的处级工作人员），当上监察御史后，他又在村内
建了一座牌坊，名为绣衣坊，以彰恩宠。胡璘先后建立
的这三座牌坊，在村内一直矗立了数百年，后皆倾颓，
可惜的是，胡家村包括附近村里的人虽然对胡璘崇拜
不已，却难以为继。

清中叶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县境西鄙不
但增加了两处集市，即周姑寺集和三教堂集（哈叭沟集
存在时间较短），而且必须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的文化也繁荣起来，这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庙廊村
从清咸丰年间开始至光绪年间，先后出了十三个功名，
并且这十三个人年龄上相差不过五六十岁，曾同时在
庙廊街生活，一时传为佳话。

功名，是对当时考上秀才及其以上的学子的称呼，
秀才是功名的起点，也就说是功名中最低的，尚不具备
做官的资格，所以俗语中常有“穷秀才”、“酸秀才”的蔑
称。但取得秀才的资格也并非那么简单。秀才的正式
名称是生员，必须通过县、府及省里的学政三级考试方
有资格获得。一旦成为秀才，便有了穿蓝布长衫、见了
县令不下跪、不服徭役等特权。

秀才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一个县域内秀才的数
量也是有限的，很多读书人终其一生未能考取秀才也
就比较常见了，所以说考上秀才并非那么简单。

庙廊村北边的秦家，自明朝就有“出了县城西门，
秦家庄最大”的俗语，人口数量一直稳居西部县境之
首，可很少有人考取功名。时间久远的已不好考证，但
在清光绪年间确实出了一位姓赵的秀才，随之附近十
里八庄多了一句俗语，“秦家村数百年来无功名，出了
个秀才是外甥”。这位赵姓秀才的母亲是秦家村姓张
的女儿，1855年黄河夺济入海后，县境内连来十三年黄
水，徒骇河以南土地大贱，赵姓秀才的祖上本在徒骇河
北岸，其父亲在秦家村周围广置田地并搬到了秦家，所
以才有了这句颇显戏谑的俗语。但也恰恰证明了数百
年来人口众多的秦家村没有功名出现，而人口比秦家
少的庙廊村五六十年之内出了十三个功名，也自然受
到周围各庄村民的羡慕。

（二）济阳的拔贡李如衡
庙廊街这十三个功名中，名声最大的当属光绪二

十三年（1897年）的拔贡生李如衡。拔贡，是贡生的一
种，贡生，是指已取得秀才功名的人，每年（或两年）按
一定人数推荐给朝廷，考试合格后，称之为贡生。贡生
有了做官的资格，一般是分到各部或各地任副职，当然

也有很多做正职的。比如有清一朝，在济阳做过县令
的人中，有二十多人是贡生出身。从科举考试来看，贡
生出身比举人低，比秀才高。

清朝的贡生，大体说来可分为六种，即岁贡、恩贡、
拔贡、副贡、优贡和例贡。简单地说，岁贡就是按照朝
廷规定每年或两年一次向朝廷推荐一名贡生，称为岁
贡；恩贡，则是指遇到朝廷或皇家有重大事情，在正常
科举外另加考一次，称为恩科，这一年向朝廷推荐的贡
生，称为恩贡；副贡就是各省乡试中除录取正卷（举人）
外，另取若干名为副榜，并准许副榜入监为贡生，即是
副贡；优贡则是每三年从生员中选拔一次，优者送监充
贡，即为优贡；拔贡是指在上述各种贡生之外，隔若干
年在生员中另行选拔一次，不论其资历年龄，名列第一
者即为拔贡。历史上有时每隔十年选拔一次，有时每
隔十二年选拔一次，清乾隆七年之后，定为十二年选拔
一次，再无更改。因为间隔时间长，选拔时所有生员皆
可参加，没有其它条件限定，所以各地的拔贡生比其他
贡生名声都要响；例贡是出资捐买所得的贡生资格，因
而一般被人所轻视。除例贡外，其他五类贡生都需要
考试才能获得，籍此为官者，亦属正途。

李如衡大约出生于 1870 年前后，是 1897 年的拔
贡。科举制度废除于1905年，所以说李如衡应该是济
阳历史上最后一个拔贡生。

李如衡的祖父李云庆是廪生出身，所谓廪生，就是
生员中品学兼优的，能享受国家的资助，可按月领取政
府发给的小米。每个县里的廪生是有名额限制的，所
以大部分秀才终其一生也不一定能补为廪生。李云庆
小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由祖母姜氏抚养成人。长大
后，事祖母极孝，待乡邻宽厚，众街坊都啧啧称赞。

李云庆的祖母姜氏去世，他在祖母墓地旁边建了
一间草房，依照古礼，在此居住三年，一时传为佳话。
李云庆补为廪生之后，曾长期在济南府学教书。据县
志记载，在此期间，他颇得合肥相国李鸿章的赏识，后
者累保其为同知候选。至于详细情况，因资料匮乏就
不得而知了。

李如衡的父亲是李芳林，清同治年间的恩贡生，也
曾长期在济南府学教书。去世后，弟子为他立碑，碑文
中有“满城桃李，半属门墙”的赞誉。

因为李云庆是廪生，李芳林是恩贡，李如衡是拔
贡，祖孙三人，三辈功名，在当时的庙廊以及周围十里
八乡和济阳士林之中，还是颇有名声的。在那时，济阳
西境的人们只要一提及“拔贡”，就知道是他们家，而拔
贡的原本姓名反而不为人们所熟。

李如衡考取拔贡之后，又去省城济南参加了乡
试。乡试期间，他结识了来自潍县的廪生王寿鹏。在
乡试的考场上，拔贡的功名应是最高的，所以王寿鹏也
挺敬重这位来自济阳的拔贡。考试完毕后，两人同游
济南府，作诗唱和，颇为知己。

李如衡在这次乡试中名落孙山，而王寿鹏不仅高
中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和进士考试，都是一路顺风。
尤其是在殿试中，考取第一名进士，俗称状元，成了全
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王寿鹏考取状元后，回家途中路过济南，又邀李如
衡等人去济南见面，因为二人脾气相投，互相敬重，尤
其是书法功底在当时士林圈内并为上乘，按惯例，他们
之间互相题字留念，济南地区的士林中很快有了“潍县
的状元王寿鹏，济阳的拔贡李如衡”的赞誉。 （待 续）

作者单位：太平街道庙廊小学

太平盛世话太平
◎周新民

农历正月初一是春节，又叫农历年，俗称过年。我们的
祖先为什么要年年过年？过年还要贴对联、贴福。“过年”和

“贴福”是怎么来的呢？
这要从“年”字的历史演变说起。过年的“年”字，从甲

骨文的字形来看 ，上部是“禾”，下部是一个“人”，整个字是
一个人的头部顶着禾的形状，以此象征着禾谷丰收的情
形。有的学者认为“年”字所描绘的是古代先民庆贺丰收的
丰收舞。在耕作方法落后的上古时代，庄稼一年一熟，当禾
谷丰收后，人们头上顶着禾谷作为装饰，翩翩起舞，庆贺丰
收。总之，“年”的本义是“禾谷丰收。”所以西周中叶以后便
以年“纪岁”要年年过年。

关于过年的来历，民间还有另外一种传说：古时候，
有一种叫做“年”的凶猛怪兽，每年腊月三十，便串村走
户，觅食人肉，残害生灵。有一个腊月三十晚上，“年”到
了一个村庄，适逢两个牧童在比赛牛鞭子。“年”忽闻空响
起了“啪啪”的鞭声，吓得望风而逃。“年”又窜到另一个村
庄，迎头看见一家门口晒着件大红衣裳，它不知其为何
物，吓得赶紧掉头逃跑。后来，“年”又到了一个村庄，朝
一户人家门里一瞧，只见里面灯火辉煌，刺得它头昏眼
花，只好又夹着尾巴溜了。由此，人们摸准了“年”有怕
响、怕红、怕光的弱点，等下一次“年”再来的时候，人们便
燃起晒干的竹子，贴上红字。后来，又逐渐演化成放鞭

炮、贴对联、贴福等过年的习俗。“年”再也不敢来了。
过年贴福，与福字的字义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什么是

福？甲骨文“福”字右边即“示”，本为“灵石”，代表祖先的神
主。左边则是酒坛子的象形字“酉”字，“酉”是装酒的器皿，
古代又叫着尊（樽）。“酉”还用双手捧着，表示虔诚。可见

“福”是由“示”加上“酉”而成的会意字，其意思是将一坛酒
供在神主面前，祈求祖先保佑，即“求福”。这就是“福”字的
本义。

“贴福”的习俗还有另一种说法，据说：“贴福”的民俗来
自于明太祖朱元璋。传说有一年的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
朱元璋微服出巡，来到一个镇上，看见许多人在围观一幅
画，画上绘着一个赤脚女人抱着大西瓜，意思是取笑淮西妇
人脚大（因古代中国妇女以缠小足为美），朱元璋看后，以为
是镇上的人有意取笑马皇后，因为马皇后正是淮西人，而且
是天足。朱元璋把这个事记恨在心。回宫后，马上派部下
到镇上调查，看看哪些人曾去围观。这幅画出自什么人之
手，统统记下来，对于没有参与嬉笑的人家，一律在他们家
的门口贴上一个“福”字，过了两天，朱元璋的部下便以此为
据，来镇上捉人，凡是门上没有“福”字的人家都要遭殃。此
后，每逢春节，各地老百姓在自家门上贴上“福”字，以示“安
分守己”，尔后便演变成“祈求幸福”的意思了。

作者系区政协退休职工

三十天，眨眼便来到了。这天早晨，燕子天不
亮就起了床。孩子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似的，也睁开
了眼睛，挥动着小拳头，他不停地哭嚎着，任燕子怎
么哄怎么拍，他的哭声就是不停。

燕子的泪似乎已流干。紧搂着儿子，她吻着
他，吻遍了儿子的浑身上下。然后，她把手上的钱
一分不剩地收在了一起。这是从芳草和春柳给她
的生活费中省下来的。她用手绢将钱包好，仔细
地塞进了儿子的襁褓中。

“孩子，妈求你了，别哭了，行吗？”燕子的泪，滴
落在儿子的小脸上，孩子像是听懂了燕 子的话，他
果真止住了啼哭，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眨也不眨地
盯着燕子的脸，握紧的小拳头，一下下上下舞动着，
像是要替燕子抹去脸上的泪。“孩子，到了奶奶家，
要听话，奶奶会疼你、爱你的。妈不是个好妈，你恨
她吧！孩子，等你长大了，懂事了，妈会把这一切都
告诉你的！

孩子，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妈实在是不舍
得离开你呀！”俯视着孩子的小脸，燕子泪如泉涌。

临出门前，燕子洗净了脸上的泪痕，然后，她对
着镜子，给自己画了一个淡淡的妆。抱起儿子，她
朝小苇子圈走去。

蒲桥到苇子圈的路，从未这样难走过，每一步，

都像是踏在了荆棘上。洒一路血泪在这生养她的
河滩里，燕子的脚步，从不曾有过的沉重。

柜子和他娘恰好都在家，望着突然走进来的燕
子和她怀里的孩子，两个人一时都愣住了。柜子
娘最先反应过来，她拾起地上的一只扫把，气冲冲
地在燕子脚边猛扫着，边扫边骂：“哪来的野鸡飞到
俺家来，是没人要了！快带着你那野种远远地滚，
别脏了俺这地……”

在柜子娘的骂声中，燕子泰然走近床前，把手中
的孩子轻轻放在床上，然后对着满脸愕然的柜 子，平
静地说：“柜子，你不是说过，娶媳妇就是为了生孩子
吗？娘娘也说过，想早一天抱 上孙子。我给你家做了
二十五年的媳妇，没亏待你们！咱们的账，两清了。”

“俺家就是绝了后，也不要这野种！”柜子娘一
手掐腰，一手指着燕子的鼻子，“你赶紧把这没人要
的野种给我带走，别脏了俺的家！”

“柜子，你跟你娘说清楚，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
的？”

燕子一步迈到柜子跟前，一双燃烧的眸子，逼
视着柜子。

“我……我……”柜子只是涨红了脸，却是说不
出一句话。

“好啊，你不说是吧？你不敢承认了？柜子，我

就要你一句话，你说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说
一句不是，我立马就把他给掐死 ！”

燕子一步来到床跟前，对着床上的孩子，她弯
下了腰。

几乎是在同时，一直低头不语的柜子，一个箭
步抢上前去，伸手一拨拉，把燕子推到了自己身后，
伏下身子，一下抱起了床上的孩子。

在柜子娘惊愕的注视下，燕子头也不回地朝外
走去。

“你站下，站下……”
柜子猛地把孩子搡给他娘，风也似地追出来，

双腿一弯，跪在燕子的面前，哭着喊道：“好人 ，我
求求你啦……我求你看在孩子身上，别离开我家，
别离开……我，是我……错了……错了……咱们结
婚……结婚……”

柜子的娘这会儿木鸡般呆着，半天，终于醒过
神来，也跑过来拉住燕子的衣服，哀求说：“ 孩子，
娘错怪你了……你不看大的看小的，你们结婚吧
……”燕子强忍住泪水，强忍住彻骨的伤痛，她扭转
头，最后望了一眼挥动着拳头不停地啼哭着的儿
子，她的心碎了。多么想跑上前去，把儿子紧紧地
搂在怀里，紧紧地。可是，她不能。一咬牙，她头也
不回地离开了柜子家。孩子的哭声，响在她的心尖

上。“孩子，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妈走了，孩
子，你要好好长大呀！”燕子在心中跟儿子告着别。
她不敢再回头，强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和刀割般
的心痛，离开了柜子家……

还不曾来到春柳的坟前，燕子早已忍不住痛哭
失声。待见到红柳丛边那座新坟包时，燕子扑了上
去，不断线的泪水，落在了春柳的新坟上，融进了那
尚有些潮湿的泥土中。

朝夕相伴的姐妹，互诉过多少烦恼多少心事的
姐妹，至今无家可归，只落得一抔黄土掩风流……
春柳，我怎么会忘得下你的音容笑貌呢？我怎么会
忘得下你伏在耳边喃喃诉说着女孩子心事时的神
情呢？河滩里一起长大的姐妹，一个人的不快，就
是你我大家的不快，躲在一起，哭过，也笑过，酸甜
苦辣共享过，这样的日子，还会再来吗？！

燕子的心哆嗦着，点燃了火纸，再也抑制不住
心里的悲伤，号啕大哭起来，直到夜幕厚厚笼罩了
河滩……

哭过了，燕子觉得心里畅快了些。她望着夜幕
笼罩中的村庄，在心里说：娘啊，我走了，你生下我，
苦里难里滚过来，我在这里给你磕头了！不再该谁
欠谁，该留下的我都留下了，都留在这流血流泪的
河滩里了……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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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和“贴福”的来历
◎赵兴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