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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果油（chàng guō yòu）：花 生
油。也说“白油bài yòu”。

卫生油（wěi shéng yòu）：经过加
工处理的棉籽油。

老油（lāo yòu）：炸过东西的熟油。
大油（dǎ yòu）：猪油。
油吱啦（yòu zhí la）：动物脂肪炼过

油后剩余的肉渣。
全菜（quàn cǎi）：产妇吃的各种菜

的乱炖。
小锅儿饭（xiāo guór fǎn）：指比家

常饭好的饭食，因常用小锅来做而得名。
泔水（gán shuī）：刷锅水。
吃头儿（chí tour）：吃的东西。家里

还有啥～啊，快叫我吃点儿垫么垫么。
就头儿（jiù tōur）：下饭的菜，多指小

菜。
辣酒（lǎ jiū）：白酒。
卤（lū)：专门为吃面条或米饭制作的

调味菜。
麻糁（mà shen）：大豆、花生等榨油

后剩余的渣滓。
下货儿（xiǎ huor）：动物内脏。也说

“下水xiǎ shui”。
窝脖儿（wó bòr）：烧鸡。因制作烧

鸡时，须将鸡的脖子向后别到翅膀下
边，以保持制出来的烧鸡外形美观，故
得名。

拱嘴儿（gōng zuīr）：指可食的猪的
口鼻部分。

口条（kōu tiàor）：牲畜的舌头，通常
指可做食品的猪、牛、羊、狗等的舌头。

冰糕（bíng gáo）：雪糕。
发物（fā wu）：易使创口发炎或疾病

加重的食物。刚打喽疫苗哪能吃鱼呀，
鱼可是～。

食性（shì xing）：食欲。三小儿～
好，吃得五大三粗的。

衣裳（yí shang）：衣服。
荷袍（hè pao）：衣服上的口袋。也

说“兜儿 dóur”“布褡 bǔ dá”“捎褡 sháo
da”。

汗褟儿（hàn tár）：背心，T恤衫。
褂衩儿（guǎ chār）：半截袖或没袖

的上衣。
土布袋（tū bù dai）：以前小孩的睡

袋，里边填上筛好的沙土，接孩子的屎
尿。冠县也说“沙土裤袋 shá tū kù
dai”。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本报记者 孙克锋

“东阿县牛角店镇有个王楼村，村名
看似平淡无奇，但村里出了不少传奇人
物，也发生过很多曲折的故事，且在村名
上留下了印记。”10月3日，市地方史研究
会副秘书长齐庆伟说。

王楼村的历史可追溯到元朝，但那时
还不叫王楼村。明朝末年，村里出了一个
王姓武举人，其父母早逝，王姓武举人一
生没有成家，力大过人，武艺高强，曾在村
里成立过武社，不少年轻人慕名前来拜
师。

经过数年努力，王姓武举人积攒下丰
厚的家业，建起一座大宅院，院内有一座
两层的土楼，远近闻名。后来，人们便把
这个村叫作王楼村。

当时天下大乱，推翻明朝统治的声势
浩大，王姓武举人将全部家产变卖给一户
田姓人家，所得用于招募人手和购买兵
器，他带着自己的弟子和新招募的人手，
加入李自成的起义军。

王姓武举人跟随李闯王转战南北数
年，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无奈回到王楼
村。厚道的田姓人家收留了他，请郎中为
他看病疗伤，还派专人照顾他，王姓武举
人就这样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

王楼村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村名因此
一度被叫成“茄子王楼”。

村里的一户王姓人家以种菜、卖菜为
生，人称园子王。各种蔬菜应有尽有，他
的菜园子远近闻名。有一年，他在园子里
发现，一根粗壮的茄秧上只长着一个茄
子，茄身巨大。园子王深思后，用手揭开
这个茄子的萼，在萼下方茄身上写下“王
楼”二字。

没过多久，这个茄子被偷走了。园子
王很生气，但没有声张，他料定，偷茄子的
人应该舍不得吃，会到集市上卖掉换钱，
但小偷应该不敢去附近的集市。

一天，王楼村东北约15公里的齐河地
界的赵官镇有大集，园子王便赶去那里。
起初，他在集市上走了一圈，并没有发现
那个大茄子。临近中午，他又去转了一
圈，发现真的有人在卖那个大茄子。园子
王迅速报案。

官府的人来到现场问园子王：“怎么

能证明这个茄子是你的呢？”园子王说：
“这茄子是我种的，我在茄子上做了记
号。”于是，他拿过那个大茄子，轻轻掀开
那瓣茄子萼，“王楼”二字露了出来。小偷
只好低头认罪。

此事在集市上引起不小的轰动，“茄
子王楼”的名字也叫开了。直到现在，老
人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常常提起“茄子王
楼”。

王楼村还有一个“神手秦广宇”的传
说。秦广宇是王楼村秦姓家族的祖先，也
是当地的乡医，他自小患有眼疾，眼神儿
不太好。

附近村庄有一翟姓大户人家，家中有
人患上一种怪病，寻遍当地名医，都无人
能治。后来，他们请秦广宇到家中为患者
诊治。

秦广宇到病人家中时，已有多名大夫
坐在正堂。他们看到秦广宇穿着破旧，露
出瞧不起的表情，话语中带着嘲讽。

秦广宇并未当回事，直接让翟家人准
备数尺红头绳，一头系在病人的左手腕
上，秦广宇坐在桌子旁边，手牵绳子另一
头为病人把脉。

坐在他旁边的一名大夫不相信这样
把脉能看病，偷偷用袖子压住了红头绳的
中间部位。秦广宇并未作声，用手捏着红
绳，静静地把了一会儿脉，然后放下手来，
对其家人说，病人是腹内生疮。

翟家人问秦广宇可有什么好法子治
疗此病，秦广宇不慌不忙地说：“此病不难
治，你们可请来几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大鱼大肉好生招待，拿出酒来，让他们喝
够，依照我的办法去做，病人的病便可治
愈。”

他这番话引来满屋人哄堂大笑，可是
翟家人只能照做试试。几名小伙子大吃
大喝之后，都有了八九分的醉意。秦广宇
见状，叫人把病人抬出来，放在椅子上，让
几个小伙子轮流过去，口对口用力向病人
的嘴里吹气，并要求病人把每一口气都咽
到肚子里。一个时辰之后，病人终于忍受
不住，俯下身子狂吐不止，只见一块巨大
的血污之物被吐了出来。

秦广宇看后轻轻一笑，说：“他已经没
事了，只需再服用几副中药，在家静静休
养数日便可。”

数日后，病人康复如初。翟家人大
喜，一路敲锣打鼓，放着鞭炮来到王楼村，
感谢秦广宇的救命之恩。人们感叹秦广
宇用一根红头绳就能为人看病，称其“神
手秦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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