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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孙克锋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到刘道之村踏青
的游客日渐增多。

刘道之村位于度假区李海务街道。最
近几年，该村将中医药与生态农业相结合，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声名远播。刘
道之村是一个以人名命名的村庄

吗？很多人看到这个村名，都会
有这样一个疑问。其实，刘道之
这个村名还真与一个人有关。

北宋末年，聊城一带兵荒
马乱、民不聊生。恰逢村中又

流传一种怪病，夺去了很多人
的生命，有条件的村民便外出求

医，但始终不得良方。
一天，有位刘姓道士因饥寒交迫落难

于此。一位村民发现后便把刘道士背回家
中。这位村民的母亲为刘道士精心准备了

饭菜，并为他安排住宿。几天后，刘道士身
体好转，他被当地淳朴的民风所感动。

当得知村民染上怪病时，刘道士便用
生平所学炼制丹药，救治村民。患病的村
民在刘道士的帮助下都得以康复。附近村
庄的村民得知，纷纷前来求医。后来，刘道
士在村民的一再挽留下，决定留在村中居
住。他向村民传授一些道家养生之学，村
中长寿者慢慢多了起来。后辈为感谢刘道
士的恩情，便把村名改为刘道士村。久而
久之，在人们口口相传之下，村名变成了如
今的刘道之村。

现在的刘道之村，街道整洁，文化设施
齐全，建成了蒲公英采摘园、蒲公英养生体
验馆、环村湿地公园等，还被评为全国文明
村镇、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并入选山东省
美丽村居建设省级试点名单。

孬地儿（náo dǐ r）：贫瘠的土地。
好地（hāo dǐ）：肥沃的土地。
地界儿（dǐ jiǎn r）：土地界线。
老碱窝（lāo jiān wó）：重碱地。
庄稼地（zhuáng jia dǐ）：农田。
春地（chún dǐ）：秋天没耕种，留

待来年春天播种的土地。
麦茬地（mǎi chà dǐ）：秋天种了

麦子，来年需收了麦子再播种的土地。
撂荒地（liǎo huáng dǐ）：没种庄

稼的农田。
白茬子地（bài chà zi dǐ）：没施

肥就种上庄稼的土地。
重茬（chòng chà）：在一块地里

连续种一种作物。
撂荒（liǎo huáng）：土地不继续

耕种，任其荒芜。没整装劳力，山上的
那些地都～啦。

上地（shǎng dǐ）：给庄稼施肥。
有“蹅化肥”“攒化肥”“撒化肥”等方
式。

土杂肥（tū zà fèi）：碎枝叶、杂草
等掺土、水沤积成的肥。

犁地（lì dǐ）：耕地。
耙地（bǎ dǐ）：耕地后用耙把地里

的大土块弄碎、弄平的工作。
铁耙子（tié pà zi）：用铁钉作齿

的碎土、平土农具，安有长把儿。也说
“钉耙子díng pà zi”。

铁刮子（tié guá zi）：用铁板制成
的收土农具，主要用于打畦、封垄。

蹚地（tǎng dǐ）：用铁耙子把土弄
碎、把地弄平整的工作。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有一年，皇帝出巡路过博平时，因
旅途劳顿，不知不觉便在辇中睡着了。
梦中，他见到一片树林，树上结满了鲜
红的果实，摘来品尝后，觉得又脆又甜，
甚是可口。正吃得有味，不料地方官前
来迎驾，把他的美梦给惊醒了。

醒来后，皇帝仍觉口中美味尚存，
于是不顾君臣大礼，上来就让博平知县
快快把本地盛产的圆红果儿献上。博
平知县听闻，忙差随从分赴四乡，摘来
许多熟透的李子、沙果，用玉盘呈献于
皇帝。皇帝见李子透红闪亮，以为是梦
中所食，拿起一个便大口咬去，却是酸
味，急忙吐出怒道：“以酸涩之物骗朕，
该当何罪？”

博平知县一听要将其问罪，忙连连
叩头道：“万岁息怒，恳请万岁说明此果
之状，奴才定戴罪摘取献上。”皇帝说
道：“方才朕梦见此县遍地长满此果，圆
红玲珑，脆甜适口。”博平知县一听，心
想，此地之果除李子形状相似，从未知
还有其他的果子，便为难地跪在地上。
一位随驾大臣，听闻皇帝所要乃梦中之
物，深知这知县确是为难，于是劝驾道：

“万岁，天下之珍品，只可尝其鲜，不可
用其多，反之则乏腻伤腹。万岁如喜爱
此果，让知县明年作为贡品，奉献万岁
就是了。”皇上听了，感到有理，点了点
头说道：“明年将此果贡京，若再有违
误，定斩不饶！”

这知县把栽种此果之事压在了皇
帝路过的小刘村，并假借圣旨说，如明
年种不出此果，就将全村老幼问斩。这
下小刘村的百姓可就作了大难。

转眼，快到进贡的时候了，小刘村
的村民还没有找到皇帝所要的果子。
全村人焦愁万分，都感到没啥希望了。

这一天，村里的几个小伙子在路边
碰到了一位倒骑着毛驴的老人。这老
人见这帮年轻人神情悲愤，就跳下驴，
问起缘由。一个快嘴的小伙子就把皇
帝要贡品和种不出贡品就要把全村人
问斩之事叙说了一遍。老人听了，笑
道：“这事交给我吧！俺在三天之内，让
你们见树见果就是了！”

小伙子们回到家中，将那怪老头的
话当作戏语向家中老人叙说了一遍。

老年人却说：“你们兴许是遇到了仙人，
有意来搭救咱哩！”三天过去了，可也没
有见那倒骑驴的老人前来。这一下，大
家都泄了气。

第四天清晨，人们起来一看，村子
的四周长出了一片片树林，上面挂满了
鲜红透明、水灵灵的果子。人们奔走相
告，都来观看。有人忽然醒悟地喊道：

“哎呀，这不就是皇帝所要的那种贡品
鲜果吗？这树一定是那骑驴的老人栽
种的！”全村人顿时跪下，向长空作拜，
一致感激仙人的救命之恩。

原来，那倒骑毛驴的老头，正是八
仙中的张果老。他在赴群仙会的途中，
正巧碰上小刘庄有难，就决定搭救他
们。不料在群仙会中多饮了几杯，甚觉
困倦，便打了个盹儿，梦中不觉来到王
母娘娘的百果园里。他走到红珠玛瑙
脆鲜果树下，摘了一兜果子，正要离去，
被看园的仙童发现了，非带他去见王母
娘娘。张果老便向看园仙童诉说了小
刘庄百姓眼看就要遭难的事儿。善良
的仙童一听这事关系到一村人的性命，
就不顾受责，放走了张果老。张果老骑
驴连夜来到小刘庄，把果实遍地撒开，
不一会儿便生出嫩芽，长成树木，又很
快开花，结出了成串的鲜红的果实。

小刘庄虽然有了皇帝所要的贡品，
可村民们并不知道这果实的名字。一
位念书的土秀才思忖了一番：此果为早
晨所结，其色鲜红，又一束连着一束，于
是便提议称之为“红枣”。后来，十里八
乡的人们纷纷来此引种，枣树越来越
多。大家都知道枣树起源于小刘庄，渐
渐地小刘庄就被称为枣刘庄了。

（孙庆峰、孙庆东搜集整理）
感谢聊城市文联、市民协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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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之村举办蒲公英文化节

刘道之村建设了乡村记忆展览馆刘道之村建设了乡村记忆展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