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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场（yǎ chàng）：使麦子、谷子等
与植株脱离的工作。

扬场（yàng chàng）：借助自然风使
籽粒与糠、皮等分离的工作。

和垛（hè duǒ）：把轧好的麦秸整齐
地高高地堆放起来的工作。

磕芝麻（ké zhí ma）：把芝麻从麻
梭中倒出来。

压瓜（yá guá）：把瓜秧埋在土里一
部分，防止乱长。

秕拉谷（bī la gú）：空的或不饱
满的谷粒。弄点～来给小孩儿填枕
头。

秆草（gān cao）：谷子秸秆。
搁当儿（gé dá r）：高粱秸秆。
棒子（bàng zi）：玉米。
棒子秸（bàng zi jiái）：玉米秸。
打花杈儿（dā huá chǎ r）：除去棉

花杆上不结棉桃的分支。也说“掰花杈
儿bái huá chǎ r”。

掐花尖儿（qiá huá jián r）：除去棉
花顶心的工作。

笆圈（bá quán）：用荆条或薄铁片
制成的放在车厢前后两端防东西掉落
的长方形工具，可弯折。

排杈子（pài cha zi）：用木棍儿制
成的放在车厢两端遮挡柴草的工具，
不可弯折。

杈把扫帚（chá ba sào shu）：泛指
农民收割、打轧庄稼使用的工具。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故事 方言

皇帝赐一件绣衣 村子从此更了名

文/图 本报记者 孙克锋

聊城有这样一个村庄，村名故事流
传了500年，村里有一棵生长了1000年
的枣树。这个村庄就是聊城高新区许营
镇绣衣集村。4月25日，记者走进绣衣
集村，探寻村名背后的故事。

“先有大枣树，后有绣衣集。”这是
绣衣集村的村民都知道的一句话，也道
出了绣衣集村的一段特殊历史。

相传，明洪武初期，傅姓人家由山

西洪洞县移民到这里，见荒凉的沙丘上
有一棵大枣树，好似迎接远方的孩子回
家。于是，傅姓人家就在这里安顿下来
繁衍生息，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村子，
衍生出集市。

明朝成化年间，村子里出了一位在
朝为官的人，名叫傅仕玉。傅仕玉曾得
到皇帝恩赐的一件绣衣，从此，傅家人
就将村子更名为绣衣集。清朝初期，村
里又出了一位知名人士，考中了进士，
名叫傅予润。

至今，绣衣集的故事仍在流传，那
棵大枣树经历千年风雨，仍在顽强地生
长着，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这棵枣树高5米，胸径1.2米，冠幅
5米，主干中空，干枯开裂，仅东北向的
一枝依然繁茂。

据在古树旁居住的村民张庆臣介
绍，这棵枣树每年还能结几十公斤长
枣，枣肉爽脆，味道甘甜。

枣树外围尚有年岁不小的两棵国
槐和一棵榆树环绕，“榆槐绕枣”见证了
这片土地的世事更迭和兴旺。目前，古枣
树已被列入聊城市古树保护名录中，当地
还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方案，对古树周围环
境进行整治，依据现有的硬化地面及树
池，建设古树口袋公园，这也是我市首个
以千年古树为主题的乡村口袋公园。

东阿县牛角店镇广为流传的“苕瓜
打金牛”传说，道出了“牛角店”名称的
由来。

相传，牛角店原名是尹庄店。在尹
庄店前曹村（今东阿县牛角店镇前曹
村）东边，有一个周庄村，周庄村有个大
户叫周百万，家里喂养着一群牛。牛童
每天赶着牛群到村东的一条大沟（现在
叫金牛沟）里放牧。周庄村有种瓜的传
统，许多人家都靠种瓜为生。

这一年，周庄村先后发生了两件
怪事。第一件事，牧童白天在沟里放
牧，怎么数都是 100 头牛，而天黑将
牛赶到家里，就变成了 99 头。第二
件事，老赵家瓜园里有一棵苕瓜，瓜
秧出奇茂盛，却只结一个瓜。一时
间，这两件怪事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
谈资。

一天，有三位进京赶考的秀才路过
周庄村，他们又累又渴，便在村北周家
庙歇脚。他们与村民拉起家常，听说了
这两件怪事，很感兴趣，想去看个究竟。

来到牛群处，三位秀才一下就看到
有一头金牛，用什么方法捉住这头珍贵
的金牛呢？三位秀才动起了脑筋，其中
一位秀才知道一个方法：只有用长满
100天的苕瓜才能将金牛降住，于是，三
个人向赵家瓜园走去。

来到赵家瓜园，果然看见一棵苕瓜
秧长得又长又旺，上面却只有一个瓜。
秀才们大喜，看来一切都已被老天安排
妥当了。可是，苕瓜还没有成熟，而进
京赶考的日期却快要到了，耽误不得。
三位秀才就偷偷商议，如果三人取了功
名，就不用再来降金牛了；如果不中，便
回来降伏金牛，而那时，这个苕瓜就成
熟了。

三个人找到赵老汉，千叮咛万嘱
咐：“这个苕瓜我们买了，你一定要好好
管理施肥，必须等我们赶考回来，你才
能把瓜摘下来。”张老汉答应了秀才们
的要求。于是，三位秀才便起程进京去
了。

夏去秋至，瓜园里的苕瓜都要扯秧
了，只有那个瓜还没有成熟。赵老汉
想，如果秀才不来了怎么办？赵老汉便
找来几个人，动手把瓜摘下来，放进了
瓜棚里。

第二天，进京赶考的三位秀才回来
了，看到瓜已被摘下来，痛惜得直跺
脚。原来，秀才是要等苕瓜长到一百
天，完全成熟后，用它降住金牛。

秀才们不死心，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买下赵老汉的苕瓜，到金牛沟找那
头神秘的金牛去了。

来到金牛沟（今董袁村东），周家

牧童正赶着牛群在那儿放牧。三位秀
才悄悄藏到牛群里，找到那头金牛，
一起举起苕瓜，从金牛后面猛打过
去。只见一道耀眼的金光闪过，金牛
头颅扬起，四蹄腾空，飞一般向南奔
去。

三位秀才不罢休，抬起苕瓜在后
面紧追。金牛跑到尹庄店，停了下
来。三人紧追上来，又将苕瓜打出
去，正好打在金牛头上，打落一只牛
角。金牛再次受惊，向南狂奔而去。
金牛先后在今史圈村、董圈村、朱圈
村一带转了三圈，又奔过黄河，经过
平阴李博士村，进入河东深山，消失
了踪迹。

从此，牛角店一带就流传起了“苕
瓜打金牛”的传说。再后来，人们就把
周庄村叫作苕瓜赵村；把金牛吃草的那
条沟叫作金牛沟，金牛路过的桥叫作金
牛桥，金牛转了三圈的地方分别叫作史
圈村、董圈村、朱圈村，把牛角落地的
尹庄店叫作牛角店。

1990 年，牛角店镇政府根据此典
故，筹措巨资，在镇政府驻地制作了一
座铜牛，名曰金牛，作为牛角店镇镇标，
矗立在镇中心地带。

（姜德军 搜集整理）
感谢聊城市文联、市民协大力支持

牛角店得名于“苕瓜打金牛”的传说

绣衣集村的枣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