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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本报记者 孙克锋

“快看，这就是郭老虎村的村碑，碑文
字数不多，却透露出聊城迁徙史上的两个
关键信息。”9 月 1 日，聊城市地方史研究
会副秘书长齐庆伟指着路边一块斑驳的
石碑说。

村碑位于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
于集镇李田路边。碑的表面涂有一层黑

漆，部分已经脱落，露出青石原貌和点点
红漆，“郭老虎”3个阴文大字也模糊不清
了。

村碑背面一行简洁的文字介绍了郭老
虎村的历史：“明朝中期，郭虎自湖北省永
丰县迁此立村，以人名命名为郭老虎村。
该村在聊城东南，距光岳楼12.4公里。”

也许很多人纳闷，我们这一带的村庄
都是明代自山西省洪洞县迁徙而来，郭老
虎村的先祖郭虎却来自湖北省永丰县，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明代人口迁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
历史时期，聊城 50%的迁徙人口来自山
西，20%来自胶东，还有的来自浙江、湖北、

江苏等地，此外，还有一些原住居民。”齐
庆伟解释说。

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证实了这一点，
比如东昌府区沙镇镇二张村是张姓先祖
在明朝中期从江苏省徐州沛县山环村迁
来，沙镇镇钱庄村是钱氏家族从浙江省钱
塘江迁来。

因迁徙地不同，人们留下了一些可寻
的印记，那就是方言。语言和一个地方的
地域、水土、生活习惯、风俗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中国人南腔北调，十里不同音，
百里不同俗。聊城南北距离不过 100 公
里，各县（市、区）的方言在语调、词汇上却
存在着差异。

齐庆伟说，乡音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虽然历经几百年的融合，但难以改变。比
如聊城市茌平区、高唐县的方言和德州市
夏津县、平原县的方言比较像，但和聊城
南部莘县、阳谷县的方言就不太一样，这
和人口迁徙地不同有关。

“郭老虎村村碑中标明的位置以光岳
楼为坐标，这也是当时聊城一带很普遍的
一种现象，凸显了光岳楼地标性建筑的历
史地位。”齐庆伟说，站在历史的维度看，
光岳楼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也是一个时
间坐标，见证了聊城大地600余年的沧桑
巨变。

郭老虎村背后有两个迁徙“内幕”

零嘴儿（lìng zuīr）：零食。
清起来饭（qíng qī lai fǎn）：早

饭。
晌午饭（shāng hu fǎn）：午饭。
晎晌饭（hòng shang fǎn）：晚

饭。也说“黑下饭héi xia fǎn”。
干饭（gán fǎn）：旧时多以小米

蒸制而成。今儿门儿晌午咱们吃大
米～。

稀饭（xí fǎn）：小米粥。
不几（bú ji）：面缠在木棍上烧

熟的条状食品。
粉面（fēn mian）：地瓜淀粉。
白面（bài miǎn）：麦子面。也

说“好面hāo miǎn”。
棒子面（bǎng zi miǎn）：玉米

面。
米面（mī miǎn）：小米面。
杂面（zà miǎn）：绿豆面。
搋面（chuái miǎn）：用拳头压

揉，使和的面均匀、筋道。
饧面（xīng miǎn）：制作发酵的

面食时，发酵好的面团要放置一段
时间才能上锅，这叫饧面。

面醭（miǎn bù）：和面或加工面
食撒的面粉。

醭儿（bùr）：①醋、酱油等表面长
的白色的霉。②覆盖在固体上的像

“醭”一样的东西。～土（浮土）/面
～（揉面团、擀面条等时使用的少量
干面粉）。③物体上长出的霉菌或
苔藓。地上长出了绿～，挺滑，小心
摔倒。/馍馍都长～啦，不能吃啦！
④瓜果表面因糖化生成的粉状物。

面头（miǎn tòu）：含有酵母的面
团。

糖包（tàng báo）：发面包糖捏
成三角形制成的蒸制食品。也说

“糖角 tàng jiáo”。
馍馍（mò mo）：馒头。
卷子（juān zi）：用刀切成的方

馒头。
包皮卷子（báo pì juān zi）：一

层粗粮一层细粮相间制成的卷子。
齐溜（qì liu）：用白面以外的面

粉包菜做成的圆团子。也说“菜坛
子cǎi tàn zi”“菜团子cǎi tuàn zi”。

锅饼（guó bīng）：直接贴在大
铁锅锅边的玉米饼子。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9月1日，参观者在“博博会”上拍摄“妇好鸮尊”复制品。
当日，第九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简称“博博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国的

437家博物馆集体亮相，展示博物馆领域的新发展和新成就。本届“博博会”以“新时代的博物馆：创新·发展·传承”
为主题，展览为期4天，设有“博物馆展区”“文博相关企业展区”等多个展区。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第九届“博博会”在河南郑州开幕

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联合主办的2022年《开学第一课》9月
1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后取得积极
反响。观众认为，节目用鲜活的故事传
递了“只有奋斗才能成就梦想”的真谛，
有力激发和引领广大青少年自信自强、
立志成才。

节目以“奋斗成就梦想”为主题，邀
请“八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称号
获得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奥运健儿、志愿
者等登上讲台，启发中小学生感悟奋斗
的真谛。

“看了《开学第一课》我发现，无论是
冬奥赛场上奋力拼搏的奥运健儿，还是

50 年扎根土地育种的院士，他们都在少
年时期就怀揣梦想，并为之不懈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四班学生
王陈晞说，“他们的讲述告诉我：梦想是
最好的启明星，会指引我们寻找属于自
己的坐标。”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教师赵丽娜说，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将“奋斗”这个宏大
主题融入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故事，化
为学生可观、可感的人和事。“学生们真
切地感受到了，正是千千万万的奋斗者，
汇聚起强大的力量，推动我们国家发生
日新月异的变化。”她说。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教师冯志

兰说，节目用鲜活的故事表明，奋斗的天
地非常广阔：可以是在奥运赛场上拼搏，
可以是在农田里耕耘，可以是在世界屋
脊科考探秘，也可以是在广阔海洋中驾
驶战舰保卫祖国，我们每个人的本职岗
位都是奋斗的天地。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班主任研究中
心助理研究员龚杰克说，今年的《开学第
一课》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在新学
年开学之际为中小学生营造了积极向
上、奋发进取的浓厚氛围。

据新华社 记者 白瀛

只有奋斗才能成就梦想
——2022年《开学第一课》取得积极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