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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孙克锋

乜姓是罕见姓氏，并不为人所熟知的
是，其发源地在茌平区境内。

从聊城城区柳园路一路向北，沿240
国道行驶20余公里就来到乜堂村，这里隶
属于茌平区肖家庄镇。

关于乜姓的故事，还得从3000多年前
说起。

西周时期，周武王得天下后传位到周
康王，公元前976年，周康王封吕衡为卫国
卿大夫，还将聂北作为封地赐予吕衡。吕
衡是姜太公后人齐丁公的儿子，因其母非
齐王正室，他在当时被看作庶子。但他毕
竟是齐国王室子女，因而有机会在周天子
朝中做官。

聂北也作“乜北”，约在茌平区贾寨镇张名
扬村至肖家庄镇朱楼村这一带。吕衡以
封地名“聂北”中的“聂”为自己的氏，表示
封地在聂北，并修建了城池。后有百姓也
以“聂”为姓。为区别不同血统，吕衡的后
代则改以“乜”为姓。吕衡因此成为乜姓

和聂姓的始祖。
东周时，乜姓曾聚居在与聂北邻近的

聂堂，即现在的乜堂村。由此，乜堂村成
为乜姓的发源地。

今天津武清，黑龙江嫩江县，辽宁清
原，山东平度，河北围场、辛集、景县，山西

太原等地均有乜姓分布。乜姓人口约 8
万，百家姓最新排名位于厍姓之后，莘姓
之前。

现在，临清市刘垓子镇也有一个与乜
姓有关的村庄，叫乜园村。冠县东古城镇
还有个乜村，但村里已没有乜姓人家。

小推车儿(xiāo téi ché r)：独轮手推
车。也说“胶轮 jiáo lùn”。

洋车子(yàng ché zi)：自行车。
电车(diǎn ché)：电动车。
大梁(dǎ liàng)：自行车横梁。
车搭子(ché dá zi)：搭在自行车横梁

上盛装东西的物件。
电驴子(diǎn lǜ zi)：摩托车。
车脚(ché jió)：车轮子。
杈(chá)：自然长成，一般三个木齿，

用于翻、挑植物秸秆。
小排叉(xiāo pài cha)：人工制成，一

般有四五个木齿。
筢子(pà zi)：一种搂柴草的工具，用

竹子、铁丝等制成，用以扒开、聚拢柴草或
谷物等。

耙(bǎ)：①平整土地用的一种农具，
由耙床和两排耙齿构成。②用耙平整土
地。～地。

耧(lòu)：用于播种的一种农具，使用
它可同时完成开沟、下种和掩埋各项工作。

耘锄(yùn chù)：用于除草、松软土壤
的一种铁质农具。

挠钩(nào gou)：一种用于浅表层松
土的小型农具，长柄，顶端装三铁钩。

镰(liàn)：一种割用工具，用于割草、
麦子、谷子，削棒子秸等。

故事

方言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茌平乜堂村是全国乜姓发源地发源地

赵牛河源于高新区顾官屯镇黄河崖
村西洼地，北流至东昌府区韩集镇高垣
墙村，由乐平铺镇的教场铺流入茌平区，
以西南东北的大体走向流经乐平、杜郎
口两镇，于杜郎口镇张海子村东进入齐
河县，在茌平境内全长约21公里，是茌平
东南部最主要的排水河道。

赵牛河是人工开掘河道，始掘于明
朝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因其使流
域内百姓广泛受益而被称道。关于这条
河的来历，流传着很多神奇的传说。

韩集地处漯河故道，地势低洼，常年
遭受洪涝之苦。韩集百姓为了生存，思
谋共议开掘一条河，把洪水引入东海，以
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

赵庄村有一个农家老汉叫赵开河，
长得五大三粗，虎背熊腰，干活极有力
气。一日他在漫洼水草地里捡回一头大
牤牛，这牤牛向前弯曲着两角，双目炯炯
有神，腰粗胯宽腿短，四蹄落下，踏石有
印，像只抓地虎。赵开河使它犁地耕作，
非常得心应手。

众人在议论开河引水时，不约而同

地想到了赵开河和他的大牤牛，便一起
涌到赵开河家，七嘴八舌地央求赵开河
套上大牤牛，向东犁出一道引水的沟渠，
水顺沟走，越冲越大，想必会开出一条河
来。听了众人的来意，赵开河爽快答应，
说：“我既然名为‘赵开河’，便理应为父
老乡亲开出一条河来！”

第二天，人们来到赵开河家，给他送
来了众人筹集的给养和草料。赵开河套
上大牤牛就开始犁河，刚一扬鞭，大牤牛
就四蹄蹬地腾起，拉着犁，带着赵开河向
东方的大海飞驰而去。洪水沿着这条河
顺流而下，河道越冲越宽真正形成一条
直通东海的大河。韩集人再也没有了洪
水的侵扰，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而赵
开河和他的大牤牛，却消失在了茫茫的
大海上。

人们说，那头牛是玉皇大帝指令下
凡的神牛，专门拯救这方百姓的。赵开
河开河有功，被封为了专管人间水利命
脉的神。为了颂扬和纪念赵开河和大牤
牛的功绩，人们以赵姓和牛组合成河名，
把这条河叫作赵牛河。

关于赵牛河的来历，还有另外一个
传说。

据说，金牛在王菜瓜被砸了一菜瓜，
向西南尥了一蹶子，在张牛蹄留下几个

深深的蹄印，又在落角园掉下一个牛角
后，直奔茌平故城高垣墙方向而去。到
了此地，只见一片汪洋，星星点点地有片
片高台，一时难寻藏身之地，便白天遁于
地下，夜晚出来寻找长久的安居之处。

哪知，金牛跑到韩集来的消息慢慢
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说是“菜瓜砸了
金牛头，金牛离家四处走，若得此牛为己
有，荣华富贵代代留。”知府县衙也得到
这个消息，便招募民工，四处寻找，发现
牛蹄印和散落在地的菜瓜籽就挖地三
尺，寻找金牛。

金牛看到知府县衙不怀好意，有意
耍戏，又不想让百姓在找牛中白费力气，
就在夜晚寻找安身之地时注意查看水流
方向，顺应地势，有意留下蹄印等痕迹，
引诱官府开挖。七七四十九天过后，竟
挖成了一条大河，积水顺河而下，解除了
韩集水涝之灾，人们感激金牛，便到官府
请愿，不再寻找金牛。官府久寻无果，又
畏百姓呼声，只好作罢。积水退下，河边
的土山更加突兀，金牛便在山中隐身住
下。而因找牛挖成的河，人们就叫它“找
牛河”。天长日久，以讹传讹，“找牛河”
便成了“赵牛河”。

（茌平 郑天华）
感谢聊城市文联、市民协大力支持

赵牛河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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