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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篇

1.聊城方言在发ai、uai韵时，普遍存
在着开口度不够，动程太短的缺陷，表现
为往往缺少韵尾 i，同时把韵腹 a发得近
似ê的音，于是ai、uai就成了ê、uê。

阳谷、莘县、东阿等地区把普通话ai
韵母拼b、p、m、zh、ch声母的部分字读成
了 ei韵母，与“杯、妹”等字同韵，如“白
菜、球拍儿、麦子、摸脉、摘瓜、宅子、很
窄、拆开”等。

2.聊城老城北部地区及临清等地把
普通话 ei韵母拼 l声母的读成 uei韵母，
如“雷雨、打擂、累积、类别、流泪、肋骨、
劳累”等词语中加点字的韵母，在方言中
都成了uei。

3. 聊城大部分地区将普通话 uei韵
母拼d、t声母的字时，读成ei韵母，如“大
队、兑现、不对、推开、大腿、退步”等词语
中加点字的韵母，在方言中都成了ei。

4. 阳谷和东阿、莘县的部分地区把
普通话 ei韵母拼 f声母的字读成 i韵母，
如“飞机、是非、妃子、肥皂、土匪、诽谤、
肺炎、浪费、沸腾、痱子、扉页、废头、犬
吠”等。

同时，聊城方言中韵母 i 、ei混用的
情况也很常见。如把“笔、彼、膊、披、坯、
丕”等 i韵母字读成ei韵母，把“裴、卑”等
ei韵母字读成 i韵母。

词汇篇

五黄六月 (wū huàng liù yue)：指
农历五六月份天气炎热的一段时间。

十冬腊月(shì dóng là yue)：指农
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天气寒冷的季节。

迎冷儿 (yìng lē r)：天气刚冷的时
候。这个棉袄忒薄，也就是～穿穿。

年景(niàn jing)：收成。
贱年(jiǎn niàn)：收成不好。
麦口儿里(mái kōu r li)：将要收割

麦子的时候。
麦里 (mái li)：麦 子 收 割 的 日 子

里。～秋里是庄稼人最忙的时候。
秋里(qiú li)：秋收的日子。
年三十儿(niàn sán shì r)：除夕。
大尽(dǎ jǐn)：农历有三十的月份。
小尽(xiāo jǐn)：农历只有二十九天

的月份。
打春(dā chún): 立春。
年下(niàn xia)：过年的时候。大～

的，你咋还不回家呀？
辞灶(cì zǎo)：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拜

祭灶神。
破五(pǒ wū)：正月初五。
鬼节(guī jié)：七月十五。
八月节(bá yue jié)：八月十五。
五月节(wū yue jié)：五月端午。也

说“五月当五wū yùe dáng wū”。
腊八(lǎ bá)：腊月初八。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现在有的人还称高唐县为牛
城，为什么呢？

相传，唐朝以前，因黄河决口，
将地处河畔的高唐县城池冲为平
地。当时，县官奏明皇帝下令在原
址重建城池，随即，招来众多能工巧
匠，备下各种建筑材料，便动工了。
砌筑一天，城墙立起近人高。第二
天黎明时分，人们发现筑起的城墙
全部倒塌了，县官下令重新砌筑，但
第二天又倒塌了，一连几天都是如
此。县官命令守营军士整夜看护，
如有失职，定要严惩。军士不敢怠
慢，睁大眼睛死盯着砌好的城墙。
夜深人静之后，只见一头小黄牛突
然出现，像喝醉酒一样用两角抵那
城墙。沿新修城墙转了一圈，城墙

便全部倒塌，随后，小牛就不见了。
军士们立即向县官报告，县官下令
第二天照样重砌城墙，夜里，亲率兵
马捉拿小牛。

第二天夜幕降临，县官带领人
马，手持绳索、棍棒，悄悄埋伏在城
墙附近。子时刚近，小牛照常出现
了。埋伏在一旁的人马，吆喝着蜂
拥而上。小牛边跑边用角抵城墙，
将城墙全部抵平之后，径直往西跑
去。县官率马队借着明亮的月光紧
追不舍。跑了四五十里路，因小牛
角抵城墙费力过大，只见它张着嘴
呼呼地喘气，看样子是口渴得厉
害。小牛往南一望，有一座小院落，
便进院在水缸里喝了几口水，又继
续往西跑。它蹿出两箭之地，见眼

前有一湾坑，“扑通”一声跳了进去。
马队看到小牛跳入湾坑内再没

出来，且死不见尸、活不见牛，便急
忙向县官报告。县官这才醒悟，小
牛抵墙是为了让人们改换城址，当
即决定，将县城建在湾坑附近。为
了敬奉神牛，城池形状修成了牛
形。东门为扭头门，也叫牛头门；东
门外有两条道分别向东南和东北延
伸，当作两只牛角。西门外有向西
南、西北的两条道，说是牛尾巴上下
摆动。小牛跳入的那个湾坑，人们
叫它“牛犊子湾”。从此，这座城就
叫做“牛城”了。

（原载于《高唐地名故事》）
感谢聊城市文联、市民协大力支持

高唐为何被称为“牛城”？

本报记者 孙克峰

算子李村位于茌平区肖家庄
镇。从村名上就可以猜到，这是一
个有故事的村庄。今天，记者就走
进该村，讲述一下“算子李”的故事。

从聊城城区出发，沿青兰高速
向东北行驶约30公里就来到了算子
李村。村中央，有一座祠堂，名曰

“平章祠”，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是
因纪念该村李姓先祖李珪而建，村
名也与李珪有关。

据记载，李珪出自唐宗室，为汝
阳王李琎十九世孙，其高祖李纲，曾
祖李集之，祖父李需，父亲李旻。李
需父子因兵扰举家避祸山西。李旻
生五子，分别为：裕、彬、珪、佐、润，
其中，珪即李珪。

李珪幼时家境贫寒，以牧羊维
持生活，酷爱读书，尤喜算学。一
次，县衙招募能珠算者，丈量全县土
地。李珪毛遂自荐，县令见其年少，
衣冠破旧，半信半疑，当场出题让他
解算。谁知县令刚出完题，李珪便
脱口而出答数，让县令惊喜过望。

丈量土地时，只见李珪以步当
尺，口作算盘，一边迈步一边口算。
从地头行至地尾，土地的面积数便
已准确无误地记到本上，一个人的

效率比两个人还高出几倍，观者无
不称奇。

自此，神算李珪声名远扬。
元帝建国后，李珪深得朝廷重

用，官至平章政事，也就是副宰相，
掌管田赋税收和国家财政支出。每
次朝廷查问，李珪都对答如流，收付
分毫不差，在任十多年朝廷无半点
亏空。元顺帝极其器重李珪，赐名

“算子李”。由此，原李庄村也随着
李珪的封号更名为“算子李”。

平章祠在上世纪70年代遭到人
为破坏，一度处于荒废状态。2012
年，“算子李”李氏族人再次捐资重
新修建了“平章祠”，以昭示后人，为
民堂堂正正，为官清正廉明。

“神算”声名远扬

皇帝赐名“算子李”
方言

故事

据史料记载，“阳谷”二字最早
见于《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禺
夷，曰旸（阳）谷。”意思是帝尧命令
羲仲住在东方海滨、名叫阳谷的地
方。阳谷又可理解为“日出之处”。
而以“阳谷”为名置县则始于隋开皇
十六年（公元596年）。

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之后，常
梦见洪水淹没都城。他心中害怕，
恐怕别人夺了他的江山，于是对名
字带水字旁的人十分忌讳。先是将
成公李浑之子洪儿处死，又将李浑
全家52口斩首。尽管如此，他仍然
噩梦不断。丞相高颖奏道：“洪水
者，低流也。若用高阳镇之，定可保
万岁无忧。”文帝道：“如何寻那高阳
之处？”高颖道：“可命司天监大臣去
办。”司天监大臣翻阅大量资料，发

现《尚书·尧典》中有“阳谷”二字，于
是便率人前去考察。

司天监带领随从从长安出发，
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东阿县地行
走十余日来到阿邑东南地界。因值
傍晚，遂命人寻店住下。稍时，属下
来报：“此地离东阿县尚有30里（15
公里），若要赶去恐天时已晚。不
过，前面不远处有个地方名叫南谷
镇，镇北有一黄石公庙，甚是宽敞，
不知大人可愿住否。”司天监点了
点头，众人遂到黄石公庙住下。连
日奔波赶路，司天监倍感困乏，片刻
即进入梦乡。

睡梦中，他听一老者对其言道：
“大人何必再苦苦寻找，这里便是您
要寻之地也。”司天监醒来，觉得此
梦绝非偶然，定是神仙提醒。于是

命属下打听附近是什么地方。属下
回报说，离此南去20里（10公里）名
叫古阳谷亭，当地俗称阳谷。西北
方向是古阿井，再往西就是神农氏
教化民众开阡陌、布五谷之处。司
天监闻言心道：“此就是万岁所寻之
地了。”他将地理方位、民俗习惯打
探明白然后回京交旨去了。

隋文帝听说果真找到此地，感
到非常高兴，问丞相怎么办？高颖
道：“此乃皇家龙脉兴旺之地，不若
设一县治，派心腹用心管辖治理。”
文帝遂下旨设置阳谷县，将东阿县
西部、范县一部分、寿张一部分划归
阳谷管辖，县址设在阿邑旧址西南
20里（10公里）处，说来已有1400余
年的历史了。

（杨风华 收集整理）

设立阳谷县源于一个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