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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农谚民俗

白露到
栗子咧嘴笑

□马洪利

“白露忙碌碌，板栗香酥
酥”。我的家乡位于济南市南部
山区的最南边，地处泰山西北脚
下，是长清的“板栗之乡”，拥有
以“黑又亮”为主的“泰山明栗
子”过万亩。在满山遍野的栗子
树林里，有两搂粗过百年的老栗
子树，也有几十年树龄的中年板
栗树，还有新发展起来的、十年
左右的新资源栗子园。

板栗又叫栗子，是一种补养
治病的保健品。中医学认为，栗
子性味甘温，有养胃健脾、补肾
壮腰、强筋活血、止血消肿等功
效，尤其是对肾虚有良好的疗
效，故又称为“养肾之果”。栗子
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包括糖
类、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
无机盐。栗子对高血压、冠心病、
动脉粥样硬化等具有较好的防
治作用。老年人常食栗子，对抗
老防衰、延年益寿大有好处。同
时，常吃对日久难愈的小儿口舌
生疮和成人口腔溃疡有益。家乡
的板栗因其独有的风味和口味
而远销海内外，成了山里人发家
致富，用栗子换票子的主要经济
来源。

板栗的吃法和做法很多，
色、香、味、营养俱佳的“糖炒栗
子”和“鸡刨栗子”是市面上的名

吃。通常的做法和吃法还有“干
炒板栗”、“鲜煮栗子”、“栗子窝
窝头”、“板栗鸡菇汤”、“香酥栗
子饼”、“栗子糕”、“栗子煎饼”等
等。板栗有早熟、中熟、晚熟三个
系列，尤以早熟的“黑又亮”品种
最好，这种板栗果的外皮黑中发
亮，有“原生态老品种”的踪迹，
煮熟之后其色堪比刚刚煮熟的
柴鸡蛋黄，金色艳丽，香气逼人，
让人有垂涎欲滴的感觉。然而，
却是栗子好吃“刺”难防，特别是
在采摘板栗的时候，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会被满身是刺的“刺猬
(栗蓬)”给扎伤。特别是用长竿
子敲打高大栗子树的时候最不
容易，必须戴上草帽、安全帽或
头盔，以防被高处落下来的“栗
蓬”刺伤了眼睛。

白露一到，北方的气温开始
转凉，由于温度降低，水汽在地
面或近地物体上凝结而成的水
珠。草木上出现露水。这是天气
从暑热转向寒秋的一个分界。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之中的第
十五个节气。白露节气温开始下
降，天气转凉，早晨草木上有了露
水。挂满杂草的串串露珠，光彩夺
目，晶莹欲滴，恰如串串迷人的珍
珠。每年公历的9月7日前后是白
露节气。我国古代将白露节分为
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
三候群鸟养羞。”说此节气正是鸿

雁与燕子等候鸟南飞避寒，百鸟
开始贮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可
见白露节气实际上是天气转凉的
象征。白露的含义，《孝经纬》解释
说：“言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
其节候是“凉风至，白露降，寒蝉
鸣。”这时炎热的秋老虎已经过
去，天气开始寒冷起来，一般不会
再有酷暑天气了。民谚说：“白露
秋分夜，一夜冷一夜”。这时不宜
再赤膊赤脚、短裙短裤地贪图凉
快，更不能再袒胸露乳、现肩裸背
地充当膀爷了，开始穿长衣长裤
了，故有“白露白露，身藏不露”之
说。

自古以来，关于白露的谚语
就很多，而且非常有意思。当然，
有关“白露谚语”的含义是多方面
的。有专门形容“露水情形”的，比
如：“白露白露，露珠遍路”、“白露
湿漉漉，草上挂露珠，树上滴水
珠”等。因为白露节气期间，秋意
渐浓，天气日渐凉爽，气温日较差
加大，早晚凉，中午热。所以，也有
特地说明“气温变化”的谚语，比
如：“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

“过了白露节，早寒夜冷中时热”、
“白露在中秋，早晚凉飕飕”、“白
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露白
茫茫，寒露添衣裳”、“白露身不
露，着凉易泻肚”、“喝了白露水，
蚊子闭了嘴”等等。

还有一些表述农作物收种

和生长状况的，例如：“白露高粱
秋分豆”、“谷到白露死”、“处暑
高粱白露谷”、“不到白露不种
蒜”、“白露早，寒露迟，春分的麦
子正适宜”、“白露割谷子，霜降
摘柿子”、“白露谷，寒露豆，花生
收在秋分后”、“白露田间和稀
泥，红薯一天长一皮”等等。

另外，更有许多描述天气变
化的气象谚语，比如：“草上露水
凝，天气一定晴”、“草上露水大，
当日准不下”、“露水见晴天”、

“夜晚露水狂，来日毒太阳”、“干
雾露阴，湿雾露晴”、“露水见晴
天”、“旱天无露水”、“风大夜无
露”、“处暑难逢十日阴，白露难
逢十日晴”等等。

白露之后昼夜温差加大，如
果这时候贪食寒凉，易使脾胃机
能失常。加之立秋后，人的脾胃
功能尚未从夏季的虚冷状态转
变过来。此时若贪食生冷、瓜果，
则会使脾胃受损而发生腹痛腹
泻。防治脾胃受寒，最为重要的
就是腹部的保暖了。白露季节有
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穿过
于暴露的衣服，露背装、露脐装
都已不合时宜了。特别是老年
人，应随外界气温冷暖及时增减
衣服，衣服宜选轻柔、松软、保暖
性强的材料。还要注意夜晚保
暖，不盖被子或被子过薄，也会
引起腹泻。

故乡的

剃头匠

□师承瑞

在我童年斑驳的记忆里，对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故乡的剃头
匠印象深刻。剃头匠有一副扁担
挑子，扁担的前头是一把凳子，上
面放着剃头工具(有剃头刀子、剪
子、梳子、磨石和荡刀布等，用一
块方布包着)，扁担的后头是一只
炉子，上面放着一个铁洗脸盆，盆
沿上搭块手巾。在我们那儿称做

“剃头挑子”，有个民间谚语叫做
“剃头挑子——— 一头热”，就是这
么来的。

剃头匠一般是春夏秋三个季
节出来，冬天太冷不好在街上摆
摊，如果剃头就把剃头匠请到自家
去。剃头匠每到一个村，就在村子
里来回转悠两圈，边转悠边吆喝：

“剃头啦，有剃头的么……”，只要
有剃头的他就停下来，选个合适的
地方支上摊子就开始干活了。

村里来剃头的人大都是中老
年人，因为他们都剃光头，好剃。
剃头匠让来剃头的人先从自家或
附近农户中端盆水来，有热水更
好，倒在他的铁盆内烧上(烧炉子
用的是木炭或焦炭)。然后让来剃
头的人坐在凳子上等着，等水烧
热后先烫头，要烫透，这样剃起来
不疼，也好剃。头烫好后，剃头匠
挽挽袖子，荡荡刀子，开始剃头。
要从前头往后剃，也就是逆着头
发长的方向剃，把头皮上刮得干
干净净，锃光瓦亮，然后再刮胡子
和刮脸。村里人的头都很难剃，原
因是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很穷困，
舍不得花钱剃回头，一拖再拖，等
头发长得实在不剃不行了才去
剃，有的还因为自家或者家族有
大喜事时要剃剃头。头发长得乱，
胡子也是如此，自己懒得刮，有些
人也不会刮(那时候没有电动刮
胡子刀，要刮也是自己用剃头刀
刮)，只好等着剃头时一起刮了，
你想想能好刮吗？所以，剃头是个
技术活，既要剃好又不能剃破，这
个活一般人是干不了的。如果剃
头匠隔的时间较长才来，剃头的
人就多啦，要挨号等候，这也是当
年乡村一景。小青年大都不让剃
头匠剃，因为他们嫌剃头匠剃的
头土气，都是到县城的理发店里
去理个时尚一些的头型。

剃头匠的人缘很好，就是不
剃头老人听到吆喝声也喜欢聚拢
过来聊聊天，剃头匠边剃头边拉
呱，把他知道的各村的事一一说
给大家听，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不
时传出一阵阵笑声。如果剃头匠
很长一段时间不来，村里上了年
纪的人就会到处打听。

我父亲剃头的技艺很高，小时
候我们弟兄几个的头都是由他给
剃，也不知他是跟别人学的还是自
学成才，我从未问过。反正是我们
长到十多岁从未花钱去剃过头。

要说最难剃的头还是孩子的
头，他们看见剃头刀就害怕，哭着
闹着不让剃，这时大人就会将孩
子摁住，或拿块糖哄着让剃头匠
洗头剃头，有的孩子剃多长时间
哭多长时间，你说难剃不难剃啊！
还有更难剃的头就是死人的头。
人死之后，家人要请个剃头匠到
家里来给其剃头，死人筋骨僵硬，
也得先洗后剃，还要剃好，这就需
要家人帮忙，真是个难剃的头啊！
给死人剃头收的钱格外多，对剃
头匠来说也算是一种美差。胆小
的剃头匠干不了这活。

剃头匠虽然已成了历史的记
忆，但我每次回故乡时仿佛还能
听到那熟悉的剃头匠的吆喝声。

□李宗益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博学
多才，是我仰慕的偶像，虽然他
在上世纪多次来济南，曾在趵突
泉公园观泉水、赏碑文，我作为
公园工作人员陪同左右，由于他
为人低调，加之条件所限，趵突
泉没有留下大师的任何只影片
音，给人几多遗憾。

我对季先生其实是很少了
解的，直到 1999 年李清照纪念
堂扩建，当时我负责李清照纪念
堂布展工作，这时才与老人家有
了一些接触。为增加李清照纪念
堂的文化厚重度，我以单位的名
义致函全国各地 60 多位著名书
画家、学者名人，公开征集公益
性书画作品、匾额楹联、李清照
资料文献和研究文章。当时我想
季大师对才女李清照情有独钟，
况且祖籍山东，济南又是他的第
二故乡，由他来撰书李清照楹
联，一则丰富展堂内容，提升李
清照纪念堂艺术水平，二则弥补
无留音影的缺遗。遂贸然给北京
大学季羡林文学研究所发信，请
他为李清照歌赋。信发走一个多
月未见回音，我有点失望，但又

不甘心。济南著名学者徐北文老
先生了解季先生在济南的关系
背景，指点要我联系他在济南博
物馆工作的外甥女、画家弥金冬
帮忙。几经周折，我终于拨通了
季大师家中电话，其秘书李玉茹
女士告诉我季先生收到信后很
高兴，要我写个正式函寄往北
京。不久，我便收到了季大师撰
文题书的“清音万代名泉漱玉，
独步千秋居士易老”的楹联，可
谓精妙绝伦。刻碑立联挂于易安
旧居门前，为李清照纪念
堂增辉不少。但季先生为
人非常谦和，随联寄来的
信中称：“接奉大札，极为
踟蹰，我既非书法家，楹
联更非行长，但既为鲁
人，自以李清照为骄，桑
梓情深，嘉命难却，遂决心献丑。
今将楹联寄上，如以为可用，则
用之，否则投偌字纸篓中可矣。”
字里行间，鲁人品德，大师风范
跃然纸上，深入心中。此后，我对
季先生的学识、人品有了更多的
崇拜仰慕，也有了更多的关注和
期待。

王昭建先生因为特殊的历
史经历和其超强的记忆力，又是

山东省政府参事，省城名人，使
我很早就关注他，以致后来成了
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真正与他
深入接触缘于 2007 年修建布展

“济南五三惨案”纪念馆。那段时
间，他经常为征集“五三”史料出
谋献策，还毫无保留地为“济南
五三惨案”纪念馆提供了“八老
人”给国务院总理李鹏修建济南
五三纪念碑的建议书。

王老先生对民国时期济南
的重大历史事件都亲力亲为，记

忆深刻，甚至精确到月
日。他非常熟悉新中国成
立前的济南，几乎每条街
道、每个商户都知道，很
多别人无法解释的老济
南问题也大都由他释疑
解惑。老人见多识广、博

闻强记，很健谈，有着惊人的记
忆力，被济南文史界称为“老济
南活字典”、“活档案”。昭建老人
身体好，90 多岁耳不聋、眼不花，
被汽车撞得骨折还能自行痊愈。
他一人独居，生活自理，直到去
世前一年跌伤后方才允许家人
照顾。老人非常亲和，人来人往
找他的人很多。每次约定时间到
他大明湖附近的住所，他都来者

不拒，有求必应。2007 年 5 月 3

日，济南市在新落成的“五三惨
案”纪念馆隆重举行纪念济南五
三惨案 79 周年大会时，我具体负
责他与会的一切活动安排。济南
五三纪念馆筹展委员会顾问、著
名书法家、学者欧阳中石及夫人
张茝京先生应邀专程从北京来
济参加大会。会前，王老先生与
中石、茝京先生亲切会面。中石、
茝京先生还带来了在北京 301 医
院住院的季羡林大师相邀王昭
建先生在世 108 岁的约定，提出
两人要“过颐期茶”。欧阳中石精
心书写了两幅“过颐期茶”的书
法作品，一幅留给季羡林大师，
一幅带给了王老先生。昭建老人
把作品视如珍宝，镶嵌在镜框
里，会见亲朋老友时，每每讲解
一番。季大师作古后，昭建老人
也不幸跌伤。我与朋友一起到他
家探望时，老人还雄心勃勃地计
划动笔写季羡林在济南的逸闻
趣事和自己的回忆录。可惜天不
遂愿，不久他也离开了人世。

两位老人虽然未能实现
108 岁愿景，但他们满腹经纶、
相互谦让、乐观豁达的大家风范
则成为世间美谈。

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与山东省政府参事、人称文史活字典的王昭建
先生同庚、同学，交谊甚厚。2007 年，两位同为 97 岁高龄的耄耋老人曾相约活到 108 岁。
但是天不作美，次年季大师 99 岁作古，王老先生也刚满百岁随之驾鹤西去。

■名人往事

两位耄耋老人的约定

“白露到，栗子咧嘴笑”。白露之时，板栗成熟，“栗蓬”(带刺的板栗外

壳，酷似浑身是刺的刺猬)自然裂开，露出果仁，好似正在呲牙咧嘴地欢笑

着。这正是“白露时节板栗香”，说明“开竿”打栗子的收获季节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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