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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孙克锋

初夏的王鼎村萌发着勃勃生机，绿油
油的小麦已经抽穗，微风吹过，麦田随风
起伏，犹如汪洋大海荡漾起层层波浪。

5月15日上午，村民王润华站在村口
远眺麦田，思绪穿越时空，王鼎村数百年
的兴衰史在他脑海中闪现。此前，他曾参
与撰写了村史，对村庄历史非常熟悉。

明代永乐年间，一个叫王汉鼎的汉子
带领家人从山西洪洞县迁至阳谷县董花

寨村。当时，村落凋敝，已无人居住，恰好
为王汉鼎一家提供了落脚点。

王汉鼎一家人丁兴旺，村子遂改名叫
王汉鼎村，后简称王鼎村。“鼎”字笔画多，
书写不方便，在很多表述中，将“王鼎村”
写为“王顶村”。

根据阳谷县政协编著的《乡村记忆》
记载，王鼎村有举办揉花灯会的风俗，是
村民自娱自乐的活动，一年举办两次，时
间分别为除夕夜和正月十五晚上。

村民把枣木炭、砸碎的废锅铁分层装
入用铁丝编织的灯笼内，再准备一个两米
高的木杆，杆顶固定一个铁圈，铁圈上拴
一根长一米左右的绳子，让其在杆顶旋转
自如。

还要准备一个墩子，平放在地上，木

杆插在墩子
中间。点燃
笼子里的木
炭 ，系 在 杆
顶 的 绳 子
上。

木 炭 越
烧 越 旺 ，高
潮也逐渐临
近——先由一人摇动木杆，由慢到快，烧
红的铁锅碎片从铁笼中飞出，火光四射，
非常壮观。

摇杆的人轮流操作，欢呼声此起彼
伏，把现场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王鼎村的揉花灯会已经成为历史，但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匮乏的年代，这项活

动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为节日增添了
一抹亮丽的色彩。

《乡村记忆》记载，王鼎村有王、张、
朱、薛四个姓氏，其中薛姓一户在20世纪
90年代乏嗣。目前，村里有耕地700余亩
（1亩约合666.7平方米），主要种植小麦玉
米，闲暇之余很多村民外出打工。

宅子(zhài zi)：宅基地。
檩条(līn tiào)：房檩。
椽子(chuàn zi)：房椽。
扁砖到顶(biān zhuán dǎo dīng)：砖

垒的房。
砖披脊梁(zhuán pí jí niang)：内里是

土坯，外皮包砖。
捶房顶(chuì fàng dīng)：用石灰掺炉

渣铺屋顶。
抱厦(bào sha)：房屋外延的檐。
滴水(dí shuī)：户与户两房之间留出的

空地。
影背墙(yīng bei qiàng)：影壁墙。
大门道儿(dǎ mèn dǎo r)：门洞和大

门里的过道儿。也说“大门洞 dǎ mèn
dǒng”。

当门儿(dáng mèn r)：正屋中间正冲
屋门的地方。

里间屋(lī jian wú)：房子靠里边的一
间。冠县有些地方也说“凉屋 liàng wú”，

“凉”应是“里间”的合音。
堂屋(tàng wu)：门朝南开的房子，即正

房。
鞍屋(án wu)：用木棍和柴草搭起的

马鞍形简易草棚，里面只能睡一两个人，
主要搭在地里供看庄稼用。

厨屋(chù wú)：厨房。也说“伙房儿
huō fà r”“饭屋 fǎn wú”。

当院儿 (dáng yuǎn r)：庭院。也说
“天井 tián jīng”“当院子dáng yuàn zi”。

过去，清平县（今高唐县清平
镇）东北一带因地处黄河故道，沙丘
连绵，庄稼长不好，遍野长满荆棘、
茅草。遇到风调雨顺，老百姓会有
一些收成，遇到风沙旱涝等灾害，往
往是颗粒无收。

明朝万历年间，东昌府一带连
年发生灾荒，清平县的老百姓更是
苦不堪言。这时，清平县来了一位
叫陈汝麟的知县，他是癸未科进士，
满腹才学却不会阿谀权贵，因此，被
派到清平县这个穷地方来，做个小
小的知县。陈汝麟到任后，看到老
百姓的悲惨情景，焦虑得坐卧不宁、

茶饭不思。他一面捐出自己的俸禄
救助穷苦百姓，一面奏请朝廷蠲免
皇粮赋税。就在这时，朝廷派钦差
到东昌府巡视灾情。东昌府所辖各
县的知县都带了本县特产前去拜
见。博平知县带去了圆铃大枣，茌
平知县带去了茌山甜梨，唯独清平
县没什么特产。知县陈汝麟思谋半
天，忽然想起了遍野茅草上长的咕
咕荻。咕咕荻打苞未吐穗时，嫩生
生的，还有一股甜味，是老百姓哄孩
子时，给孩子吃着玩的，若遇到灾荒
年，老百姓会拿咕咕荻充饥。陈汝
麟找了个白布袋，装满了咕咕荻，赶
去拜见钦差。

钦差正坐在大堂上和几个知县
闲聊，见姗姗来迟的陈汝麟背着个
白布袋走了进来。钦差大人便令人
打开布袋，看到装的是些麦穗状的
白色东西，自己从未见过。钦差正
感到纳闷，陈汝麟赶忙上前跪下说：

“钦差大人恕罪，这东西叫咕咕荻，
是清平县的特产，请大人品尝。这
几年闹灾荒，田地里只长这种东西，
老百姓就靠它充饥度日。”在座的几
个知县听后，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不料，钦差大人什么也没说，拿起一
穗咕咕荻细细品嚼起来，不一会儿，
他自言自语道：“这东西倒颇有一种
特殊味道，也算是一种‘特产’，可是
怎么能当饭吃呢？”这时，跪在那里
的陈汝麟慌忙说：“启奏大人，请朝
廷开恩蠲免清平百姓的皇粮赋税。
清平的老百姓的确是靠这咕咕荻充
饥，请大人明察。”钦差大人听后，不
但没有生气，反倒上前扶起陈汝麟，
称赞他关心百姓疾苦。

第二天，钦差便随陈汝麟到清
平县视察。晚春时节，田野里沙丘
一个连着一个，大风起处，沙尘满
天。田里的麦苗都枯萎了，遍野的
茅草却长势旺盛，茅草尖上长满咕
咕荻，白茫茫一片，由此可见，陈汝
麟所讲是实情。

钦差回去后，便如实上奏。结
果，皇上降旨，免了清平县三年的赋
税，还调拨库粮赈济清平县的百姓。
从此以后，清平县当地就流传起一句
民谣，“博平枣、茌平梨，比不上清平
县的咕咕荻”。

（唐艳红 搜集整理）

清平县的咕咕荻
故事 方言

数百年村落以先祖姓名命名数百年村落以先祖姓名命名

王鼎村附近的站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