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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荣成磕花饽饽

□董宝琳

解放初，济南只有少数外国
旧车，什么“金刚”、“道吉”、“雪佛
莱”之类。车头凸起，济南人叫它

“长鼻子”，只有一个门，车厢内有
一排 U 形木椅，乘客上车后一个
紧挨一个坐下，最多时能载 20 余
人。大约在 1958 年前后吧，济南进
了松花江牌国产公交车，平头平
脑，像是一辆正儿八经的公交车
了，也有了前后门，车厢内能载乘
客 40 名，又进了东欧布达佩斯牌
车数辆，载客 60 余名。当时车少客
多，争先恐后挤车的情景如在眼
前。1963 年 3 月 5 日，毛主席发出

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社会
风气变得文明了，排队上车，为老
人让座儿悄然出现。那时我还是
个小伙子，很自然地加入了让座
儿的行列，实现了学雷锋“零的突
破”。

雷锋同志离开我们五十年
了，如今，我早已成为年轻人让座
儿的目标。这也算是人生一个轮
回吧。

毕竟时代不同了，学雷锋，
做好事，亦非简单的重复，而是
不断增添新内容。两年前 K100

路驾驶员马宏为方便乘客雨天
乘车，在车厢内自备便民雨伞
袋；各路车的司机挺身而出处理

突发事件，抢救急病患者的好人
好事难以细表，乘坐济南公交，
你只要留心观察，总能发现新的
变化。还是说说我亲身经历的事
吧。

2005 年的初夏，一次乘 76 路
车，时近中午，正是下班的高峰，
车上颇有些拥挤。快要到站的时
候，有人起身往外挤，一位身穿
湖蓝色衣服的女子看样子已经
站了很久了，好容易她身边的人
下了车，她松了口气刚刚坐下，
还没歇口气儿呢，抬头看见了
我，她反应很快，立马站起来笑
着说：“大爷您快坐，刚才没看见
您。”话里明显带着歉意。她见我

不肯坐，又说：“您坐吧，我马上
就到了。”我坐是坐了，可又感到
不好意思，因为这位女士虽然还
算年轻，可并不壮实，随着汽车
的晃动，她在人群里站不稳，有
时还哎呀一声，这使我心里很不
安。汽车一站一站过去，她并没
有下车的意思。我真有点“如坐
针毡”的感觉了。这位女士为了
让我坐着，竟不惜哄我说马上到
站了。

无独有偶，去年夏天一天中
午，我从大观园乘 35 路南行，目
的地是终点站。一位年轻妇女为
我让座儿。由于车上人多，我不
可能发现她有什么异常。半个多

小时到达终点站，我见那位让座
的妇女一瘸一拐地下了车，原来
她的腿有点跛！这就有点不平常
了——— 自己脚不给力，为了方便
他人，宁愿艰难地站一路！这不
是学雷锋只管付出不求回报的
那股子“傻劲”吗？我一下子蒙
了，傻乎乎地站在那里，竟忘了
说一句感谢的话！

其实，在济南公交车上，文
明与关爱比比皆是，雷锋的身影
充满其间，有多少是用语言能表
达的呢！现在有句话叫做学雷锋
常态化，放在济南公交车上真是
再恰当不过了。

公交车上学雷锋的轮回

□王志华

胶东人特别是荣成人，逢年
过节及喜庆之日，如春节、二月
二、七月七、祝寿、婚庆、生子、升
迁等，家家都要做些好吃中看的
磕花饽饽，以示喜庆。荣成磕花
饽饽历史悠久，是祭祖供神和亲
友之间礼尚往来的主要食品，也
是胶东面食文化的一道亮丽的
风景。

荣成花饽饽除了手工捏制
外，还借助各式各样的磕子，使
用磕子制作，简单省事，花样繁
多，美观生动。

磕子又叫面磕子、饽饽磕
子、花模、花磕子，是一种把木
板镂空后雕刻而成的模具，在
农村几乎家家必备。磕子从外
观上看就是一块小木板，中心
镂空，在里面雕刻出花、鸟、虫、

鱼等各种图案，似乎是非常简
单。可是其制作工艺却相当复
杂。首先是选材，因为经常用来
磕印，所以木材要结实，一般是
用梨木和苹果木料雕刻出来的。
其次木匠在刻制模具时，为了固
定方便，往往在一块大木板上刻
制多个动物或植物图案，这样既
可以充分利用材料，又可以很好
地固定木板。据民俗专家考证：

“荣成早期民间的磕子，是工匠
用泥土雕后通过民窑烧出来的，
是黑灰色土陶制品。”现在看这
些民间用的“磕子”，除实用之外
还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极有特色
的收藏品。

做磕花饽饽，和面要用乡
下正宗的引子粑粑，再好的酵
母也不如它。面粉里加入适量
的水、鸡蛋、白糖搅拌均匀，放
到暖烘烘的炕头上，几个小时

面就开了。接着开始揉面，朝着
一个方向用力地揉，揉得越用
力，时间越长，蒸出来的饽饽就
越白越蓬松，直到那面坯光滑
如妙龄女子的肌肤。然后把面
揉成长条，切成拳头大的一块
块，叫“剂子”。把剂子揉一揉，
揉出一块光滑平整的面团。然
后把面团塞进磕子中，小巧精
致的花纹就印在面团上了，咔
一下，花饽饽就落地了。

磕子每磕制一种花饽饽，
都含有一定的寓意，因此要根
据不同的节日，选择不同题材
的磕子，磕制不同的花饽饽。如
春节磕制面鱼，寓意年年有余，
吉庆有余；结婚时磕制“莲子
花”，荷花莲蓬的造型，寓意好
事连连，多子多孙；过生日磕制
寿桃，寓意长寿幸福。最具有艺
术性的花饽饽，是荣成人磕些

鱼、虾、蟹、贝、花卉或鸡、燕等
动、植物面塑，放在饽饽上，形象
逼真，近似于浮雕艺术，造型美
观，使人乐于观赏，不忍心吃掉。

磕出来的花饽饽不能急于
下锅，要放在热炕头上“饧”一
会儿，就是让饽饽更加蓬松。饧
饽饽要有分寸，饧不开，饽饽就
死贴贴的，饧大了就变形了。这
时候，锅里要添上合适的水提
前烧热，才能把饽饽放进去，温
度相差不大，面才能不死贴。饽
饽放到箅笼上时，每个下面都
铺一片干玉米叶，防止粘锅。入
锅后，先用大火攻，使高温蒸汽
能很快把花饽饽包围起来，蒸
出来的花饽饽又松又暄，然后
用小火蒸。等到掀锅的时候，一
定要注意一个细节，那就是把
门窗都关好，否则，冷热空气相
遇，花饽饽表面都会塌陷一个

个小坑，像一张张麻子脸，荣成
人称为“鬼抓了”。

锅盖一掀，满锅热气腾腾，
花饽饽在锅里蒸裂了口，才算
是上品，意思是饽饽笑了，预示
着笑口常开、吉祥如意。出锅后
的饽饽，还要“化一点妆”，土话
叫做点“饽饽点”。“饽饽点”是
用可食用色素制造的，纯正的
玫瑰红色。用筷子蘸着“饽饽
点”，给每个花饽饽点上一个圆
点，花饽饽马上活灵活现地神
气起来，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喜
庆劲儿，特别招人喜欢。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每逢
节假日，荣成人在旅游景点和
广场上，把漂亮的磕花饽饽变
成商品展销，吸引着国内外游
客，外国人感兴趣，买上几个带
回家，从此荣成磕花饽饽走向
了世界。

我在公交车上实现了学雷锋“零的突破”——— 让座儿。如
今，我早已成为年轻人让座儿的目标。这也算是人生一个轮回
吧。

荣成磕花饽饽历史悠久，是祭祖供神和亲友之间礼尚
往来的主要食品，也是胶东面食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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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洲

六十多年前，鲁西北农村
也和全国的广大农村一样，基
本上是缺医少药。得了病得不
到及时诊治，于是传统的民间
疗法就成了病人的治病法宝。
常用的有如下几种：

撒帖子：那时人们吃的都
是粗茶淡饭，遇上歉收年景只
好是糠菜半年粮了。身体羸弱
营养不良者大有人在。最遭殃
的就是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
婴幼儿了。他(她)们当中，有不
少人患有程度不同的营养不
良。其中佝偻病患儿更是不乏
其人。佝偻病的症状之一就是
烦躁易怒，所以这样的患儿经
常地哭闹，特别是到了夜间更
是哭闹不止，搅得大人一筹莫
展爱莫能助，只好采用当时流

行的方法——— 撒帖子。用一张
长方形手掌大小的红纸片在上
面写上：“天皇皇，地黄黄，我家
有个夜哭郎。行路的君子念三
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把它贴
在路口的墙上和路边的树上，
希望在此过路的人
能念上几遍以给孩
子消灾。

这种做法仅是
给大人一个精神上
的安慰，对于治疗孩
子的病，当然没有任何帮助。

挑羊毛疹：那时的农民只
是整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在田
地里劳动。他们夏天都是赤膊
在地里干活，背部的皮肤经过
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变得黑
厚粗糙，又不具备经常洗澡的
条件，背部的毛囊和皮脂腺因
分泌不畅而致阻塞，这样就会

在背部形成大小不等的丘疹状
小疙瘩，当然就会有这样那样
的痒疼不适。大家都以讹传讹
地说是患了“羊毛疹”，得把里
面的“羊毛”挑出来才能好。于
是会挑羊毛疹的人就可大行其

道了。他让患者趴下，在
患者的背上寻找几个较
明显的小疙瘩，用缝针刺
入其内，反复地向外挑
拨。人们都认为只有伴有
啪啪作响的挑拨，才是最

有效的挑拨。有时还真的能挑
出“羊毛”，其实挑出的就是皮
下组织的纤维。疙瘩被挑开了，
压力减轻了，痒疼不适可能会
暂时好一点。

挑挑：就是用缝针刺。那时
每个村中都有几个会行这种技
能的中老年妇女。人们感到头
部胀痛、头晕等不适，或是感到

上腹部不适，就用挑挑来治疗。
如果是头部不适就用缝针在额
部的多处和两侧的太阳穴处反
复地刺。在刺过的地方用手反
复地挤 压 ，不 断 地 把血 挤 出
来，手持一块旧棉絮把血擦掉
了事。如果是上腹部不适，就
要患者把舌头伸出抬高，用针
刺舌下面的血管，使之出血。
这种方法其实就是移痛疗法
和心理安慰。特别不能容忍的
是，这种方法也用在婴幼儿身
上。孩子有这样那样的疾病，
认为应该用挑挑来治疗时，就
把孩子的头固定住，用缝针在
孩子的上唇和下唇周围的皮
肤上密集反复地刺，孩子的痛
苦之状不言而喻。孩子大哭一
场，病是不会好的，倒是在孩
子的口唇周围留下密密麻麻的
针孔痕。

泄淤：那时有的中年男性
感到下肢不适，或是胀痛或是
麻木，往往好采取泄淤的办法
来治疗。掌握这种技能的人为
中老年男性。让患者面对墙，双
手扶墙站着，下肢用力向后绷
紧，尽量呈弓形。这时术者手持
三棱针在自己的头皮上摩擦几
下，然后选准小腿后面皮肤上
的最明显的血管(静脉)，用三棱
针迅速地刺去。当针拔出后，即
有一股细细的血流从针孔中喷
涌而出。喷涌得越急说明针刺
的技术越高，认为治疗效果也
会越好。

以上这几种方法很难说是
科学的，即便当时有效，后期也
无法根治。不过在当时医疗条
件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没有更
好的办法，只能给人们以精神
上的安慰，画饼充饥而已。

这几种方法很难说是科学的，即便当时有效，后期也
无法根治。

昔日几种民间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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