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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

家里挑水的吃水井也是一道别致的风景。水井就在我家西
邻胡同的南首，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处在水塘中，离北面的路
有二十多米，由一段不到三米宽的土坝往北连接到路上。它就
像一道土筑的栈桥，村民们把这儿叫做井台。井台两侧，有好几
棵大柳树，盛夏的中午，树荫里有不少乘凉的人，他们一边有一
句没一句地拉着话，一边用手中的蒲扇驱赶着暑天的炎热。这
个季节，生产队的会也在这儿开。社员们有的拿着小杌头，有的
拿着杌撑子，也有直接斜倚在树上的。队长站在井台的中间，说
着地里庄稼的长势，当前什么农活最要紧，要大家攥攥拳、鼓鼓
劲，尽量取得一个好收成，秋后多分些粮食，好让大家能填饱肚
子。尽管多数年头，这个美好愿望总是落空，但这样的会还是照
样开着。

这儿不光是大人们聚集的地方，也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去
处。很多时候，我们三五伙伴常在这儿玩泥巴。每人找一块黄
胶泥，当然是越粘越好，不断地在地上摔打，手上团弄，直到不粘
手熟成为止，把它做成现在圆形烟灰缸的样子，底部越薄越好，
我们把它称作“洼屋”。这时，轻轻放在手掌上，慢慢抬到尽可能
高的位置，猛地翻过手掌朝地面摔去，随即就会发出“砰”的一声
响，谁的响声大，谁就会最得意，也就成了胜利者。另一个输了
的，还得用一块泥巴，把胜利者“洼屋”爆开的大洞补上。

井台的最南端是水井，水井的井口是用四块大青石板砌成
的，大约三尺见方。井口的东侧矗立着一架悠杆。后来读《红楼
梦》，读到第十七回，大观园建成后，贾政询问贾珍、贾琏各房间
帐幔窗帘置办情况，在大观园中他们边走边说，这时候描写到他
们眼前的景物，书中写道“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辘
轳之属”。“桔槔”二字较生僻，查词典恍然大悟，这“桔槔”就是当
年家乡井台旁的悠杆呀！这物件，现在的年轻人基本没见过。
一根粗壮的埋得很牢的木柱立在那儿，将另一根更高的木杆的
中部，用铁链与立着的木柱中上部固定，使长木杆能活动自如，
再在木杆的底部固定一块中间带孔的圆形石头，木杆的顶端再
拴一根带铁钩的粗牢的绳子，这样就可以用它汲水了。汲水时，
双脚叉在井口的两块石板上，双手攥着绳子，把水桶放到井底，
晃动井绳把水桶灌满，这时，双手只要稍许用力，就可把水桶提
出井口，既省力又安全。当时也不明白，用悠杆打水，怎么这么
省力呀，后来才知道，它是利用了杠杆的原理。

这架桔槔，静静地立在那儿，看样子肯定是经历了多年的风

雨，一副阅尽沧桑的模样。桔槔和水井相伴相生，它依傍着水
井，是水井的立体的标志牌，更像极了水井的一个忠实的哨兵。
水井多年如一日，睁着方形的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的风云变
幻。水井也可能把井绳当成了自己的触须，让它帮助自己感知
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水井像一面镜子，它曾映照贮存了多少代
先民的面容啊！它永远敞开着它那博大无私的胸怀，滋养了我
的无数的先辈们！井台长约二十多米、宽不过三米，可它曾留下
了多少先民的脚印啊！其中，肯定有我父亲的、我母亲的，后来
还有我的……这一串串脚印，都被岁月收藏进了这片土地的怀
抱里。

河沟

由于水井的特殊位置，这水井，也就是那一弯水。
后来，水的含沙量高了起来，逐渐地把胡同口的大水塘淤塞

得很浅了，也有快要干涸的时候。小桥西面冲向井台方向，冲出
了一条宽几米，拐了几道漫弯的浅浅的河沟，很有些黄河九曲十
八弯的意境。有一天下午的情景，现在还依稀记得。当时，我站
在小桥上。向西望去，太阳还有一竿子高的样子，河沟北边有一
丛蒲草，河沟里有几只大白鹅，有的在整理自己的羽毛，有的把
嘴巴伸进水里呼噜呼噜地寻找着食物。斜照的阳光穿过柳树的
缝隙挤过来，照在河沟的水面上，水面上像被撒上了一把碎碎的
金箔，浮在水面的波纹上瑟瑟抖动，闪着耀眼的光芒。那几只白
鹅一直在这光里戏水。

村庄西头还有一座南北向的小桥。流水经过小桥向西，沿
着一条深且较窄的沟，汇入一条南北向的大沟——牛王干沟。
小桥向西这条水沟的底部，是较硬且滑又耐冲刷的胶泥。下午
放学后，经常约上几个小伙伴，到小桥那儿去洗澡。正打闹着，
有的说：“咱到西边沟里滑哧溜啊”！伙伴们就一哄而起跑过去，
坐在沟底上，借着较急的水流，用手稍微地辅助一下，不多时就
能滑到西头。这时候，从沟道里爬上来，到大沟坡上玩一会儿，
有时还能逮着几只不太大的螃蟹。那时，还不知道这东西是一
道美味呢！

由那一弯清水而生的风景，像极了一串璎珞。那一弯清水
就是璎珞的丝线，那一幅幅的画面就是璎珞上的一块宝石，一块
玛瑙，一块翡翠，一颗珍珠……后来，那根丝线慢慢断了，那一块
块的宝石、玛瑙散落遗失，被岁月的风尘掩埋了。

那儿时的一弯清水呀，你去了哪里呢？都流到我的梦里去
了吗？ 作者系城区居民

忘不了那一弯清水（下）
◎刘林修

在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期间，济阳县大队
及各区武工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巧妙地

打击济南北部外围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主力部队
的行动，先后取得邢家渡、阎家楼、史家坞等黄河沿岸村落战斗
的胜利。

1947年6月5日夜，渤海军区第二军分区主力部队对洛口西
北 7 公里处的桑梓店火车站实施强攻。为配合桑梓店战斗，济
阳县大队奉命于 6 日奔袭洛口东北 10 公里处的黄河邢家渡据
点。这场战斗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桑梓店火
车站战斗。在战斗中歼灭敌人20余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电
台两部，粮食及其他物资一宗。

1947年8月，济阳县大队、武工队及部分区中队进军济南近
郊，在邢家渡、鹊山一带配合主力部队参加消灭国民党军李连祥
部的战斗。

1948年1月27日，济阳县、杨忠县县大队配合渤海二军分区
主力一部，渡过黄河开展反封锁斗争。至2月2日，突破由济阳
对岸至齐东县城35公里的敌人封锁线，摧毁黄河南岸阎家楼据

点及碉堡28个。一年的时间内，先后参加较大战斗54次，击毙
敌人90余人，打伤敌人195人，俘虏敌人120余人，缴获长短枪
380余支，子弹4万余发，解放边缘村庄200余个，基本扫清了济
南东部外围之敌。

1948年4月，国民党历城县县长岳伯芬纠集保安二十五团
与鲁西“还乡团”1000余人，窜至济阳县孙耿区一带抢粮。济阳
县大队和黄河办事处武工队，紧密配合主力部队渤海军区十二
团，将敌人诱至黄河岸边史家坞村西首进行围歼。经过4个小
时的合力围击，1000多敌军伤亡殆尽。敌团参谋长及“还乡团”
头子孙善亭受重伤。

缴获迫击炮 10 门，掷弹筒 80 余具，轻机枪 20 余挺，步枪
700支。史家坞战斗取得了彻底胜利。

至此，与济南隔河相望的济阳境内匪患基本清除，社会秩序
逐步安定，人民政权更加巩固，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在安定的环境
中努力工作和生产，济阳成为解放济南的可靠后方。

（来源：区委党史研究中心《济水之阳·黄河故事》）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
言，各地有各地的方言。特别是汉语方言众多。方言具
有民族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当地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的
载体。拿我们山东济阳来说，有许多方言说起来很土，
外地人听起来也莫名其妙，甚至有的字会说不会写，有
的字会写音不同，但细究起来，许多方言词汇都是从古
代先民口口相传传承下来的，在许多古文献中也能见到
它们的身影，可见许多方言看起来土得掉渣，实际上文
化得不得了。下面举些例子可见一斑。

1.济阳方言把枕头叫做“脰枕”，“脰”指的脖子、颈
部，读“dou”四声，早见于《史记》，“脰枕”更能体现“脰”
在枕上的意思。叫脰枕不土吧？

2.过去老人常说“拿一管笔”来，不说一支而说一管，
这个“管”字，为古代单管乐器，引申为管状物。过去没
有钢笔、铅笔、圆珠笔，使用的大都是毛笔，笔杆用竹子
做成，外圆中空为管状，故毛笔谓之“管”。所以现在说
拿一管笔来，也不算错。

3.过去村里婶婶大娘常说“今天家里没干粮了，我急
急忙忙擀了两箸条子”，干粮指的是水分少的食物，如窝
头、饼子、馍馍等。条子指的是面条，即手擀面。“箸”就
是筷子，过去农村大集上有专门煮面条卖的，商家用长
长的筷子从沸腾的大锅中夹取满满一箸面条，放入海碗
盛上汤，加上香菜末浇上高汤双手端给顾客。

4.济阳人吃饭夹菜不叫夹菜，叫“攲菜”，这个“攲”就
是以箸取物的意思。如“这么多菜，猛攲啊！别客气，攲
着吃”。攲得太猛还有一种说法叫“dao”,写法是唠叨的
叨去掉口字，加上提手旁，如“肘子本来不大，你一筷子
就dao 了一半去，像几辈子没捞着肉吃似的”。

5.过去生活条件差，人们穿的棉裤又肥又厚，扎腰的
时候要将棉裤腰折起来，这个动作叫“鞔”，济阳方言读

“mian三声”。我们常听到某些人笑话某人笨嘴拙舌的一
句话“你看他嘴笨得像鞔裤腰似的”，指的是说话像鞔裤腰
一样特别费劲，而不是指名词“棉裤腰”。这个字在济阳方
言中还有一种读音，读“bian三声”，指踩的意思。如“看好
脚底下，我种的菜都露头了，别鞔了”，再如“你没长眼啊，
鞔着我的脚了，不嫌硌得慌啊”。

6.蒜薹成熟了要及时从蒜
棵上提出来，济阳人把这个动
作叫“扚”，读“di”二声。如扚
蒜苔、扚韭薹。把瓜果从秧子
摘下来或把头发从头上揪下
来，济阳人称之为“捽”，读

“zuo”（二声），如“你尝尝这个
甜瓜，刚捽的，可新鲜了”，“哎
吆，你头上长了根白头发，我给
你捽下来”。

7. 粮食不饱满，济阳人称
之为“粃”或“粊”，如“这些花生
太粃了”，现在多写作“秕”。动
物生崽济阳方言称之为“将”，
如“老张家的舐牛一年将一个
牛犊子，可发了他了”。“舐牛”
属于济阳方言，指母牛。 公牛
叫牤牛，去掉睾丸的公牛叫犍
牛。公马叫儿马，母马叫骒
马。公羊叫羯子，公猪叫角
猪。公驴叫叫驴，母驴叫草
驴。公狗叫牙狗。蚯蚓叫“蛐
蟮”。驱逐、追赶都叫“撵”。减
掉、除去叫“刨”，如“刨去他俩
还剩三人”。蒸馒头时要用酵
母先发面，称之为“饧”面，而不
是“醒”，如“这锅干粮没饧好，成了死面子了”。

8.济阳人把额头叫作“页勒盖”，据《说文解字》释义，
“页”即头也，之后加上豆字表音，写为“頭”，而“头”是其
简化字。页勒盖即额头。“页”的甲骨文为象形字，表示
头，当然许慎作《说文解字》时，还没出土甲骨文呢。凡
是用页作偏旁的汉字，大都与头有关，如“颜”、“顶”、

“项”、“须”、“顺”等。而膝盖济阳方言叫“欂栌盖”，《说
文解字》解释欂栌指柱子上承梁的短木，即斗拱，引申为
人的膝盖骨。

9.济阳人把骂人叫“呟”人，读“juan”（三声），如“老王
家的儿媳妇不说理，成天价呟她公公婆婆”。乡间某人特
怕老婆，却在众人面前吹嘘说，我一进家就连呟带骂，俺做
饭吃的（老婆）保证一句话都不敢说。众人不信，双方打
赌。结果，他一进家门，先“捲”的是帘子，后“抹”的是桌
子，夫人见丈夫如此勤快心中欢喜，欣然不语。原来是这
个连“捲”带“抹”，而非那个连“呟”带“骂”。这个“抹”字，
除了擦拭的意思，在济阳方言中还有用手按住并向下移动
的意思，如“天冷了，把帽子抹下来，捂着耳朵”、“成天价低
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可抹不下脸来”。

10.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或者看见特腌臜的东西胃里
不舒服，恶心干呕济阳人叫“干哕”。如“大热的天，啥时
候死到这里一个小狗子，都招蛆了，我一看见就干哕，呕
了两口没吐出来，想想就膈应得慌”。“膈应”属济阳方
言，指人的胸腔和腹腔之间的隔膜有了反应，有想呕或
想吐的感觉。“腌臜”除了指脏、不干净以外，济阳方言里
还有懊恼、难堪的意思，如“摊上这种事，我真腌臜得慌，
好几天吃不下饭”。

11.形容一个小姑娘有脾气、伶牙俐齿善挑理、不好
惹，济阳人常说“这小妮可kou了”，这个kou字，读二声，

《聊斋志异》中有这个字，“心”字底，上面有两部分，左为
“酉”字，右为“可”字。形容一个人脾气执拗，认死理，济
阳人叫“轴”，实际上是执的声母与拗的韵母相拼发出的
音。形容一个人过于磨叽磨蹭、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叫

“厹”读“rou四声”，如“你厹死了，人家写了三遍了，你一
遍还没写完”。

12.农村有一种四条腿的木制小板凳，济阳人不叫小
凳或小杌，叫“板床”。床是供人睡眠休息的卧具，这个
小凳子为什么叫板床呢？著名学者马未都先生曾这样
解释，《说文解字》释义：“床，安身之坐者”，也就是说床
最早是一种坐具，其甲骨文是一个象形字，就像一个竖
起来小板凳。胡床指的是马扎子，是游牧民族捆扎在马
背之上，下马后休息时取下来撑开用于坐的坐具。之后
增加了卧的功能，如躺椅之类。而供人们休息的卧具叫
榻，榻增加了高度，装了栏杆变成了现在的床。唐朝大
诗人李白的诗句“床前明月光”中的床，就是指板床、胡
床之类的坐具。因为从现存的唐朝建筑来分析，唐朝时
期的房屋门窗都比较窄小，门多为木板制成不透光，窗
为木制窗棂，且糊上窗户纸，也难以透进月光来，所以月
光不会照到诗人睡觉的床前。诗人坐在睡觉的床上举
头看到的是房顶、天花板，不可能望见天上的明月。所
以，应是诗人拿一板床或胡床坐在室外的月光下，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还有一句诗“郎骑竹马来，绕
床弄青梅”，这里的床也是指坐具，不是睡觉的床，况且
睡觉的床应在室内，多靠墙，没法绕。就是能绕，也与前

两句诗场景（室外）上不符，前两句是“妾发初覆额，折花
门前剧”。白居易有诗云“几回沾叶露，乘月坐胡床”，这
里的床也是指坐具。还有人说床有井栏的意思，实际上
李白的诗句中哪些“床”字当坐具，哪些当井栏，清代王
琦给《李太白全集》作注时已经注明了。可见济阳方言
中的“板床”的文化底蕴了。

13.农村老妈妈做针线活在济阳有不同的叫法，比如
“纳”鞋底、“绱”鞋帮、“yin”（濦字去掉三点水，换上绞丝
旁）被子、打“袼褙”、“敹”（liao）裤边、“繰”（qiao一声）衣
裳边等。农村老汉喝酒喝大了，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撴”
（dun一声），气呼呼地走了。大了就打了吧，第二天早晨
还再喝点酒“toutou”（没有的“没”去掉三点水，换成酉
字），说不“toutou ”胃里不舒服。济阳人挠痒痒叫“擓”痒
痒，几个人相约共同去做事叫“搿伙”。坐享其成叫“䝼

着”，如“你光看手机，啥也不做，光着吃吗”。承受财
产叫“受”，如“老李家两口子说没就没了，也没个一男
半女，家业都叫他侄儿受了”。农历有大月小月，大月
三十天，称“大尽”，小月二十九天，称“小尽”，如“今天二
十九，没寻思是钱家集，弄了半天还是小尽来”，钱家集
日是逢五排十。从下面往上推或拽济阳人读“搊”（zou
一声），如“我们四个人每人抓住床单一个角，把病人搊

起来放到病床上”。这个字在济阳还读“cuo”（一声），向
上托举的意思，如“你搊我一下，我爬到树上摘个枣吃”，
玩木偶叫“搊傀儡子”。

14.农村有人娶媳妇或添孩子，街坊们都去贺喜，济
阳人把赴宴叫做“坐席”，如“今天中午坐席的吧？老赵
家添孙子了”。古人坐时双膝着地，把臀部压在脚后跟
上，称之为坐，席子是用草、竹篾、苇蔑编成的坐卧铺垫
的用具。所以古人都是席地而坐用餐、讲学、开会等，因
此有了一席之地、席位、缺席、酒席之说。可见“坐席”一
说有一定的历史了。

15. 济阳方言把绳子、带子折起来叫“䙌”（kui 四
声）。小孩尿布叫“褯子”。把树枝折断叫“敠”（que 一
声）。抱着叫“抪着”，如“孩子不听话，非得让抪着”。眼
屎叫“眵目糊”。碎细布条叫“布絺”，如“拿布絺套子来

——换针换线吆——”。捏
住鼻子，用气排除鼻涕叫

“擤”。用拳头揉，使掺入的
东西柔和叫“搋”，如搋面。
把东西藏在衣服里叫“揣”，
如“揣在怀里”。半大不小的
猪叫“廓落”，多用精饲料，快
速把“廓落”育肥叫“踹”，如
清代马益著的《庄农日用杂
字》中的“买上群廓落，冬天
好 踹 栏 ”。 面 疙 瘩 叫“餶
馇”。食物变质，有酸臭味叫

“si 孬”，si 字是“厂”字下一
个“米”字。桌椅腿与腿之间
的横木叫“牚”而不是“撑”。
饿了叫“饥困”。累了叫“使
得慌”。小孩子好哭叫“愀
qiao 了”。用竹篾或刀片划
破手叫“劙”。用剪刀划开东
西叫“劐”。水井里的水不
甜，苦涩难喝，称之为“漤
水”。游泳叫“凫水”。用锄
头锄地叫“耪”。用耧播种叫

“耩”。用耠子松土叫“耠”。
用䦆头挖刨叫“挝”（zhua 一
声）。 把 绳 子 用 力 拉 叫

“扽”。用瓢子取物叫“搲”。
向别人炫耀、显摆叫“谝”。一条腿跨过去叫“骗”，如“他一
骗腿上了车”。油条叫“餜子”。食物霉变长了灰白色的霉
斑叫“长醭”。用大锅蒸馒头时，挨着锅沿烤黄的那块叫

“餎飵”。女孩子梳在头两旁的发结叫“髽鬏”。用力扔叫
“拽”（zhuai一声）。用力拉、拖叫“拽”（zhuai四声）。走路
摇摆叫“跩”。染上污点或弄脏衣物叫“黵”。在汁液或粉
末里沾一下就拿出来叫“蘸”。刮、擦去掉表面的一层叫

“抢”，如“跌了一脚，脸上抢去一块皮”，再如“磨剪子抢菜
刀”，是“抢”而不是“戧”，“戧”是支持支撑的意思，如“够
戧”指难以支撑。紧紧的捆在器物上叫“摽（biao四声）”，
如“把口袋摽在车架上”。由于利害关系相互亲近、依附也
叫“摽”，如“他俩摽着个膀子一块走了”。

16.把活鱼的鳞刮掉、内脏去除，济阳人叫“chi鱼”。
这个“chi”字是犀牛的犀字加一立刀旁。过去有一种烧
水的壶，又细又长，叫“爨子”，是在集市上卖包子、炸油
条的商家，为了省火在灶身一侧掏一洞，把爨子斜着放
进去烧水用的，不耽误蒸包子、炸油条。现在农村兴了
一种烧水用的火烧心壶，形状与爨子相似，有人也叫爨
子壶。直接坐在火上烧的叫“燎壶”。把衣服等拉、扯、
拽叫“抻”，读“chen一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邻居一
个爷爷做面条卖，那时没有面条机，靠人力和面条自身
的重量把面条抻长抻细，这种面条叫抻挂面，吃起来特
别有劲道，每根面条又细又长又圆并且是空心的。如果
传承下来的话，也算济南名吃了。“抻”字还有展示意思，
如“有本事你就抻吧”。捣蒜的蒜窝叫蒜“臼”，这是一个
象形字，甲骨文里就有。有一笑话说集市上有一卖西瓜
的和卖蒜臼的挨着，卖西瓜的吆喝一句“卖西瓜来
——”，卖蒜臼的随后也吆喝一句“谁买蒜臼子？”，结果
卖西瓜的不干了，两人打了起来，说搅黄他的买卖，骂买
西瓜的是舅子，谁还敢买西瓜。

17.济阳人把香菜叫“芫荽”，“芫荽”一词历史悠久，是
香菜的学名。昨天叫“夜来”，去年叫“年时”，这两个词并
不土，唐朝孟浩然有诗云“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宋
朝谢逸有词曰“夕阳楼外晚烟笼，粉香融，淡眉峰。记得年
时相见画屏中”。元代卢挚有词曰“年时寒食，直到清明
节”。晌午指正午，午休叫“歇晌”。上午在晌午前头，叫

“头晌午”。下午指过了晌午，叫“过晌午”，晚上叫“后
晌”。面条放的时间长了，粘连在一起叫“糗了”，水饺粘连
在一起叫“饦了”。两臂伸开两中指指尖之间的长度叫“一
庹”，张开大拇指和中指两端的距离叫“一拃”，一个手指头
的宽度叫“一指”，张开大拇指和食指两端的距离叫“一虎
口”。衣服上有灰尘或雪用手拍打叫“pu拉”，“pu ”字是提
手旁加一保字。地上有东西用脚移动或除去叫“躣拉”。
用手把地面上的细碎物品等拨动一下叫“hu”拉，写法是提
手旁加一个忽然的忽。用手顺着物体抹过去叫“捋”（lv三
声）。用手握着东西顺着移动叫“捋”（luo一声）。把长条
形的东西绕起来打成结叫“绾”，如“绾纂儿”、“绾袖子”、

“绾裤腿”。张开两手叫“扎煞”。跳蚤叫“虼蚤”。粥叫“黏
煮”。葛优躺叫“曳趄着”。用芦苇篾儿编成的长席子叫

“茓子”，用来屯放粮食。蹲着叫“gu”蹲,“gu”字是足字旁加
一古字。臭椿树叫“樗树”。形容女人笨叫“膗”。形容男
人笨、啥也不会做叫“囊囊膪”。遇到事情害怕叫“怵”。用
绳子套住并拉紧叫“勒”。地面上的斜坡叫“偏坡塄”。糊
状物由稠变稀叫“澥漓”。 作者单位：姜集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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