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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改变了。通过他的努力，通过几次跳槽，
再加上运气，明德终于完成了由小工到大工的蜕
变。

来到续金宝的公司后，明德更是升到了领班的
位置。如果把续金宝的建筑公司比作一个行政单
位的话，明德应该是个中层了。

大多数时间，明德也还是会跟工友们一样，爬
上高高的脚手架，去砌砖、盖瓦。只是偶尔，工地上
要来什么人检查或有什么活动时，明德才会在续金
宝的要求下，各处检查一下地面上的工作。

明德抬手看了下表，他猜这个时间，金丽春也
许已经到家了。想到丽春，甜蜜的笑容挂在了明德
的脸上。掏出手机，他准备给丽春打电话。

明德没想到金桃恰巧接到了丽春。
明德在工地上，每天从早忙到晚，丽春每次来，

都是下了火车自己再坐公交车过来。
金桃怪丽春不提前给她打电话。丽春说：“我

自己坐公交挺方便的，又敞亮又热闹，坐你的小车，
闷得慌。”

金桃对丽春撇撇嘴，说：“切，河滩里敞亮，你跑
这来干啥？”

丽春就笑着说：“这里有你呀，想你了呗！”
金桃再次撇撇嘴，说：“哼，少跟我来这套！”

金丽春、金桃和明德，其实是同一所高中的同
学，只是当时他们不同班。

金丽春后来跟金桃说起明德时，她和明德正在
谈着恋爱。金丽春对金桃说：“真没想到，跟他还是
同学呢！在一个学校里，一起待了三年，竟然没有
印象。”

金桃说：“怎么会没有印象呢？有一回在路上
遇到，我还跟你说过他的，你忘了？”

金丽春很茫然地摇摇头。
“我说，你看二班那个男生，长得跟唱歌的那个

江涛多像呀，很帅吧？”
“是吗？真的有这回事吗？”金丽春有些不相信

地看着金桃。
“切，这还有假？”
“那我当时是咋说的？”金丽春又问。
“你好像是说，没看出来。”金桃说。
金丽春和明德结婚后，她曾问过明德，高中时是

不是认识她。明德说，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认识你了。
金丽春不信，说明德一定是故意这样说的。
明德说：“全学校哪有不认识你的呀！你长得

又漂亮，整天又和金桃形影不离的。当时你俩外号
连体双胞胎嘛！金桃那么高的知名度，连带着你的
知名度也高上去了呗。”

金丽春一直没问明德，金桃的所谓知名度，是
指当初她跟郑福根恋爱的事吗？现如今，别说是高
中生了，听说连托儿所的小孩，好多都有男女朋友
呢！但在金丽春和金桃她们上高中的时候，哪有敢
谈恋爱的呀，就是有一个半个谈的，也都比较隐
蔽。在那时，金桃和郑福根的不管不顾，使他们成
为当时校园里很轰动很惹眼的一对儿。

金丽春和明德，是在金桃那个男友郑福根组织
的一次游湖活动中相识的。那时，高考刚结束。分
数公布前的那段日子，每个孩子心里，都是七上八
下的。像金丽春、金桃、明德这样的农村孩子，家里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需要他们去做，有事情做着，
心里的焦燥，自然就少了些。郑福根的家在县城，
他父亲是一家化肥厂的副厂长，他妈妈在一家商场
做财务工作。郑福根的家里，没有农活需要他去
做，没有弟妹需要他去照顾，更没有鸡鸭猪羊需要
他去喂养。所以那段日子，他很无聊。大部分的时
间，是和金桃两个人腻在一起，谈情说爱，畅想未
来。偶尔，两人宅够了，也会出去玩。有时是他们
两个，有时为了热闹，就会招呼上一大帮同学，找个
地方玩够了，到了吃饭的点，自然是郑福根请客。

因为金桃恋爱的事，金丽春和金桃的关系，已
经变得很淡了。那次游湖，金丽春都不知道是谁组

织的，也不知道有哪些同学参加。那天金丽春心里
正莫名其妙地烦着，班上的一个女同学打电话给
她，说一起到澄波湖去玩吧？金丽春当即就应下
了。到了集合的地方，金丽春才知道，这次活动是
由郑福根组织的。来的都是他们那一级刚参加完
高考的同学，各个班的都有，在澄波湖岸边的垂柳
下，有十几个同学。

明德来参加这个游湖活动，更是纯属偶然。那
天，有个亲戚家的孩子结婚，爹娘贺喜去了。本来
他们也要明德一起去的，但明德怕婚礼上熟悉的、
不熟悉的人，都会问他高考考得咋样，想上哪所学
校，去哪个城市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跟爹娘说
学校有事，躲着没去。爹娘走后，明德觉得无聊，就
骑了自行车，沿着河滩里的小路，漫无目的地瞎转
悠。刚转到房台后的小路上，就碰上了邻村的一位
同学，那个同学，是要到澄波湖去游玩的。明德想
也没想，就随着那位同学一起朝澄波湖奔去。

澄波湖是当地一处新开发的湿地公园，除去与
别处的湖一样的碧水、游船、小岛、绿树、花草之外，
澄波湖湿地公园里，最有特点也是最与众不同的，
就数湖区里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30多座桥了。到
澄波湖游玩的人，都会选择从那各种各样的桥上走
一趟。 （19）

从此这个叫善龙的男孩就把水月家当成了自己
的家，也担负起了一个家庭长子所应负的责任，努力
协助父母操持家中生计，尽力照顾弟弟妹妹，也跟着
水月他们去村里的简易学堂念书。可喜连年风调雨
顺，家中生活条件便逐年改善。孩子们正是长身体
的年龄，水月爹娘精打细算，尽量让他们一日三餐都
能吃饱饭。乡间岁月易过，不觉倏忽已是三载，当初
瘦弱不及水月的善龙，依稀有了一个大小伙子的架
势，竟高出了水月一头。就在善龙几乎忘尽了自己
出身来历的时候，却有一个人打听着来到他家要把
他带走。那人是受善龙亲身父亲委托而来，并详述
了当初情形以作证明。水月爹当时就回绝了，他们
夫妇早把善龙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事出现得
太出他们的意料。那人只好回转，但不多时又转回，
还带来镇上一位领导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领导说善
龙的父亲实在抽不开身亲自来，想孩子只是一方面，
主要是孩子前程要紧，乡下的学校太落后。那人又
说了些代养之恩容后再报的话，总之他今天要把善
龙带走。水月爹看事情确实，就让他们晚些再来，说
一家人要好好吃顿饭。

一种愁苦的气息笼罩了全家。善龙躲进伙屋不
出来，水月爹进去问他想吃什么，可咋问他也不出
声。水月爹一再追问，他最后终于带着哭音说了句：

“俺想吃连筋饼……”水月爹拿出一块钱，交给水月，
让她到镇东边豹大爷的肉摊上再买些猪骨头来。猪
骨头很快买回。水月娘从瓮里舀出半瓢子玉米面、
一瓢子白面，想一想又添上半瓢子白面，交给水月。
已经十四岁的水月早已是娘的合格厨房助手，爹在
屋外正拿把斧头在一块方石上将猪骨头一根根砸得
细碎，她开始和面。水月平时一双水汪汪的明眸里
现在真的有一汪水了，有几滴在里面待不住，就跳出
来落进了面盆里……饭熟了，开始吃饭了。善龙把
一块三角饼放在嘴边慢慢咬下去，慢慢嚼细再咽下
去，但他却没吃出三年前的味道，总好像里面缺了点
什么或是多了点什么。他勉强吃完一块。水月一直
没吃，她看哥哥吃完就又递一块给他。善龙接过来
轻轻去掰，一块饼从中间裂开，他看见里面还有一两
条筋渣子接连着不断。水月在一旁也看见了。砸断
骨头连着筋呢，我们是一家人，可是……近晚的大街
上人还多，善龙却不能带领弟弟妹妹们一块去做游
戏了，他是此时被人接走的。

善龙走了，水月姐弟仨数着哥哥离开的日子一年
年长大。水月学习成绩很好，但上完初中就不上了，他
要帮父母供两个弟弟继续上学。水月的两个弟弟学习
也不差，可惜没考上高中，就先后回家务农了。这一年
土地不再集体耕种，按人头均分到了各家各户。水月
家里劳力多，庄稼侍种得好，最先成了村里的富裕户。
过了十八岁生日后的水月人长得越发水灵，说亲的就
陆续上门了。爹娘问她的意思，她不接这个话茬，反与
爹娘商量起做连筋饼售卖的事来。商量了几天，爹娘
都觉还行，一则家里有富余劳力，再则做这饼原材易
得，成本不高，按馒头价卖利钱就不小。另外就是，这

人人都可当成家常便饭的食品，营养却高。他们商量
着先做起来再说，就算时间长了人们都来尝尝鲜也能
卖不少，反正也用不着投多少本钱，在家里做好，送到
镇东头挨着豹大爷的肉摊摆个摊卖就行。

善龙走的那天，水月的爹娘不忍目睹离别，没有
出家门去送。水月和两个弟弟一直把哥哥送到村外
老远，最后看他坐上一辆小汽车走了。对于三年前
这个“哥哥”的出现，水月一开始并不乐意接受，因为
这样她就由家里的老大降格为老二，再对弟弟们发
号施令就未必如以往管事了。不过有了哥哥好处也
就多了，许多家务活可以不必去做，爹娘虽支使得她
多，但实际去做的总是哥哥，谁叫他是当哥哥的呢；
哥哥偶然得到一块糖果或别的稀罕物，便早晚留着，
只等她不高兴时拿出来哄她不哭，他可真能藏得住
东西啊；而她自己从小便有丢三落四的毛病，再丢了
什么东西，隔几天，哥哥就会给她变出来，现在想想
也不知他为此费了多少心力才找到的。还有，在外
边谁要欺负她，不管对方是多么凶猛的人，他都挺身
而出及时为她出手，哪怕被伤得头破血流呢……三
年的朝夕相处，哥哥逐渐成了她的依赖。有个好哥
哥，是人终生的倚靠，她不知道哥哥离开家的这段日
子她该怎么过。“哥哥回来了，说啥也不能让他再
走！”她回家把这意思对爹娘说了，他们都默默地点
头应承下来。现在她说服爹娘做连筋饼卖，其实是
她早有的主意，这样她就可以每天做连筋饼了，因为
哥哥最爱吃，她要保证他啥时来啥时都有。

（二）
水月做骨饼的生意比预想的还要好一点，差不

多做多少就能卖多少。爹是当家的，做主拿出每月
底算出的一半盈利，留给水月做私房钱。水月的心
思一半在生意上，一半却在哥哥身上，她天天做着连
筋饼，天天盼着哥哥来。附近有工厂在开工，镇上常
有南来北往的生意人落脚，沿街不断有新的商店开
张。这几年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水月的生意年年都
有向好的趋势，都说她家的饼便宜垫饥也好吃。有
识之士还说，常吃水月家的饼还会健脑补钙，营养效
果要远胜煲骨汤。有一天水月掐指算了算，哥哥离
开这个家大约有十个年头了吧，咋也不回来看看他
们呢？爹娘已经开始为弟弟们的婚事操心了，他们
也多次催过水月有中意的亲事就抓紧定准一个，要
不就成老姑娘了。水月还是不接这个话茬，又与爹
娘商量着准备开一家饼店的事来。理由很简单，在
外边摆摊风吹日晒雨淋的总非长久之计，人受罪不
说，卫生条件也不行，人们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了。她
说她现在大了，能照顾得过来，有一个正规场所，现
做现卖肯定会招来更多顾客。水月说她赁间房子先
干着，晚上还回家睡，等弟弟们都成了家，爹娘再搬
过去和她一起干。是啊，两个弟弟早早晚晚都要成
家的，她老呆在这个家里也不是个事。爹娘琢磨了
两个晚上，就答应了她。 （待续）

作者单位：姜集小学

连筋饼
◎齐永山

在济阳流传着关于张尔岐的各种传
说，这些系统的民间传说故事已经被列为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张尔岐
先生在济南地区被逐步神化，体现出其极
高的声望以及大家对其人格和学术成就的
高度认可。张尔岐的相关传说之所以能够
形成，并且在几百年间不间断的流传下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张尔岐先生
对“周易”的研究确实是有很大的贡献。

周易之学，很容易被普通老百姓认为
是人神对话的神学，所以张尔岐对周易的
研究，加深了其身上的神秘色彩。张尔岐
周易之学其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周易
说略》。

《周易说略》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古哲学
著作，奠定了张尔岐思想家的地位。张尔
岐是学问家，也是思想家。他为学不仅主
张笃志力行，也重视理论思维。宋明理学
家喜欢引用“气”这一范畴，一则给“理”安
置一个挂搭处，一则用来解说宇宙万物的
生成。张尔岐也同样如此，值得注意的是，
张尔岐虽然服膺程朱理学，但在理气关系
上却不守程朱的理本论，他认为，理气相须

相依，一并作用于万物。《周易说略》有言
“气成万物之形，理成万物之性”，这都是对
我国古哲学研究的有力贡献。

《周易说略》的古籍版本，现存：清康熙
五十八年泰山徐氏真合斋磁版印本，清乾
隆二十七年（1762）吳元祥三與堂刻本，清
嘉庆年间奎文堂刻本、敬文堂刻本、文源堂
刻本，清光绪二年（1876）敬文堂等多种刻
本。而这些刻本之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堪称
中国出版史上国宝级刻本的：泰山徐氏真
合斋磁版印本。

清代泰山人徐志定，很佩服张尔岐的
学问，尤其喜欢张氏所著的《周易说略》，
为将其刊印成书，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徐
氏印书不走寻常路，他用胶泥烧制成磁
版，印刷《周易说略》。在我国古代自发明
印刷术以来的一千多年间，用磁版印书
的，据目前所知，仅徐志定一家，《周易说
略》则是第一部磁版印本。因为留存及其
稀少，现在泰山磁版《周易说略》已经是国
宝一样的存在。据了解，目前国内仅存的
磁版印刷实物，只有徐志定真合斋所印的

《周易说略》及张尔岐先生的另一部著作
《蒿庵闲话》两种，《蒿庵闲话》现藏国家图
书馆。《周易说略》全国仅存三部半，国家
图书馆一部、四川省图书馆一部、无锡市
图书馆一部，还有半部在上海图书馆。据
说国家图书馆藏磁版为调取的原山东省
图书馆所藏，山东省图书馆当年为这部磁
版古籍的编号是001号，足见其珍贵。

作者系城区居民

张尔岐《周易说略》
——一部中国出版史上的奇书

◎曹磊

有放牛的，有放马的，有放驴的，有放
羊的，也有放猪的。

生产队时，一到秋天，生产队长就安
排人放猪。生产队里的猪，连同户家的猪
集中起来，由放猪的一块赶着，去坡里放，
能放三个月。生产队给放猪的记着工分，
生产队不向户家收取费用。一开始的几
天，早晨，各家各户需将自家的猪拢到生
产队饲养处；傍晚，放猪的回来后，各家各
户再将自家的猪拢进家，关进圈里。经过
几天的演练，那猪一切事儿就明白了，就
懂得了。早晨主人打开圈门，它就轻车熟
路地跑向饲养处。傍晚从坡里回来，来到
饲养处院门口，各家的猪就回各家。进家
就钻进圈里，等着主人把积攒一天的泔水
倒进食槽里，一气喝个肚儿圆（猪中午喝
的是沟水或湾水）。

放猪的早早地吃过早饭，带上水壶，
肩上挎上一个小布兜，带上中午一顿的干
粮，拿着鞭子，踏着晨露，迎着朝阳，赶着
猪群，一路浩浩荡荡。

放猪，一开始先放豆地，豆子收割得早。
豆地里，猪吃爆了的豆荚落在地里的豆粒，吃
割豆闪在豆茬上的豆荚，也吃豆地里的青菜、
嫩草。放完豆地，花生地、地瓜地、萝卜地，就
一块地一块地，接连不断地倒出茬来了。

放猪，以花生地为最好。花生香，猪
爱吃。花生含油多，猪吃了肯长膘，肥得
快。乌鸦也爱吃花生，而且很会吃花生。
乌鸦用它那长而硬的喙，只啄三两下，花
生的外壳就破了，露出粉红色的果仁。

乌鸦很精灵。记得念小学时有一篇

课文写得是乌鸦喝水的故事。瓶子里有
水，水位低，乌鸦喝不着，乌鸦就叼来小石
子，将小石子放到瓶子里，瓶子里的水位
就升高了，乌鸦就喝到水了。记不清是哪
一年了，从报纸上看到一幅画，画得是乌
鸦喝水的事。瓶子里有水，乌鸦喝不着，
乌鸦找来一根塑料吸管，将吸管插进瓶子
里，用吸管喝瓶子里的水，样子很神气。
我看着那喝水的乌鸦，禁不住拍案叫绝：
嘿，乌鸦也与时俱进了！以前人们采用点
播的方式种花生。一个人前边拿铁锨开
穴，一个人后边紧跟着往穴里拽花生；第
三个人拿铁锨另起一个垄眼开穴，开穴的
土随即填充前边已经播下种的穴，第四个
人紧随第三个人，将花生拽进空穴里……
这般地一个垄眼一个垄眼地点播，然后用
抿耙将地抿平，抿得不留穴迹，一是保墒，
二是防小动物吃花生。即便这样，还是迷
惑不了乌鸦。乌鸦用它的喙啄着地试找，
找到一个穴，再找到一个穴，就找到了规
律，就一个穴接一个穴地扒花生吃。

秋天，刚收完花生，才倒出的花生地，
地皮上有散落的花生，乌鸦和猪都低着头
寻找，各忙各的。蓝天白云，大雁南飞，花
生地里乌鸦共猪黑压压一片。

地皮上散落的花生没了，猪便凭借自

己灵敏的嗅觉，用长而硬的嘴把子拱，埋
头撅腚，拱落在地里头的花生。乌鸦站在
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猪拱得花生，嘴把
子土里埋着就把花生吃了，乌鸦是干着
急。猪若把花生拱出土，还没发觉花生在
哪儿呢，眼尖嘴快的乌鸦已经将花生叼
起。猪哼的一声怒，鼻孔里喷出两股气流
以示抗议。乌鸦展翅，腾空飞去。

乌鸦叼着花生飞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啄开花生的外壳，美美地吃下里面的仁
儿，又低空盘旋着回来了，还是站在一旁，
目不转睛地看着猪拱花生。乌鸦吃饱喝
足之后，俏皮地飞到猪腚上，派头十足地
站在那儿，悠然自得地四下里瞧……

有句歇后是：“乌鸦飞到猪腚上，看见
人家黑看不见自己黑。”这该是这句歇后
的由来吧？乌鸦那是学人放猪的，想不到
被人恶搞了。

乌鸦曾经是很多的，不用远里说，上
世纪六十年代乌鸦还是很多的，成群的乌
鸦从天空飞过，地上掠过一片阴影。现在
已是见不到乌鸦了，一只也见不到了。农
药的滥用把乌鸦给整惨了。乌鸦走了，走
得决绝，走得悲壮，至今没有回来。

乌鸦不知何处去，留下歇后在人间。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放猪
◎田邦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