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

1 古井作证 吃水不忘挖井人

井水无波，但岁月奔流不息。
时光的指针走到20世纪80年代，高马村的发展脚

步明显加快。1983年，村里全部用上了照明电，2005年，
村里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人们对于井水的依赖程度越
来越低。

此后，失去利用价值的古井逐渐被人们遗忘，有很
多年，古井甚至一度被填埋。2019年，美丽乡村建设让
高马村旧貌换新颜，高马村休闲公园和民心桥竣工，这
口古井也得到保护性挖掘修复。“除了井口附近为复建
部分，往下的青砖，全都是之前的。”高纪泉说。

肖家湾这口井的经历，是高马村“吃水不忘挖井
人”的生动写照。高纪泉说，在村里，像肖家湾井这样
的古井还有另外两处。近年来，村里对这三口古井都
进行了保护性挖掘修复。村里还在离古井不远处改造
了一个鱼塘，集休闲、观光、垂钓于一体，整个村庄美观
整洁，绿树成荫，形成了动、静、水、美相结合的美丽乡
村典范。2020年，国家公布第一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
高马村成为东昌府区唯一入选的乡村。而在此前后，
高马村还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
村”等荣誉称号。

“如今，村里建起了大棚，有了面粉厂、铜铸加工厂
等，人们丰衣足食，文化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高纪泉
说，“日子好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先辈辛勤劳作的传统，
就让这口古井作为时代发展的见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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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宗锋

《世本》记载，
“黄帝见百物，始穿
井”。水井的出现，
说明人们已经有了
相对稳定的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说，
水井就是人类文明
发展的见证。

在东昌府区道
口铺街道高马村，
有一口古井距今有
700 年 左 右 的 历
史。从以往群众须
臾离不开的“甜水
井”，到一度被“雪
藏”，再到如今重见
天日，古井悠悠，见
证着一个村庄的历
史发展进程。

井水甘甜 哺育一代代人

“我小时候，就从这口井里打水。那时候太小，只
能用小一点的桶。”3月30日上午，在高马村的一口古
井前，73岁的村民马庆和一边回忆往事，一边比画着
用绳子打水的动作。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口井，井沿呈六角形，从井口
往下望，会发现一个铁箅子位于井口下方。高马村党支
部书记高纪泉说，这是怕孩子掉进去，专门采取的保
护措施。井颇深，按照村民的说法，古井直径有 1 米
多，深度达9米多。

井旁大石头上，刻着“肖家湾井”几个大字。高纪
泉说，如今村名叫高马村，高、马二姓居民也确实不
少。但实际上，在高、马二姓居民于明洪武二年由山
西洪洞迁居此地之前，这里已有人家，地名肖家湾，古
井也是由肖姓居民建造的。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才更名为高马村。
而在更久远的历史长河中，高马村曾先后被称作肖家
湾、刘步寨、玉皇马等。

“高、马二姓居民于明洪武二年迁居此地。明洪
武五年，又一马姓亦由山西洪洞迁来。由于前、后二
马迁来本村时间不同，故有俗语‘前马后马不一码
（马）’之说。”高纪泉说，历经战乱、瘟疫、灾荒及岁月
更迭，肖、刘二姓逐渐衰落。现有马、高、郭、乌、许、冯
六姓，460户1800多人。

在马庆和的印象里，这是一口甜水井。据他回
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每逢刮北风，井水清澈；
一旦刮南风，井水就有些浑浊。

古井无言，静观日升月落；井水甘甜，哺育一代代
人。在那些靠井水过活的岁月里，这口古
井就是村里人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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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纪泉介绍
古井保护性挖掘
修复情况。

赵宗锋 摄

马庆和介绍
古井往事。

赵宗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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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县城北5公里，有个小村叫十里岔。村南有一
块石碑。石碑虽经风剥雨蚀，但六个遒劲的大字依然
十分真切：“莘亭伊尹耕处”。这伊尹是何许人？“伊尹
耕莘”又是怎么回事？此地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很久之前，这里是一个小国，叫有莘国。有莘国
有一个村子，叫有莘里，村里有个姑娘叫赵淑女，年方
二十，聪明贤淑，因家教甚严，不出闺门。一天夜里，
赵淑女看见一片红光从天而降，落入闺房，最后化作
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她弯腰捡起，捧在手中，越看
越喜爱，一不小心吞入了腹中。姑娘大惊，醒来方知
是一场梦。谁知，此后不久，她便怀了身孕，后来，生
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

赵家在有莘里村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女儿未婚生
子，辱没了门庭，这还了得！父亲要将这“孽种”抛到

荒郊喂狼，赵淑女苦苦哀求，父亲一怒之下，便将他们
母子赶出了家门。

赵淑女怀抱着孩子，四顾茫然，不知哪里是栖身
之地，自己满腹冤屈又向谁倾诉。思来想去，她心如
死灰，昏昏沉沉地走到一条大河边，赵淑女脱下布衫，
裹住孩子，把他放进一棵大桑树的树洞中后，便跳河
自尽了。

说来，也是这孩子命不该绝。正当孩子啼哭的时
候，走来一人，是来为别人看庄稼的长工王留。王留
寻找到桑树下，看到树洞中正在啼哭的白胖婴儿。

王留感到惊奇，慌忙报告给东家伊员外。伊员外
虽是种田人，但知书达理，德高望重，以“善人”的美称
闻名乡里，随后，伊员外将婴儿抱回家中，交给夫人抚
养，并为其取名伊尹。

寒来暑往，转眼十八年过去，伊尹长成了一个眉
清目明、天资聪颖、才智过人的小伙子。他读书过目
成诵，且有治国安邦的宏图大略。

后来，伊尹被有莘国的国王推荐给天子夏桀，夏
桀是个昏君，整天忙于搜罗金钱美女，搞得民不聊
生。伊尹来拜见时，夏桀正和两个美女嬉戏，他心不
在焉地听完对伊尹的介绍，便哈哈大笑着对伊尹说：

“如果你愿意留在我的身边，就给我这两个爱妃唱歌
取乐吧！”一句话引得殿堂上下一片哄笑。伊尹是胸
怀大志的男子，哪受得了这般奚落，一气之下，拂袖而
去。从此，伊尹就在有莘里村种谷植桑，当起了农
夫。他白天荷锄下地，躬身劳作，夜晚则潜心研究天
下学问、治国方略，闲时，则游山玩水，邀好友饮酒作
诗。伊尹博学多才且为人谦和，心地善良，常为乡亲
们排忧解难，成了远近闻名的贤人。

后来，伊尹辅佐商汤灭了夏，成了开国贤相，后人
为了纪念他的功绩，立了这块功德碑。
（张岳冰搜集整理）感谢聊城市文联、市民协大力支持

伊尹耕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