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文化2022年12月12日 星期一
责编 / 马晓红 美术编辑 / 梁营营 校对 / 梁琦 邹越

本报记者 孙克锋

“莘县樱桃园镇有个谷疃村，原名锅
台村，是启发孙膑在马陵之战中采用减灶
妙计的地方，村名也来源于此，至今已经
传承了两千多年。”12月3日，山东省作家
协会会员、聊城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齐庆伟说。

公元前342年，魏国大将庞涓带领10
万大军、1000辆兵车分3路进攻弱小的韩
国。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韩国上下惊恐
万分，他们一边调集军队迎敌，一边派出
使臣向齐国求救。若想不被灭国，这是韩
国最优选项，因为当时正处于战国时期，
天下大乱，兵燹连绵，只有齐国有与魏国
抗衡的实力。

齐国的国君是齐威王，他接到求援后
便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朝堂之上一时众说
纷纭，有人主张袖手旁观，有人主张紧急
救援，相互争执不下，唯独被视为智囊的

孙膑没有说话。齐威王见状就问孙膑：
“先生是不是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对啊？”
孙膑若有所思，随后直言道：“是啊。依目
前天下的形势来看，如果韩国被魏国吞
并，对咱们也不利，因此袖手旁观并非好
主意。不过，现在魏国军队士气正盛，我
们正面迎敌也非上策。”

齐威王急切地追问：“那么，依先生之
见，我们应该怎么决策才好？”孙膑不紧不
慢地说：“我看可以先答应韩国的请求，他
们知道我们能出兵救援，必然全力抗击入
侵的魏军；而魏军经过激烈拼杀，人力物
力也会大大消耗。那个时候我们再发兵
攻击疲惫不堪的魏军救援韩国，就可以事
半功倍，不知陛下以为如何？”齐威王深以
为然，当即采纳了孙膑的建议。

当魏韩两军经过激烈交战实力大减
之际，齐威王才决定派兵出战，田忌为主
将，孙膑为军师。按照孙膑之计，齐军长
驱直入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今开封市西
北），途中在一个村子扎营休息，就是今天
的谷疃。

晚饭前，双腿残疾的孙膑乘车上街察
看，发现街道两旁有许多临时灶台，齐国
士兵正在利用废灶台架锅造饭。原来此

村是个集市，卖吃食的人各自在街旁垒起
灶台，集市过后只将锅揭走，灶台仍留于
原地，方便下个集日继续用。孙膑想，灶
台的多少暗示着吃饭人的多少，这里面大
有文章可做，于是一个减灶诱敌的计谋开
始在头脑中形成。

不久，孙膑收到庞涓回师都城的禀
报，便对田忌说：“魏军一向自恃骁勇，现
急于同我军决战，我们要抓住这个心理，
诱使他们上当。”田忌问道：“军师有何高
见？”孙膑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可以装出
胆小怯战的样子，用减灶的办法诱敌深
入。”

庞涓率军日夜兼程赶回魏国决心与
齐军主力决一雌雄。交战后发现，齐军不
堪一击，节节败退。庞涓挥师紧紧追赶不
放。追击的第一天，魏军发现齐军营地有
10 万人的饭灶，第二天还剩 5 万人的灶，
到第三天只剩下3万人的灶。庞涓见状非
常得意地说道：“我早知道齐国的士兵都
是胆小鬼，如今不到三天就逃跑了大半。”
于是，他传令，留下步兵和笨重物资，集中
骑兵轻装前进，追歼齐军。

孙膑得知庞涓轻骑追击，高兴地对众
将领说：“庞涓的末日到了！”这时，齐军来

到一个叫马陵道的地方。马陵道处于两
座高山之间，树多林密，山势险要，中间只
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走，是一个伏击敌人
的好战场。孙膑传令，就地伐树，将小路
堵塞；另挑选路旁的一棵大树，刮去一段
树皮，在树干上面写上几个大字：“庞涓死
于此树之下！”随后，孙膑安排一万弓箭手
埋伏在两边密林中，让他们夜里只要看见
树林出现火光就一齐放箭。

傍晚，庞涓率领的魏军骑兵来到马陵
道，听说前面的道路被树木堵塞，忙上前
察看。朦胧间他见路旁有一大树，白茬上
隐约有字，遂命人点起火把，看清树上的
那一行字时不由得大吃一惊，知道中计
了。庞涓急令魏军后退，但为时已晚。埋
伏在山林中的齐军，万箭齐发，魏军死伤
无数，乱成一团。庞涓身负重伤，自知败
局已定，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杀，全歼
魏军。

因为齐军经过的那个村子锅台多，孙
膑又是受锅台启发想到减灶诱敌的妙计，
当地便称此村为“锅台村”。后来，人们觉
得此名有些不雅，谐音改为“谷疃村”，可
是至今仍有上了年纪的人称该村为“锅台
村”。

嬔子儿（fǎn zīr）：虫类产卵。
倒磨（dǎo me）：反刍。
包（báo）：牛、羊等动物怀孕。
打圈儿（dā juǎnr）：猪、羊等交配。
傋（jiáng）：动物生产。这只羊一回

～喽仨小羊儿。也说“下xiǎ”。
牴（dī）：牛羊用角向前撞击。这只

羊净好～人，小心着它点儿。
弹（tàn）：马、驴、骡等用蹄子踢。看

着点，别叫马～着孩子喽。
打晾翅（dā liǎng chǐ）：禽鸟站着扇

动翅膀。
出飞啦（chú féi la）：小鸟儿会飞

啦。
唠唠唠唠（lāo lāo lāo lāo）：唤猪

的声音。也说“喽喽喽喽 lōu lōu lōu
lōu”。

妈儿妈儿妈儿妈儿（mār mār
mār mār）：唤羊的声音。

咕咕咕咕（gú gú gú gú）：唤鸽子
或大鸡的声音。

叭叭叭叭（bā bā bā bā）：唤狗的
声音。

叽叽叽叽（jī jī jī jī）：唤小鸡的声
音。

鸭鸭鸭鸭（yā yā yā yā）：唤鸭子
的声音。

花花花花（huā huā huā huā）：唤
猫的声音。

窝棚鸡（wó pèng jí）：孵化成形但
没有出壳就死了的鸡。

红薯（hòng shu）：地瓜。也说“山
药shán yuǒ”。

土豆儿（tū dǒur）：马铃薯。
棒子（bàng zi）：玉米。
江米（jiáng mī）：糯米。
毛栗子（mào lì zi）：栗子。
马莲枣（mā lian zāo）：一种甜而酥

脆的枣，长圆形，适合生吃。
毛菇（mào gu）：蘑菇。
长果儿（chàng guōr）：花生。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 高唐 张堂玉

提起三国人物刘备，几乎无人不知，
然而对于刘备曾在高唐当过县令的事，
却少有人知道。其原因有二：一是刘备在
高唐时间太短，大概也就三年；二是历史
记载文献太少。《三国演义》对刘备这段历
史只字未提，《三国志》上只有八个字：

“（先主）后为高唐尉，迁为令。”康熙五十
一年（1712年）《高唐州志》上也仅有寥寥
数语的记载：“刘备，中山靖王后，献帝末
为高唐尉，后帝于蜀。”然而刘备在高唐的
传说故事还真不少。

话说刘备弟兄三人桃园结义后招兵
买马平定了黄巾起义军，因战功刘备被委
任为高唐县尉（县级武官，主管军事治安）
代行县令职事，关羽为马弓手（相当于骑
兵营长）、张飞为步弓手（相当于步兵营
长）。刘备到高唐后见城门城墙残破不
全，城内断壁残垣、大街小巷脏乱不堪，社
会上匪盗横行、民不聊生，就首先组织衙
门吏卒和居民清扫街道上的碎砖烂瓦、生
活垃圾使街道整洁卫生。然后，开放衙门
全天办公，让老百姓随时可告发违法行为
或禀告合理诉求。随后又发布告示，城里
沿街市民每天早晨清扫门前道路。恢复

每逢三、六、九日
的集市贸易，严
厉 打 击 欺 行 霸
市、强买强卖等
不法活动。对乡
下 的 黄 巾 军 残

余，凡到衙门自首者一律既往不咎，继续
武装活动对抗朝廷者坚决镇压。不到半
年，高唐就恢复了繁荣安定局面。不久刘
备就由县尉升为县令，正式主管全县的军
政大事。

刘备在高唐政绩卓著，受到了老百姓
的拥护和爱戴，但也得罪了一些为富不仁
的人。一天晚上，刘备忙完政务后在后堂
看书，看到子时仍全神贯注毫无睡意。这
时忽听有人敲门，他起身开门，只见一人
一身黑衣，进门倒地边拜边说：“刘大人恕
罪！”刘备急扶起那人说：“这位壮士深夜
至此，你有何罪？为何不到大堂投案？”那
人从怀里掏出一把利刃扔到地上说：“小
人也姓刘，城东刘庄人，自幼习武，现在是
涸河一个大财主的看家护院的庄丁，我受
人之命半夜潜入县衙行刺大人。因我听
说大人为官清正，与民做主，是个好官，不
忍下手就敲门投案认罪自首，请大人恕
罪！”刘备听罢搀起那人好言抚慰，并留下
那人当了自己的贴身护卫。

刘备在高唐期间还发明了流传至今
的豆腐脑（老豆腐）。要说豆腐脑还要先
说一下豆腐的发明人——淮南王刘安。
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一个偶然的
小事让他有了豆腐创始人的名头。据说
刘安痴迷炼丹术，经常用朱砂、雄黄、珍
珠、石膏等炼制金丹。他平常爱喝豆浆，
每天早晨都要喝一碗甜豆浆。一天早上，
厨子把熬好的豆浆放到案上，刘安顺手挖
了一大勺案几上的白糖，放入豆浆中搅匀
后就去看书了，等豆浆凉了，刘安要喝时
却发现，豆浆变成固体的了。他把厨子叫
来盘问，厨子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刘安拿
过盛“白糖”的瓦罐一看，才知道是自己把
炼丹用的石膏粉错当成白糖放入碗中，并
不是厨子的错。刘安用小勺挖了一块固

体豆浆尝了尝，既滑嫩还有劲且有浓浓的
豆香。

刘备自幼爱吃豆腐。他在高唐期间
经常让厨子做炖豆腐吃。这一天中午刘
备刚从大堂回到后宅，只见厨子慌慌张张
进门就给他下跪说：“大人不好啦！这次
豆腐做（zòu）瞎（没成功）了，请大人看看
吧！”刘备到厨房一看，平时淡白色的固体
豆腐变成了雪白细嫩的半固体豆腐，用筷
子一夹就碎。刘备就详细询问厨子的制
作过程并查看点豆腐用的石膏粉，发现石
膏粉的颜色与平常的不太一样。就细问
原因，厨子说石膏粉还是原先的石膏粉，
不过今天挖石膏粉时发现罐子里有水，就
倒进铁锅里烘炒干后又放进罐子里，今天
点豆腐就是用的这种石膏。刘备听后说：

“大概是石膏烘炒后成了熟石膏，性质起
了变化吧。”随后刘备舀了一小勺半固体
豆腐喝了一口，感觉豆腐清香依旧、入口
滑嫩。就让厨子盛上多半碗这种半固体
豆腐，然后放入熟棉油再加入用酱油、香
菜末和开水冲兑的咸卤，这豆腐竟入口
滑爽味道鲜美。因为这半固体豆腐洁白
细腻如猪脑羊脑，刘备就给它起了个名
字——豆腐脑，所以说刘备是豆腐脑的
发明人。

豆腐脑一经问世就以价格低廉、美味
可口风靡大江南北并流传至今，受到各阶
层消费者的喜爱。豆腐脑的做法大同小
异，有的用熟石膏点豆腐，有的改用卤水
点豆腐。由于用卤水点的“豆腐脑”有一
些韧性，所以又有人叫它“老豆腐”。

启发孙膑减灶计 村名流传两千年

刘备在高唐 方言

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