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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那个庄儿，叫大郑庄。
看上去，所有的村庄都是相似的，

但其中的故事却各有不同。
明朝永乐年间，祖祖辈辈生活在山

西平阳府洪洞县的大郑庄立村始祖和
同样接到官府指令的乡亲们被集聚在
大槐树底下，带着分得的些许盘缠和简
单生活器具，开始一步三回头徒步迁
徙，一路跋涉向东。

大运河由南而北，九曲十八弯。那
曲弯儿拐得那么柔软，如同一条随意丢
在地下的丝巾，水流也平稳舒缓，像纤
细俊秀的江南少女。马颊河由西南向
东北，似一利剑斜插过去，那河水从大
运河底下的两个涵洞拼命地挤进去，又
咆哮着钻出来，奔腾东去，有一泻千里
之势，看上去，又像是粗犷豪放的山东
大汉。两条外形、性格各异的河流在此
不期而遇，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郑氏立村始祖来到这里，举目四
望，流连，往返，便拿定主意，在大运河
河东一侧撂下了挑子。

此地，古属齐国博陵邑，汉置博平
县，县治仍居博陵。直到宋辽征战，结
下澶渊之盟，县城才迁往宽河镇，即今
之博平。

起初，几间茅草房，一圈儿柴篱笆，
并没有村庄的样子。一起迁徙而来的
老乡便称呼这里为“郑家”。同样，也以
姓氏称呼周边的几处驻地为肖家、刘
家、张家、李家……

稍作安顿，始祖就套上犁杖，从郑
家西侧的大运河北滩口插手，绕郑家驻
地一周，到南河滩口收犁，划了半个椭
圆。墒沟犁出了界线，圈内三千多亩的
荒野，从此便成了郑家开拓创业、繁衍
生息的领地。

二世祖老弟兄五个，各自成家立业
后，几间茅草房变成了一片土坯屋。此
后，又不停顿地向外扩展，渐渐有了村
庄的雏形。延续郑家的叫法，人们称之
为“郑家那个庄”，后又演变成“郑家
庄”。郑家庄是俺那个庄的原始村名。

久而久之，人们又觉得郑家庄的叫
法有点啰嗦拗口，于是舍去了中间的家
字，干脆利索地叫起了郑庄，这一村名
一直延续了几百年，直到如今。

在当地，郑庄叫得响亮，但远没有
庄西运河的两个河滩有名。

这两个河滩，一个叫作冯家滩，一
个叫作肖家滩。

冯家滩自然应属于冯姓人。据说，
滩外曾有一个冯庄，但连年战火涂炭和
疫病横行，使得冯庄人破村败，了无人
影；这大概也是官府从山西移民至此的
主要原因之一。村庄遗址，遍地瓦砾，
每年耕作，捡出的砖头瓦块都会在地边
地头堆成堆儿。20世纪60年代，排涝
治碱挖台田、条田时，还出土过一口完
好无损的大瓷缸，县文物部门鉴定说是
宋代的，有一定文物价值。

肖家滩则来源于宋辽征战的传
说。据说北辽犯宋之时，肖太后的两个
儿子肖天佐、肖天佑曾驻扎在此，因而
远近闻名。于是，稍远一点的地方便称
呼郑庄为肖家滩郑庄，久而久之，以讹
传讹，又叫成了肖天郑家。

1946 年，茌博大地率先解放，组建
村级政权，区里将郑庄与邻近的肖庄、
杨庄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合称“肖杨郑
庄”。后来，又叫过“硝盐郑庄”，却并非
是肖杨郑庄的传讹。俺那个庄儿遍地
盐碱，三年困难时期庄上人抗灾度荒，
便刮碱土滤咸水，熬硝晒盐，可谓家家
滤盐池，户户制硝盐。

1947年大参军，郑庄有八名热血青
年报名应征，其中还有两个是结婚不久
的新郎。八人中有五位成了烈士，那两
个新郎仅留下了遗腹子。淮海战役时，
又有百多人推起小车，扛起担架支前，郑
庄因此享誉乡里，人称“铁血郑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教育，扫
文盲、办学校，郑庄一直走在前列，高小
生、初中生、师范生的人口占比，一直高
于周围各村，而且成才当老师的居多，
八百多人的村，最多时竟有二十多个老
师在职任教。人们啧啧称奇，赞叹俺那
个庄儿真是个“才子郑庄”。

恢复高考后，连续多年，郑庄年年
都有人考上大学、中专；里面既有已娶
妻生子、胡子拉碴的老三届；也有风华
正茂、应届毕业的初生牛犊。“才子郑
庄”又被叫成了“大学郑庄”。

不过，也有的称呼并不十分雅观。
俺那个庄儿一族一脉，同血同流，因此
颇有凝聚力、向心力，特别抱团儿。俗
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早
些年郑庄人在外受了气，惹了事，郑庄
人便会一拥而上，群架打得不顾死活。
因此，人们当着俺庄上人的面说是“惹
不起郑庄”，背地里说是“窝狗子郑庄”。

1982 年，国家进行地名普查，要求
县内村庄不重名，为区别于本县韩屯镇
郑庄（当时属张营乡），以两村人口数量
和村庄规模，将俺那个庄儿定名为“大
郑庄”。从此，俺那个庄就有了这个国
家认可的标准村名。无论是市、区印发
的纸质地图，还是在谷歌、百度的扫描
搜索，以至北斗卫星的电子导航，都赫
然标注着“大郑庄”。

每个出生在乡村的人，从他出生那
一天起，他的命运就与这个村庄紧紧地
连在了一起。

我在县城买了房，但那仅是住处，
不是家。俺那个庄儿，是大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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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些年，莘县有一个马
西地区，机构改革时还设了

一个马西办事处，下辖张鲁、大王
寨、王奉、岩集、魏庄、邹巷六个乡
镇。为什么叫马西，这和一个庞大
的林场有关。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大王寨、王奉
为主的莘县西北部地区因地处黄河故
道，原始的老黄河几次泛滥决口留下大
片泥沙，风沙来临漫天飞扬，地下缺水庄
稼也长不好，人民生活贫苦，于是植树造
林成了改变自然环境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的迫切期望。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
政府的支持推动下，树林面积一度扩大
到2000多亩，但是防沙固沙的效果仍然
不够理想。据说一遇刮风天，满地沙丘
像圆球一样滚动，人们甚至不敢掀锅吃
饭，盛到碗里的得赶紧吃掉，不然很快会
蒙上一层尘沙。

这种揪心的场景促使政府痛下决心
做出改变，并把这种情况向上级汇报。
说来也巧，这个时候正赶上世界粮食计
划署援助中国一个林业“2606”项目，该
项目被国家指定在四川和山东。于是，
林场的扩建成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援建
中国“2606”项目工程的山东分项目。第
一批项目5万亩，到1984年完成，一片五
万亩毛白杨成活率 90%以上，昔日漫天
风沙变成绿杨一片，联合国派来专家检
查验收，对此非常满意。接着，又批了三
万亩计划，莘县人快马加鞭仅用一年时
间又告完成，自此，林场成为平原上不可
多得的独特景观。既然成了景观，再叫
大王寨林场感觉有点儿土气，因此地地
处穿境而过的马颊河西北部地区，经县
委主要领导同志提议，林场就叫马西林
场。

至此，林场已扩建成一个十万亩规
模的人造森林，这里绿树成荫一片绿海，
看不到边际，是平原上难得一见的自然
景观。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世界粮食计划
署曾在欧洲、印度等地搞过类似造林项
目，均不成功，莘县项目的成功让世界
粮食计划署抓紧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
宣传。为了宣传马西造林项目，英国
BBC 广播公司播音员、农业专家玛莉·
彻莉小姐在计划署驻华副代表莫瑞、项
目高级官员薛子平陪同下几乎每年都
来莘县采访考察，在一众连火车都没坐
过甚至汽车都很少见的马西地区农民
眼中，来了漂亮的金发女郎，是十分轰
动的事。

还有个事实背景，时任莘县县委副
书记的孔繁森分管林业项目和接待工
作，联合国官员和玛莉小姐每次来马西
林场，孔书记一般都会陪同。

有一张照片被传为经典，就是当年
孔繁森与玛莉及其他官员在林场的空地
上休息，在一张小地条桌上吃打瓜，打瓜
是一种类似西瓜的夏令水果，现在已极
少看到了。孔繁森同玛莉一人手里捧着
一块打瓜，神态自然，谈笑风生，这个瞬
间被记者抓拍下来，成为孔书记在莘县
工作时期的经典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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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守望，叫

“这就是我的家乡”；有

一种情怀，叫“我为家

乡书写”。“为什么我的

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这句诗打动了无

数人，也抒发出无数人

的心声。家乡这片热

土，家乡田间的一草一

木，都令人眷恋。家乡

是一个人出发看世界

的起点，也终将是归

途。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每

个人的家乡都值得被

关注、被书写，为家乡

代言，为家乡放歌，捍

卫乡土记忆，在时代巨

变中记录历史，留住乡

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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