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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果仁儿（chàng guō rènr）：花
生米。

酸里红儿（suán li hòngr）：山楂。
葱栽子（cóng zái zi）：供栽种的

葱苗。
葱胡儿（cóng hùr）：葱根。
麻籽（mà zi）：蓖麻的种子。
剥老（bó lao）：葱花苞。
胎韭（tái jiū）：头茬儿收割的韭

菜。
韭薹（jiū tàir）：韭菜的花茎。
韮花（jiū huá）：韭菜花。
花骨嘟（huá gú du）：花的蓓蕾，

花骨朵儿。
辣子（là zi）：辣椒。
大辣子（dǎ là zi）：青椒。
海菜（hāi cai）：海带。
蒜菜（suǎn cài）：蒜薹儿。
萝贝（luò bei）：萝卜。
贝菜（bèi cai）：白菜。也说“黄菜

huàng cai”。
洋姜（yàng jiáng）：菊芋。
藕瓜儿（ōu guár）：藕的块茎较粗

的一段。
藕棒（ōu bǎng）：藕的块茎较细的

一段。
藕节儿（ōu jiér）：藕的两段块茎相

连接的部位，有根须，可入药。
荸细（bì xi）：荸荠。冠县也有说

“dī xu”。
白朗树（bài lang shǔ）：毛白杨。
杨巴狗儿（yàng bá gōur）：杨树

花苞。也说“白朗巴狗儿 bài lang bá
gōur”。

榆钱儿（yù qianr）：榆树结的籽。
绒花树（ròng huá shu）：合欢树。
洋槐树（yàng huài shu）：刺槐。
槐花（huài huá）：洋槐树的花。
槐子（huài zi）：国槐的花苞，一种

很重要的药材。
槐莲豆（huài liàn dǒu）：国槐结

的豆荚。
椿呱嗒儿（chún guá dar）：椿树

结的扁形果实。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方言故事

临清 孙利

临清有条月河，河上有座雪花桥，桥头住
着一位小脚女人叫阿娇……

月河是怎样的一条河？雪花桥同样让人
浮想联翩，姑娘阿娇又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呢？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早晨，我怀着诗意追
寻而来。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兵部尚书于
谦的建议下，由巡抚洪瑛修筑了临清砖城，并
在砖城的四周挖掘了宽大的护城河。但是护
城河的水从哪儿来呢？毋庸置疑，应该来自
城畔的大运河，可是它们又是怎样贯通的
呢？这就不得不提起了这条月河。

这条月河开凿于明宣宗时期，《临清州
志》有记载：“明末，总镇刘泽清凿湟引灌汶
水，复为建桥。”这里所说的就是开凿水坑，将
运河里的水引到护城河里。这个水坑最终被
挖成了月亮形状，因此被命名为“月河”。它
连接着运河与护城河，就像一个小型水库，调
节着两条河流的水位。同时它又是一位红
娘，不断地撮合着两岸男女，相遇良人、两心
相悦。阿娇就是被这条河牵引着，遇到了她
的命中人。

阿娇长得漂亮，是一个聪慧的女人，从小
喜欢花儿，尤其喜欢梅花。她期盼着这一生
与花儿为友、为伴，好在她懂得等待，愿意忍
耐岁月无情的打磨与侵蚀。终于在她十八岁
那年遇到了他，一个少年，一个风度翩翩的少
年，同时也是一个商人，一个专为皇宫买办鲜
花的商人。

明清时期的临清，依托京杭运河，运输业
相当发达，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
腋”。临清也曾是北方三大商埠之一，“南有
苏杭，北有临张”中的“临”就是临清。据《明
清史料甲编》记载，当时的临清绅士商民近百
万，经济相当发达。

一天，也是这样的天气，一位少年来到临
清，来到月河。他被月河的魅力所吸引，徘徊
于两岸，最终踏过河坝，来到阿娇的门前。

这样的少年，还是第一次遇见，于是，她
来不及整理衣衫，急忙躲进半开的院门，慌乱
中竟然将自己的梅花钗遗落在了门前。

细雨打湿了少年白色衣襟，犹如院中盛
开的白梅，柔美中不失一身坚硬的骨。

这样的天气，云雾氲氤，令她眼前突然变
得朦胧、迷离，像一场幻境。从此以后这位俊
秀的少年就藏进了她的心中，“与君初相识，

犹如故人归”。
少年弯腰捡起梅花钗飘然而去，此后十

多天没有再来。这十天犹如十年，长日无尽，
她该怎么度过呢？她恨自己为什么不如一棵
小草，静静地来，静静地去，偏偏生就了一颗
玲珑的心。

少年不是薄情之人，原来那日一别，少年
寻访了各地，收集了百余种梅花，然后擅自做
主植满了阿娇整个庭院。自此以后两人俨然
一对神仙眷侣，日日夜夜沉浸在甜蜜之中。
其实各种花香，最终莫不是一道爱情的甜味。

或许遇到了爱情，一切都在疯长，因此梅
花年年开得热烈。院落以及月河、河坝附近
常常被他们撒满了梅花，像雪花一样。

当夜，夜凉如水，星河璀璨，在他的目光
流转中，阿娇似乎看到了自己一生一世的眷
恋年华，哪怕少年明天即将离去。

孤独长夜，唯有思念相伴，原本一个人，
只因他的闯入，一切便没了退路。

阿娇痴痴等待，如果不是遇到他，她不会
钟情于每一场雨。

时光流逝，转眼十年过去了，少年一去无
音讯，寂寞将孤独刻画得更深，“柔肠一寸愁
千缕”。

阿娇一直等，有人告诉她，少年刚刚离
开的那一年，船就出了事故，人死了，她不
信；又有人告诉她，少年得了皇帝的赏赐，升
了官不回来了，她也不信；又有人告诉她，少
年马上就要来迎娶她了，她更不信。
她不信，她依然等，她依然每个雨后
都用梅花铺满河坝，直到有一年，
雨后路滑，阿娇掉入了月河。

后来，月河附近的居民
为了纪念痴情的阿娇，重修
了河坝，并命名为“雪花
桥”。

这个凄婉动人的故
事顺着河水流传了百
年，也逐渐被人遗忘。

1945年临清解放，
护城河失去了作用，被
夷为平地。月河南北
走向也大大影响了城
市发展，逐渐被填埋变
小，最后变成了蝎子模
样。所以，老百姓便将

“ 月 河 ”改 称 为“ 蝎 子
坑”，再后来蝎子坑也被
填埋，盖起了高楼。自此
以后，这段美丽的故事被
彻底掩埋。

这
里
有
条
月
河

本报记者 孙克锋

“邓九公，这是一个人名，也是茌平
区乐平铺镇辖区内的一个村名。有许多
行侠仗义的传奇故事，在当地流传了数
百年。”1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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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初期，江苏淮安府桃源县有个
人叫邓振彪，字虎臣，家境还不错，年少
时想通过科举博取功名却并不如意，县
里童试都没上榜。不久，他的父亲去世，
缺少了管教的邓振彪彻底放飞了自我。

他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
整天在一起使枪弄棒，甚至吃喝嫖赌。
惹了几次祸事之后，邓振彪在长辈的教
诲下决心改掉不良喜好，安心习武，在武
科场上拼搏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几年后，当地考武秀才时，他技压全
场，但默写《孙武兵书》时出了差错。有
掮客找到他说，如果给主考官送些银两
便可保他考个武秀才。邓振彪说：“中与
不中，各由天命，不走小道儿！”不出意
外，他再次落第。一气之下，他弃家出走
山东，择茌平栽种有28棵红柳树之地安
家。

最初，邓振彪与几个镖行的朋友合
伙走镖。几年后自立字号，单身出马走
镖。邓振彪为人诚笃而刚毅，侠气颇重，
加之武艺超群，很快在江湖中出了名，被
尊称为邓九公。南北巨商闻其名，争相
以重金来聘邓九公为其保镖。

邓九公走镖六十余年，足迹遍布天
下，不曾失一事伤一人，威望如日中天。
八十六岁这一年，邓九公正式隐退，客商
们纷纷远路差人送彩礼来，为其庆功，并
赠一匾，上书“名镇江湖”四个大字。

邓九公见众人抬爱，非常高兴，于是
在庄园的练功场内搭了座戏台，从府城
里请了一个戏班子，其与远来的客人、本
地城里关外的贤达以及左右乡邻庆贺了
三天，比过年都热闹。

到了第三天，气氛达到了高潮。邓
九公满面红光，兴致颇高，挨桌接受敬
酒。正喝在兴头上，一群人闯了进来，为
首的是忙牛山首领周三。此人本是江洋
大盗，这次来是寻衅滋事的。

原来，前些年邓九公的同行镖师金
振声保镖行到忙牛山时，被周三掠去货
物，恰逢邓九公赶到，一鞭将周三打下马
来，夺回原物。那周三怀恨在心，伺机报

仇。前几天，他听说邓九公隐退，并唱戏
三天，认准是个机会，要报那一鞭之仇，
当众羞辱邓九公。

周三自恃年轻力壮，武艺精到，根本
不把八十六岁的邓九公放在眼里。他当
众向邓九公借一万八千两银子，以补还
忙牛山的那桩买卖，倘若不肯，便让邓九
公擦胭脂抹粉戴花，学女人样在台上走
一遭，方可罢休。

邓九公英雄一世，岂可受这份气，当
下甩了衣裳，拿起那把保镖的虎尾竹节
钢鞭，与周三战在一处。只见两条钢鞭
上下翻飞，来来回回，斗得难分难解。众
人也不看戏了，站成一圈观看这场恶
战。

最终，邓九公再次降服周三，赢得现
场一片喝彩之声，他个人的声望也达到
人生顶点。后来他所居住的村子也被称
为邓九公村，传承至今。

邓九公其人其村 有传说亘古亘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