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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澄波湖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要包括“我拍我秀”、“济阳
地理”、“济阳文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有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
地理”主要介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
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qlwbjrjy@163 .com QQ群：229717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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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寻访访““迷迷魂魂斜斜庄庄””
文/思语

最近越来越留恋逝去的岁
月，往昔的点点滴滴像春雨丝
丝缕缕，被记忆穿成串落入心
田，抑或像银色的碎片，在脑海
中闪闪烁烁，若隐若现，拨动心
的琴弦。

关于童年，像那遥远的星
星，总能勾起人的遐想，我的童
年生活不富裕，却充满童真童
趣，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比
起现在孩子的童年，那时候的
玩耍空间更大，视野更宽广，可
以说更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
康。关于母亲，随着我的渐渐长
大，也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依
稀记住的也是与童年有关的母
亲的点点滴滴。

春风乍起，几天来脑海中
总是浮现出童年时折柳条吹柳
笛的情景，那时没有什么好玩
的东西，一到春天，柳芽开始打
苞，柳条像是在水中浸泡了似
的，又绿又软，大街小巷便响起
了孩子们吹柳笛的声音。生性
胆小的我总是缠着母亲给我们
做柳笛，先折来柳条，折的时候
找那些光滑的、芽苞小而少的
地方折，然后用手一圈圈拧，柳
条很好拧，一使劲感觉“咯噔”
一下，柳条皮便和柳骨分离开
来，然后一手握着柳条皮，一手
拽着柳骨，白嫩爽滑的柳骨被
拽了出来，放在嘴里抿一下，甜
丝丝的。把圆筒状的柳条皮的
两头半厘米处用手指甲刮去外
面的老皮，只留里面黄绿的嫩
皮即可吹了，母亲会给我们做
很多，细又长的、细又短的、粗
又长的、粗又短的，我们便会跑
到大街上，比一比看谁吹得好
听而且声音大，你用细的我用
粗的，或者同时把好几根放在
嘴上吹，抑扬顿挫，此起彼伏，
细的吹出的声音尖而高，像女
高音，粗而长的发出的声音沉
闷而有力，那阵势好像为迎接
春天的到来而开的音乐会。唉！
现在再也听不到那么好听的

“交响乐”了。
在童年的记忆中，母亲是

一位干净利落心灵手巧的农村
妇女，我们姐弟四个，人多农活
就多，可母亲总能让我们穿得
干干净净，合身合体，常听到别
人夸母亲手巧、勤快。记得我有
一次睡了一觉，睁开眼看见母
亲还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为我们
缝衣服，迷迷糊糊中听到鸡叫
的声音。

在最近和母亲的一次聊天
中得知，那时母亲总是安顿好
我们睡下后，把我们的衣服洗
干净，放在炉子跟前烘干，把尿
湿的弄脏的棉裤棉袄拆开，洗
干净，烘干，还要连夜缝制起
来，孩子多没有多余的衣服，只
能熬夜赶出来，好第二天让我
们穿上干净整齐的衣服。当时
穿的都是纳的鞋底儿的棉布
鞋，那也是母亲挑着煤油灯一
针一线纳的，母亲说当时没有
缝纫机，又看不惯我们穿得邋
遢。

母亲总是说拉扯孩子操心
操到老，我不以为然，心想等我
们结了婚不就没事了，然而在
我感情受到伤害的时候，是母
亲温暖着我。永远忘不了只因
我的一个带着哭腔的电话，寒
冷的半夜您心急如焚地连夜赶
来身边陪我。现在老了，还要给
弟弟看孩子，有时还要打工挣
钱，说是替弟弟分担一下生活
压力。儿女幸福您就幸福，儿女
痛苦您的目光中也就只有忧郁
和担心。母亲，儿女是您的每一
根神经，牵动着您的喜怒哀乐。

济阳地理

在济阳县城东三里有个村落叫朝阳村，这里既没名胜古

迹，也没有奇石山峦，更没有金银宝藏，然而，被人们舌尖儿摇来

晃去的，而且远远近近的游客不时前往观光，就连央视亦大张旗

鼓地将其推向世界，这是咋回事儿？请你听我慢慢道来。

童年 柳笛 母亲

澄波湖畔

抹不去的绰号

文/片 冉庆亮

话说大约在1400年前，或许
是遭遇战乱，抑或是灾荒，一帮
董姓人由河北枣强风尘仆仆一
路走来，在紧靠黄河大堤的西河
畔安家落户了。

可是，不知是一时疏忽，还
是才华顺意，他们建造的房屋呈
西北、东南走向，因为黄河大堤
顺西南、东北而下，所以其房屋
斜向了东北。

后来呢，一些同姓和温姓人
移民先后迁来居住，房屋沿袭依
势而建，却也“打线”不那么准
确，整个村庄看起来就怪怪的、
斜斜的了。房屋斜，道路、大田也
跟着斜。邻村人也不笨，就把这
个细节拴在了心上，相互传着

“这庄斜啊”，时间一长，“斜庄”
就攀缘旗杆吹喇叭——— 名(鸣)
声在外了。

而董、温姓两大家族也是体
面人，心里虽承认庄斜，可因为

“斜”不好听不吉利，就起名“五杨
庄”。据说在明朝初年，村西北角
有五棵大杨树，如果把树干掏空，
里面能搁一张八仙桌儿，几人围
一起打扑克。以后，五棵杨树无火
自焚，人们就根据房屋斜，一天内
四面朝阳，取名为“朝阳村”。

这些史料均属传说且说法
不一，仍是一个难解的谜团，但
村名无论怎么改，“斜庄”这个绰
号却一直铭刻在世人心上，始终
抹不去。

解不开的魂谜
“斜庄”的“斜”让不少人中

了“邪”，迷魂中也发生了许多令
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一些本村的妇女还常常掉
向。七十岁的张大娘嫁来本村40
多年了，家里的锅灶在东屋，可
她硬是去了南屋，常常自言自语
说这是咋了？可第二天还是那
样。一位郭姓媳妇儿更有意思，
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找她丈夫，
她丈夫在北坡干活呢，她却去了
西坡。因怕再掉向，她只好踽踽
回家了。

外村、外地人进了村就更像
步入了迷魂阵。河东里一个卖西
瓜的中年汉子跟媳妇儿一起进
了村，高高兴兴地为人挑瓜过

秤，收了一大把钱。买瓜人走了，
夫妻俩转脸回头间就不知东南
西北了，转悠了半天才被人带着
出了村。

1977年，驻他们村的维修黄
河大坝指挥部有天晚上放电影，
邻庄儿的好多人都赶来看。电影
晚上11点就散了，到了次日凌晨
两三点了还有不少人在村里转
悠，后来没有办法，砸开村人门，
由他们带路才离开。

尤其让“斜庄”人捧腹而解
恨的是，1946年，住在县城里的
国民党一○六团一帮“烂团兵”
进村抢东西，因为村人都躲了，
他们“迷糊”到第二天早上，才逼
一位看家的老人指路出了村。

依“斜”惠民
近些年来，村“两委”务实开

拓，夯实基础，实现电、路、水、通
信、有线电视“五通”，积极带领
村民奔小康，使全村各方面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村支书董
悦凯乐呵呵地说，人逢盛世群思
圆梦，老百姓的日子好了，可也
萌发了不少好事好奇，前几年隔
三差五有本地的三三两两的游
客来观光，有啥好看呢？只是茂
密的白杨围了村庄，桃红柳绿装
扮了春天，玉米的馨香夹杂着枝
头硕果飘溢的芬芳陶醉着秋日，
已被硬化了的宽阔清洁的村街
热闹起来。央视、山东卫视还来
拍过专题片！谁料这几年游客有
增无减，有广东的、济南的、太原

的，有一天竟然来了100多人呢！
又是采访又是拍照的，弄得村人
不好意思。

自豪惋惜自责，复杂的情绪
在董悦凯书记脸上游移着，他幽
幽地说，可不能寒了游客的心，
怠慢了村人的福啊！

他又说，现在我们村正擎
“斜”旗努力打造成黄河旅游景
区景点，积极整合改造土地，高
地植果，洼地养鱼，平地栽培无
公害蔬菜，家庭发展“农家乐”项
目，力争在有说头的基础上，发
展到有看头，有玩头，有花头，有
住头，有想头，有回头，让游客乐
颠儿颠儿玩得满意，让村民笑盈
盈开心数钱！

离不开的“斜光”
说起“斜光”，村里人总会灿

烂地笑着，绘声绘色说起那个难
忘的故事。那是1937年金风献礼
果满枝头的季节，有一天住在这
里的八路军要召开会议，这一消
息不知怎么让盘踞在县城的日
本小鬼子知道了，就在县城东门
城墙架起大炮轰炸“斜庄”，他们
不谙地形，只盯着地图发炮，因
为“斜”出了地图，结果，所有的
炮弹都落到黄河里去了，使“斜
庄”躲过了厄运。大家都说这是
沾了庄斜的光。

“斜庄”这样建房每个房间
都能透进阳光。早上刚出太阳的
时候，西屋就能照进阳光了，临
近中阳光正好照进北屋，下午两

点左右阳光照到东屋，而到了傍
晚太阳快西落的时候又能直射
南屋，一天里每个房间都可以享
受阳光。

相对而言，正南正北的房屋
就没有这种特别温暖的待遇了。
有段时间他们实行统一规划，有
28户居民盖了新房，不仅高大气
派而且方位周正，可他们觉得享
受不到那么多阳光，住起来也特
别扭。原来看习惯了，现在看来
出门的路都是斜的，看见别人家
的房子排连排，整整齐齐的，反
而感觉自家的房屋是斜斜的了，
心里憋闷得很。后来村里决定取
消规划，房子的建造还是延续老
式“斜”建。

▲朝阳村街景。 朝阳村紧靠黄河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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