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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本报记者 孙克锋

“东阿县牛角店镇有个旗杆刘村，最
初并不叫这个村名，是为了纪念村里的先
贤两次更名的结果。”9月13日，聊城市地
方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齐庆伟说起旗杆刘
的村名故事如数家珍。

明初，刘姓人家从山西迁到这里定
居，并为村子取名为小刘庄村。后来村
里有一位叫刘红成的人在家里建了一个
磨坊，做起了加工粗细粮食生意。据说，
刘红成的磨坊里有一个碾子，碾台、碾
盘、碾滚和碾架都非常大，是一般碾子的
两倍。做碾子的石料是从泰山上采来
的，刘红成请当地有名的石匠经过数月

打磨加工而成。由于碾子很大，需要几
个人或者两三头驴才能拉动，但磨粮食
快，出粉率也高。

刘红成为人厚道，人缘极好，干活又
认真，生意越来越红火，十里八村的村民
都推着自家的粮食到小刘庄村来磨面。
那时候，人们如果要磨面，张口就会说找
大碾刘啊。时间一长，小刘庄村就改成了
大碾刘村。

地名，往往会随着一些事件的发生
或人物的出现而悄然发生变化。大碾
刘村的刘姓分支虽然不少，后来却都陆
陆续续迁到了外地，刘家后人的碾磨生
意也日渐败落，最后拆了大磨，停了生
意。

到了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
大碾刘村有一名叫张沇的人，赶考中举。
嘉庆年间，他曾在青州府临朐县任教谕
（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

大碾刘村有张氏祖居老屋，张沇退休
后告老还乡。张氏后人讲，张沇为官清

廉，做人本分，其父母被嘉庆皇帝封为八
品诰命，旧时村中还立有御赐的巨大牌
坊。张沇去世后，葬在村后的张氏墓地。

张氏族人以张沇为骄傲，便在大碾刘
村张沇祖居老屋大门前的两侧各立了一
支旗杆，上面悬挂黄龙旗。旗杆底座为一
米见方、上窄下宽的梯形石头，中间有插
旗杆的石孔。

据说，旗杆有13米高，由一种很少见
的木制材料经清油长期浸泡后，外涂红漆
制作而成。旗杆虽然是木制材料，却久历
风雨不折、不腐。

张氏族人所立旗杆上悬挂的黄龙旗
是当时的大清国旗。1840 年之后，西方
列强入侵中国，在清王朝与西方列国的
各种谈判、签约之类的外交场合中，西方
列国都悬挂国旗，而中国却无旗可挂，极
失“天朝威仪”。李鸿章受慈禧太后之命
负责设计国旗图案。经过多方征集筛
选，李鸿章上呈了八卦旗、黄龙旗、麒麟
旗、虎豹旗等多种图案，慈禧太后最后选

定黄龙旗为大清国旗。
在古代，能立旗杆者，多为地位显赫、

德高望重、在家族或社会上有一定的影
响、能得到人们拥戴的人。杆就是一种标
尺，也有为后人树立一种标杆，期望后人
向其看齐，为理想努力之意。

后来，村里出了一位叫张立汉的人，
是张沇的后人，曾考得贡生，在方圆百里
极具威望，村中族人也为其立过一支旗
杆。

据说，张立汉的母亲去世后，直到
“五七”（去世后第35天）才出葬。葬礼相
当隆重，出葬的队伍浩浩荡荡，长达五六
里。

因大碾刘村张氏家族兴旺，张氏族
人立有飘着黄龙旗的旗杆，又因村中刘
姓由来已久，人们便慢慢地将旗杆与刘
姓结合，把“大碾”二字去掉，换作“旗杆”
二字，从此“旗杆刘”这个村名便叫开了，
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村庄两次更名 只因纪念先贤

菜（cǎi）：①野菜。那时候，粮食
都不够吃，净吃～。②蔬菜。赶集卖
～去。③菜肴。来亲戚啦，叫喽几个
～。④笨。王二小时候学习可～了，
真没想到最后他也能考上大学。

汤水儿（táng shuīr）：汤 类 食
物。到学校里记着多喝点～，要不上
火。

甜沫儿（tiàn mor）：用小米面、黄
豆面加粉条等做成的粥，也叫“豆沫
儿”。

胡辣汤（hù la táng）：用面筋、海
带丝、粉条等做的面汤，内放胡椒粉，
稍有辣味。

疙渣儿（gé zhar）：①面食上那
层硬、酥的片状物。②浓液半干时
的凝结物。鼻子～。此义也说“疙
巴 gé ba”。

豆棋儿（dǒu qìr）：擀好的面皮切
成的菱形细碎面片儿。

面叶儿（miǎn yěr）：擀好的面皮
切成的较大的不规则的面片儿。

喝头儿（hé tour）：疙瘩、面条之
类的汤食。

干粮（gán liang）：馒头、窝窝等
类的干熟食。

白的（bài di）：细粮做的干粮。
黑的（héi di）：粗粮做的干粮。
烧饼（sháo bīng）：烤制的、圆形

的，边缘厚、中间薄，一面有芝麻的面饼。
马蹄烧饼（mā tì sháo bīng）：

形似马蹄，较小、较厚的烧饼。
火烧（huō shao）：烙制或先烙后

烤的比烧饼厚且内外均等厚的面饼，
有三角、圆形两种，现有咸、甜、五香等
各种口味。

馃子（guō zi）：一种油炸食品。
有油条、八批、油圈等。

馓子（sān zi）：一种油炸食品，将
发好的面油浸，再盘成长条栅状炸熟。

鸡蛋荷泡（jí dàn hè pao）：先用
炸馃子面炸成长条形面皮，再在中间
加上鸡蛋炸制而成。冠县也说“起布
袋qī bǔ dái”。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9月15日，学生们在安徽省黄山市科技馆体验“多彩音乐”趣味科普装置。
当日，202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在全国各地启动，活动将持续至9月21日。今年全国科普日围绕聚焦重点领域、面向基层

所需、服务创新发展和促进素质提升，广泛开展系列科普活动。 新华社发 施亚磊 摄

202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

新华社郑州9月16日电（记者 桂娟
袁月明）一件比三星堆黄金面具年代还早
的金覆面，日前在郑州商城遗址一高等级
贵族墓中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4个金泡、
金箔以及以金箔为地镶嵌绿松石的牌饰
等，刷新了人们对中原地区黄金文化的认
知。

“这是全国范围内所有商文化遗址
中，首次发现金覆面，也是唯一一个金覆
面。墓中大量使用黄金随葬的现象，也是
首次发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顾万发说。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会郑州市
中心，是商代第一位君王汤所建的亳都，

距今已有3600多年历史。
据介绍，该金覆面长 18.3 厘米、宽

14.5厘米、重40克左右，四边略微向内弯
曲。专家推测，其下钩挂有机质的衬托
物，覆盖在墓主人脸上。

“发掘出土时，金覆面贴在墓葬M2西
侧的墙壁上，正位于墓主人头侧，大小基
本能覆盖一个成人的面部。”项目执行领
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黄富
成说。

在西南地区的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
大量黄金制品，其中以黄金面具最具代表
性。而在中原地区的多处商文化遗址中，
此前仅零星发现过黄金。

郑州商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金覆面，年
代上早于三星堆黄金面具，“这对于探讨
我国西南地区相当于中原商文化晚期时
段黄金面具文化的直接来源问题，提供了
非常重要的线索。”顾万发说。

“新发现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研究课
题，如：郑州商城的金覆面是本地制作的，
还是文化交流而来的？从中原地区的郑
州商城到西南地区的三星堆，黄金文化又
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商代金覆面的真正
文化含义是什么？其与西周时期流行的
玉覆面又有何承继关系？”顾万发说，“这
些‘谜题’的答案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期
待。”

河南郑州商城发现首个商文化金覆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