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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斗斗飞（dǒu dou féi）：用两手指绕
圈逗小孩。

顶牛儿（dīng niùr）：头较力。
划拳（huà quàn）：猜拳。
掰腕子（bái wǎn zi）：①掰手腕。②

指双方较劲。
唱岔儿（chǎng chǎr）：念诵歌谣。
瞧嘛儿（qiào màr）：逗弄婴儿的一

种游戏，用手蒙住脸，或躲在某物体后边
儿，然后突然露出脸，同时嘴里喊“嘛”，
以此来逗小孩开心。

红事儿（hòng shǐr）：结婚生子等喜
事。

白事儿（bài shǐr）：丧事。
提亲（tì qín）：说媒。
寻媳妇（xìn xì fu）：男子找对象。年

纪不小啦，中～啦。
寻婆家（xìn pò jia）：女子找对象。

他家三妮多大啦，～了吗？
出门儿（chú mènr）：出嫁。三妮～，

谁去送他呀？也说“娶qū”。
添箱（tián xiáng）：女家的亲友给出

嫁的姑娘赠送礼物或礼金。
缘法（yuàn fa）：（夫妻）缘分。
看日子（kǎn rì zi）：选择结婚的吉日

良辰。
请支（qīng zhí）：结婚宴请之前，宴

请大支客（大主管）。
落作（luǒ zuó）：结婚宴请之前，商量

发请帖、布置宴席等一切准备工作。也
说“落桌儿 luǒ zhuór”。

迎生儿（yìng shér）：婴儿一周岁前
夕。孩子～就会跑了。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今年七夕对应的公历日期是8月4
日。专家表示，未来10年，今年七夕对
应的公历日期最早。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修立鹏介绍，受公历一年与农历
一年相差11天左右、现行农历置闰法等
因素影响，所有农历节日对应的公历日
期都是不固定的。通常情况下，同一个
农历节日所对应的公历日期，要么比上
一年或下一年提前10天左右，要么比上
一年或下一年推后 19 天左右。这也导
致同一个农历节日所对应的公历日期，
最早和最晚能相差一个月。

1901年至2100年这200年的统计结
果也印证了这一点，七夕对应的公历日

期最早落在7月31日（如2006年），最晚
落在8月30日（如1987年）。因此，每年
公历7月31日至8月30日中的任何一天
为七夕均属正常。

2022年七夕对应的公历日期是8月
4日，这是2015年至2032年这18年里对
应公历日期最早的。之所以这么限定，
是因为2014年七夕对应的公历日期是8
月2日；2033年七夕对应的公历日期是8
月1日。

“就21世纪这100年来说，七夕出现
在公历7月31日这天共有3次，分别是
2006年、2044年和2082年；没有出现落
在公历8月30日的情况，最晚是在公历
8月29日，共有两次，一次是2025年，一

次是2055年。”修立鹏说。
七夕在公历日期中虽然飘忽不定，

但这并不影响人们过节。七夕源于汉
代，盛行于唐宋，在我国已有 2000 多年
历史，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
的一个节日，又称“乞巧节”“女儿节”

“双七节”等。
“七夕已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应该进一步挖
掘其文化内涵，重视手工实践、传扬牛
郎织女传说，让这个最具浪漫色彩的古
老节日在当下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
力。”修立鹏说。

据新华社 记者 周润健

未来10年，今年七夕对应的公历日期最早

最新考古证据证实，世界文化遗产
点锁阳城遗址内的塔尔寺建于隋唐、兴
盛于西夏时期。琉璃建筑构件等出土文
物证明，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高
等级寺院。

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的锁阳
城，历史上是扼守丝路交通咽喉的要塞，
也是目前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隋唐故城
之一。2019 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敦煌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汉唐研究室和瓜州县文物局对该遗址
启动系统考古发掘。

该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敦煌研究
院副研究馆员王建军介绍，锁阳城及其

周边的遗存主要包括锁阳城遗址区、塔
尔寺遗址区、古代渠道遗址区、锁阳城墓
群区4部分。经过4年的发掘工作，考古
人员已掌握了塔尔寺遗址的分布范围、
建筑形制、修建时间等。

王建军说，塔尔寺遗址位于锁阳城
城址东部约1.5公里处，外围院落内面积
约 2.2 万平方米，内院现存大塔 1 座，小
塔9座。塔群前曾有大型殿堂遗址，殿
堂东西两侧保存了鼓楼及钟楼台基各1
座，僧房数间。塔尔寺遗址还出土了瓦
当、陶质兽角、佛首、木质斗拱、壁画残
块、塑像残块等各类器物残件100余件。

“出土文物中有不少黄色、绿色的琉

璃构件，这体现出该寺院等级较高，也从
侧面印证了锁阳城的重要地位。”王建军
说，根据现存墙体和出土文物判断，塔尔
寺的建造年代应为隋唐时期。且大量西
夏遗存的发现，如塔顶为西夏风格覆钵
式结构的大塔，说明该寺院使用的兴盛
时期应为西夏时期。

据了解，这一考古项目计划持续至
2023 年。考古人员期待通过后续发掘
和对已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进一步探
寻锁阳城的历史面貌和价值。

据新华社 记者 何问 张玉洁

世界文化遗产点锁阳城遗址内的塔尔寺建于隋唐

本报记者 孙克锋

“每个村名都是一个村庄独特的历
史印记，也蕴含着时过境迁的烟雨沧桑，
寄托着一代代村民浓浓的乡愁，老宅村
就是这样一个村庄。”8月5日，聊城市地
方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齐庆伟说。

老宅村位于莘县城西约两公里处，
在燕塔街道辖区内，至今已建村600年。

老宅村形成的过程是我国历史上百姓迁
徙潮的一个片段，又有着其独特之处。

明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争，又遭遇恶
劣天气，中原这片原本富庶之地变得民
不聊生，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土地荒芜现
象越来越严重，若任由发展，必定对国家
的安全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为稳固国家根基，洪武皇帝朱元璋
颁布诏令，要百姓从人口稠密的山西省
迁移到中原定居，以恢复中原生机。故
土难离，当地居民对朝廷迁徙命令多有
抵触情绪，面对如潮民意，圣旨也遭遇了

“执行难”。于是，当地官员就耍了一个
“花招”，放出风说，圣旨已下，必须执行，
但不包括洪洞县老槐树附近的百姓。远
离故土自然不如就近安居，因此大量人
员涌入洪洞县。

随后，官府又发布命令，洪洞县老槐
树附近的居民全部远迁到中原，并动用
军队保障命令的顺利执行。百姓无奈只
好拖家带口，肩挑车推，依依不舍地离开
了故土，踏上迁徙之路。

移民队伍中有一户姓盛的人家，经
过几十天跋涉，来到莘县城西约两公里
的地方，见这里土地平坦，便停留下来，
建宅造舍，拓荒种地，取村名为盛庄。

盛氏一家在此辛勤耕种，日子慢慢
有了好转，就定居下来。经过200余年繁
衍生息，盛庄已成为一个有着几十户人
家的村落。

明朝末年，国家出现危机，农民起义
席卷全国，中原地区连年混
战，不少人家的房屋田产都
被毁尽。加之莘县城周围土

匪四起，盛庄人纷纷携家出走，逃往他
乡。这样，原本生机勃勃的村庄，变得鸡
犬皆无、人畜绝迹，盛庄名存实亡。

清朝建立后，朝廷对反抗者采取高
压政策，各地的抗清斗争被镇压下去，战
事渐少，天下又回归太平，但盛氏家族已
各奔东西，无人再回盛庄。

阳谷县有一孙姓富户，得知盛庄已
无人烟，便将全家搬去，在废墟上建造庄
园，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建成新村。由
于村庄是在盛氏旧宅上建起来的，当地
人习惯称为老宅，久而久之老宅便成了
村名。

这个村名留有两次整村迁徙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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