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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聊城大部分地区把普通话o韵母拼
b、p、m声母时的部分字，如“伯、迫、魄、默、
墨”等都读成了ei韵母，与“碑、胚、美”等字
同韵。

2. 莘县、阳谷、冠县等地把普通话 e
韵母拼 g、k、h和零声母时的部分字读成
uo韵母，与“锅、扩、或”等字的韵母相同，
如把“棵、乐”读成“kuó、luǒ”；或者 uo、e
两读皆可，如“过 guǒ、gè”。对应关系互
相交错，比较复杂。

3.阳谷、莘县、东阿的部分地区把普
通话e韵母拼成d、t、g、k、h（部分），z、c、s
声母的字读成ei韵母，与“给、贼”等字的
韵母相同，如把“得罪、道德、特别、隔开、
请客、刻板、考核、原则、选择、画册儿、掉
色”等词语中的字都读成了ei韵母。

4.聊城大部分地区的人把普通话 ie
韵母拼 j、x声母的大部分字读成了“iai”，
如“阶段、麦秸、当街、解放、介绍、世界、
应届、八戒、鞋带、螃蟹”等。

普通话 ie 韵母的另一部分字，如
“接、斜、结”等，在聊城方言中，韵母仍是
“ie”，但是声母变了。

白日儿 (bái ri r)：白天。也读“bài
yi r”。

改道儿(gāi dao r)：过几天。也说
“改天儿gāi tian r”。

一吱啦眼儿(yí zhí la yān r)：一会
儿。也说“狗粘眼 gōu zhán yān”。才
睡喽～又醒啦。

一早一晚儿(yí zāo yí wān r)：或早
或晚趁空闲的时间。

多见(duō jian)：什么时候。～从北
京回来的呀？也说“多咱 duō zan”“多
得儿duō dei r”。

啥受 (shà shou)：什么时候。～也
不能干对不起人的事儿。

沉儿沉儿(chèn r chèn r)：稍等一
会儿。你先走，～我就去。

那到晚子(nà dao wán zi)：很晚的
时候。自打上喽初中，天天写作业都得
写到～。

在先(zǎi xián)：以前，原先。～我也
不知道，后来听别人说的。他～也在俺
村里插过队。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方言

故事

干鱼知府郭敦的故事

大明洪武年间，东昌府道口铺郭
庄的郭敦与同窗好友王三能受到朝廷
委派，到浙江做官，郭敦任衢州知府，
王三能任处州（今浙江省丽水市）知
府。

上任不到一年，衢州恰逢天大旱，
庄稼颗粒无收，乡亲们生活非常困难，
有人卖儿卖女，甚至有的人出外逃荒
去了。郭敦从政清廉，他作为衢州府
的一府之长，常常是粗茶淡饭，布衣布
衫，还经常拿出自己微薄的俸禄救济
灾民。而王三能恰恰相反，官银贪得
不少，还经常克扣救济粮款。

中秋节前，郭敦的儿子从东昌府
千里迢迢到衢州，告知父亲，祖母病
重，要父亲告假回乡。郭敦的儿子从
家乡带了一条郭庄特产东昌湖的风干
鱼给父亲下酒。郭敦为官太清廉了，
他没钱给自己的儿子买好吃的，中秋
佳节，父子俩只是割了半边干鱼。

过了节，郭敦请假获准，父子回家
时，又带了剩下的那半条干鱼上路。
父子俩一路风餐露宿回到家乡。恰逢
王三能也回到家里给母亲做六十大
寿，大摆宴席，大宴宾客。他得知同窗
好友郭敦回乡探亲的消息，为了显示
自己的富有和气派，马上派人去邀请
郭敦到府上喝寿酒。

老友团聚，自然是十分亲热，席
间，郭敦想，王三能原本并不富裕，他
到处州做官短短两三年时间，家里就
这样阔绰起来，他的钱是从何而来
的？还不是为官刮地皮，搜刮处州
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借王三能劝酒
之机，他忧心忡忡地和王三能说了衢
州府的严重灾情，还谈了自己回乡时
的窘况，他的意图是想劝自己的好朋
友，作为一府的父母官，要心想老百
姓的疾苦，为老百姓解困救难，王三
能听了却很不满意，他不屑地挥手
说：“郭兄，我们两人同时出去做官，
我是锦衣回乡，光宗耀祖的，可是你，
却像个老百姓一样回来，你说，谁有本
事呢？”

话不投机，郭敦真想不到多年的
同窗好友，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回
到家中，看见老母亲因年老体弱，卧病
在床，虽然自己在外做官多年，家境依
然贫苦，心里感到实在对不起自己年
迈的老母和与自己风雨同舟的妻子。

他母亲是个深明大义的人，看见
儿子悲伤，笑着安慰他说：“敦儿，你
不要难过。你虽空手而来，却对得
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衢州府受苦受
难的乡亲，这才是大孝呢！”郭敦听了
老母亲一席话，觉得很是宽慰。

郭敦父子回家途中只吃干鱼的事
传回衢州，乡亲们深受感动，就送了一
个绰号给他——干鱼知府。

郭敦为官清廉，百姓称颂，也很得
大明皇帝的赏识和器重，后来他的官
越做越大，直升任监察御史、户部尚
书，位高权重，并深得民众的拥戴，明
朝宣德皇帝朱瞻基御赐他为“天下廉
吏第一”称号。

五年后，他回家探亲。王三能因
贪赃枉法，搜刮民脂民膏已被革职查
办，眼下已是穷困潦倒，妻离子散。郭
敦听了，百感交集，只能唏嘘感叹。

说话间，王三能找上门来了，见了
郭敦，吞吞吐吐了一阵，才说自己想在
郭敦的衙门内寻个差事做，挣碗饭糊
口。郭敦是一个不徇私情的清官，他
感到此事很难办，同母亲商量说：“我
同他自小是同窗好友，现在他落魄到
这步田地，本来我有心安排他到我府
内干个差事，但是又怕他恶习难改，不
知如何是好。”

他母亲想了想，说：“敦儿！为人
在世，要公私分明。若是你再次起用
他，他又贪赃枉法，你就对不起老百姓
了。你与他的情分，只是你个人的私
事，现在你只能是打点一些银两资助
他谋一个正当的职业，这样对他更有
好处。”

郭敦听了母亲的话，吩咐妻子，包
了好些银子，送给王三能。王三能见
状，悔恨交加，惭愧地离开了郭府。

（郭丹龙 郭太星搜集整理）
感谢聊城市文联、市民协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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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庄有个茄子李村
村名据说是皇帝御笔题写

词汇篇

聊城市茌平区企嘉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年屠宰40万头生猪项目第二次公示

一、项目概况：聊城市茌平区企嘉肉类食品有
限公司年屠宰40万头生猪项目，位于聊城市茌平区
信发街道雷庄村南街东首路南。

二、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可通过电
话联系项目负责人查阅纸质报告书。

报告书全本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Z4pTU1_eiWDnGXwozVeoMg?pwd=57ie（ 提 取
码：57ie）；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NojSVrF019VlG_K7lIoyzw?pwd=a414（提取
码：a414）。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以拟建项目厂址为
中心，半径3.0km范围内。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
电子邮件、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等方式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并提供有效的联系
方式。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 年 1 月 11
日至2022年1月21日。

六、建设单位联系人：孟经理15166531555。

文/图 本报记者 孙克峰

茄子李村位于聊城市旅游度假区
朱老庄镇赵王河东岸。

明朝初期李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
定居立村，因以种茄子谋生，演绎出一
段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

李氏乍到此地，望着茅草丛生、四
野荒芜的土地，一脸愁容。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姓人家获得
一些茄种。

谷雨季节后，李氏小心翼翼地将
茄种埋进地里，不几天种子发芽、长
叶，小茄苗长势喜人。

在李氏精心管理下，茄子长势很
好，挂满了圆圆的茄子，紫色的皮儿，
又细又嫩。

他们把个头大的几个茄子留作种
子，准备大面积种植。

开春后，李氏扩大了茄子的种植
面积，并喜获丰收，运到集市，很快销
售一空，卖了一个好价钱。

第三年，在李氏的带动下，村里其
他人家也种起茄子，郁郁葱葱有好几
百亩（1亩约合666.7平方米）。

此时，历史正处于“靖难之变”时
期，燕王朱棣大军在此与建文帝的军
队遭遇，打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

朱棣兵败，带着贴身侍卫逃到茄

子地里。
敌兵前来搜索，由于茄子地面积

太大，没搜索到，就踹开李氏家的门，
问朱棣的去向。

李氏朝相反的方向一指，敌兵就
朝着那个方向追去。

朱棣见敌兵走远，与侍卫们从茄
子地里钻出来。

李氏见这位将军模样的人尽管身
上全是泥土，但仍不失贵人之相，赶忙
给他打水洗脸、生火做饭。

临行前，李氏又送给朱棣两兜茄
子，让他们路上充饥。

一晃两年，朱棣帝业告成。
一日午餐，突然想起自己落难时

钻过的茄子地，吃过的紫色圆茄子，就
告诉随身太监，想吃那个地方的茄子。

当时的东昌府知府获悉后，便让
李氏挑选上好的茄子进京为皇上进贡。

朱棣听到贡品已到，也兴奋地赶到
现场。

李氏见当年自己救的落难人竟是皇
上，又惊又喜，赶忙跪下给皇上行礼。

朱棣双手相搀，说，你是朕的救命
恩人，免礼平身。

看到又大又紫的圆茄，朱棣甚是
高兴。

他遣人拿来笔墨纸张，“茄子李”
三个正楷大字跃然纸上，李氏赶忙跪
地谢恩。

至此，便有了茄子李这个村名。
据资料记载，茄子李的金字牌

匾曾在村庙供奉百年有余，庙宇拆
除后，不知去向，但茄子李村名沿用
至今。

茄子李村的一处标志物茄子李村的一处标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