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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深冬午后，记者走进这个安静的古
村。它静卧在一条干涸的小河岸边，阳光
慷慨地洒在村头老树上。村中央的东西
北街不再有满载货物的车马滚滚而行，
不再有锦衣华裳的商贾在此驻足。曾经
繁华若市的街头上，有些败落的豪华老
门楼下，老人在用镐头敲击玉米秸上的
泥土——— 看上去，这里就是山东大地上
最普通不过的一个村落。

不查史籍，一般人不会知道这是一
座有1500年历史的古村，而且曾经是一座
遥远的古县城的侨置地。

这便是章丘市普集镇博平村。1500多
年前南北朝时期，它曾是侨置县——— 博
平县古城所在地。如今，村里人几乎无人
能说明白这段历史。记者走进村委大院
询问这段侨置县的细节，新当选的村委
会干部十分肯定地说：咱们这个博平村
跟那个博平县是两码事，没啥关系，老博
平县在聊城，隔着好几百里呢！

时光倒流回1500年前。
先说说“侨置”。南北朝时代发生了

著名的“五胡乱华”，五胡是指匈奴、鲜
卑、羯、羌、氐，这些北方的少数民族大规
模南下，与汉族政权对峙，此时又称五胡
十六国。为避战乱，晋室皇族南渡长江，
郡县的官员、富户及部分百姓也随之南
逃。为管理大量南下移民，东晋南朝政权
采用“侨置”的方法，设立了众多的侨置
郡和侨置县，安置移民。政府按流民原籍
郡、县的名称设立临时性地方行政机构
进行管理。侨置郡县都取故乡地名，但并
无实土，实为流亡政府。

公元420年，刘裕灭东晋建立南宋，向
北扩展土地，山东省东南大部归属南宋
(南朝的宋)。在江南侨置的山东郡县纷纷
回迁。由于聊城的博平县旧址在黄河另
一侧，尚未归刘裕南宋，因此博平县被侨
置在今天的章丘市普集镇博平村附近。
而真正的古博平县原在聊城，现已经撤
并入茌平县，改名博平镇。

今天，留着这一段历史印记的，仅仅
是博平村东南一座高土台的一小段当时
的城墙或者圩子墙的残迹，一旁立着一
块牌：章丘市第一批文保单位，博平遗
址。遗址的白灰近乎粉化。

这个高台边缘想必是博平古城的圩
子墙之类，里面护卫着从江南千里迢迢
返回山东的古博平流民。故乡聊城博平
县就在黄河以西，但一时间仍属于他国，
只能隔河相望。古博平流民们不得不在

此 地侨置，以博平人自居，继续颠沛流

离的苦难生活。而这些古博平人后来是
否已经流归故土或他乡，或者就在此地
因连绵不断的战火消亡，难以考究。好
在，博平这个名字留下了。

完全不必奇怪如今的博平村人不知
道这段历史，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在700多
年前才迁到这个村子的，他们只是借用
了古博平城这个名字而已。

博平村如今的村址实际是在博平古
城的边上，现在居民以刘姓居多。刘氏先
祖刘汉臣700多年前从河北巨鹿县迁徙到
博平村，其子孙迅速繁衍开来，到现在已
经接近2000口人，传到了第26代。

博平村位于章丘市绣惠镇东南三十
里处。绣惠镇是过去章丘县城驻地，而
如今的章丘县城是明水镇。从明水再向
东，就是有“旱码头”之称的商业重
镇——— 周村。从绣惠向西，就是济南府，
博平村历史上正好位于周村、明水、绣
惠、济南这条黄金商贾路线的中间，而古
代的官道就通过博平村中央的东西北
街。这个交通优势为其迅速繁荣奠定了
地理制高点。

清末到民初，博平村的刘氏后裔将
本家族的辉煌推至顶点，财富聚集的方
式是经商。

由于博平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来
往客商给村民带来的耳濡目染，刘氏家
族产生了靠经商发家的理念。那个时代，
几乎家家都有人经商，在外地开棉花行、
药铺、商行等等。

民国时期,刘氏子孙刘绍庭买卖做得
很大，在全国各地设有商铺。按照山东人
的习惯，他挣了钱就汇往家里，购置了大
片良田，建设了大批豪华房产，并出资修
建了刘氏祠堂。

不仅仅大户，当时外出经商的村民
都如此效仿，将钱款运回家乡置地建房，
为博平村留下了许多堪称豪宅的房舍。
据统计，解放前该村有大门楼的四合院
居然有170多座，堪称富甲一方。而村中央
的东西北街，就是这些豪门大院的集中
地点。

大街的东端是刘氏祠堂，曾是刘氏
家族的精神聚居地，也因此建得富丽堂
皇。如今祠堂正在修缮，因此闭门谢客，
但从一侧的小学楼上可见其威仪。

保存最好的院落是位于李家街一
号、被村民称为“地主大院”的大四合院。
据村民介绍，这座四合院曾经是当年村
里的大户人家刘连权的宅院。这是一座
传统的院落，正北一座两层的楼，由青砖
垒砌，上下两层的门窗均为拱券式，青砖
发券，古朴大方。小楼房顶是青色筒瓦，
正脊由青瓦叠压，两端翘起，均为传统式
样。但又明显有一丝西方建筑的风味，也
许是受到了大城市或者远方客商带来的
现代建筑风格的熏陶？

院内东、西两侧的建筑也是两层，与
正屋相互搭配，十分协调。整个院落布局
别致，很有意思的是其楼顶从南向北分
三层步步加高，据说是寄托着房主步步
登高的愿望。

这个家族曾经借助经商带来的钱财
让后代读书，也出了些杰出的读书人和
儒商，他们试图让后代“学而优则仕”。但
历史的变迁让他们的梦想难以实现。从
民国初年开始，山东以及全国屡遭战乱，
使得他们的全国性商业活动大受其害，
难以发展甚至溃缩。这一点和曾经纵横
全国金融界的晋商命运一样，难以摆脱
历史的强大力量。

所幸，如今的文保部门发掘了博平
古村的价值，开始对其进行保护。刘家祠
堂是第一批被政府部门修缮保护的文物。

2014年，济南市章丘市普集镇博平村
被授予第一批省级传统村落称号。

博平村：1500年前的侨置古县城遗址

【齐鲁古村落寻踪】

1964年开始讲阶级斗争以后，因为文物店里
只有新来的杨会计是党员，所以内部矛盾就很多。
有人说文物店是资本家掌权，原来的经理辛友三
买卖文物的行为就被当作是资本主义经营，光是
为了挣钱。

辛友三平白无故地就被划作资本家，“文革”
期间整天被拉去批斗，这样就只剩下我自己一个
人独立支撑起文物店的业务。于是国家在1965年
又派了个老经理来，叫张潘淑，一个很精干瘦小的
女同志。

1968年，造反派开始成立组织，济南市成立革
命委员会，文化局和体育局合成文体革委。那些不
可多得的文物和历史古迹便首先受到冲击。

一天有个人很着急地跑到文物店来对我说：
“市里有意见，要把查抄的东西集中管理，你们几
个单位出人，把查抄的东西收集起来！”

因为东西放在各个单位太分散，有的东西被
烧了，有的东西坏掉了，所以都送到接收站保存。
这样文物店、博物馆、图书馆就成立了济南市查抄
物资接收站的文物图书收集组，查抄的东西都堆
在黑虎泉附近的殡仪馆(殡仪馆原来是“浙闽会
馆”)里。

这个文物图书收集小组成员主要就是图书馆
的汪冠清和文物店的崔明泉两个人，博物馆的人
不很固定，经常换人。哪个单位抄了谁家的东西，
都要做一个单子，到市里的接收站签个字，再送到
接收站这里来。有用的没用的，都要登记存放。我
们就这样收了三年，光是堆在大厅里的字画，摞起
来一捆一捆的，跟小山一样。

到了1970年下半年，市里有意见了，说这些东
西总堆在那里也不是办法，要处理掉才行。各方对
处理查抄物资的意见不一致，争论不一。

当时负责处理查抄物资的单位有济南市博物
馆、外贸局、文物店和回收公司。处理的顺序是博
物馆先挑，再外贸挑，然后文物店挑，剩下的就归
回收公司。博物馆是财政拨款单位，它挑的东西都
要做个价，要明确是拿了谁家的东西，值多少钱，
然后由财政拿钱。文物店和外贸部门则是由自己
拿钱。“文革”前的博物馆里其实就只有几个老人，
博物馆就找我，让我代表博物馆去挑东西。博物馆
给我的意见是，尽量多挑。那时出口文物有规定，
涉及到16个字的就不能出口———“帝王将相、才子
佳人、牛鬼蛇神、封建迷信”。

但其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博物馆不要
的东西不一定就不是文物，主要是因为同一物品
重复太多，或者是品相不好，但还是应该留在国
内。他们就觉得应该把挑东西的顺序调整一下。但
由于查抄组的组长是外贸的，所以要调整顺序的
话，就比较困难。

博物馆的人站出来说：“这些东西可以作为阶
级教育的资料，我们要留下。”

但外贸的人就不同意了，因为可以换取高额
外汇。

两方人争论不一，这时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
去找军代表。“文革”期间济南文化系统进了两个
军代表，一个是炮兵的政委，一个原来是警备区的
文化科长，“文革”中军代表说话很管用。我去参加
市里的协调会，把我那边的情况跟军代表说了一
下。

在后来的协调会上，各方说各方的意见。军代
表说：“大伙说的都有道理，我谈谈我的意见，不一
定正确，大伙听听吧。我觉得这些是老祖宗留下来
的东西，我的想法，就算是用钱，也不能把老祖宗
都卖光了吧？”

这下子外贸局的人都不说话了，博物馆才得
以把那些珍贵的东西留下来。

“文革”中，财政上把文物店以前挣的几万元
钱冻结了，只留下少部分钱维持日常开支。文物店
自己没有什么钱收购文物，还是新来的张经理给
予了很大的支持。

她虽然自己不懂文物收购的业务，但懂得充
分发挥店员的学识和才干。在文物店收购文物时，
会计很不愿意——— 本来社会上都在“破四旧”，却
还要花钱去买这些没用的东西。但张经理认为虽
然这些东西现在看上去没用，但以后就说不准了。
她让我去把有用的东西挑出来，钱的问题她去想
办法。

当时有一种进口的人工合成的宝石，我想买
回来。虽然东西都是由自己出价，给多少自己说了
算，但会计还是不给钱。张经理就自己掏钱，还说
不够的话扣工资就行了。再后来，她干脆就去了市
里，跟有关领导说明了这个情况。这样一来，市里
才把文物店的钱给解冻了。很多有用的社会流散
文物，才得以进到了文物店的仓库。

当年，文物图书收集小组用一年多时间处理
这些东西，那么多的好东西才有了去处。其中有些
东西，是清代民国的帽筒和字帖，各种各样的都
有。如今这些东西都成很珍贵的文物了。

(注：崔明泉为原济南市文物店总经理，现任
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专家委
员会委员)

【听崔明泉讲文物故事】

这些东西

我们要留下
□夏晓然

博平村刘氏祠堂的照壁墙。

正在维修中的刘氏祠堂。

博
平
村
的﹃
地
主
大
院
﹄房
脊
还
留
着
历
史
的
痕
迹


︻
齐
鲁
风
物
︼

最
温
暖
的
腊
八
粥

□
李
喜
庆

小时候，我最盼望过腊八。因
为腊八是过年的序曲，“过了腊八
就是年。”我知道，以后会有更多
的惊喜在等着我。年糕，豆腐，饺
子……而且每年的腊八节，我都能
喝上母亲熬得香香的、糯糯的、甜
甜的腊八粥。

腊八的前几天，母亲就开始悄
悄准备做腊八粥的料，她不声不响
地备着黄米、小米、红枣、花生、
红豆……

那时家乡的腊八粥以黄米为主
料，黄米是糜黍脱壳而成的，糜黍
脱壳我们叫推糜黍。为了吃上这顿
腊八粥，母亲会在村东头碾子旁排
队推糜黍。俗语说“腊七腊八，出门

冻煞”，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母
亲迎着寒冷，把糜黍碾成了黄米。

腊八节，一大早，母亲就开始
忙碌，泡黄米，泡红枣，泡花生，
泡红豆，准备好小米等各种杂粮。
然后就开始精心熬腊八粥，熬腊八
粥是件耗时间的技术活，先放什
么，后放什么，绝对不能搞错。大
火、小火、文火依次进行，考验的
是耐心和毅力。母亲坐在火炉旁，
一边熬着腊八粥，一边做些针线
活。

临近中午，锅里冒出的白气伴
随着“咕嘟咕嘟”有节奏的响声
时，粥里的香味慢慢飘荡出来，一
缕一缕招引刚放学的我，飞奔回

家。端起碗吃到嘴里，滑溜溜的透
着黄米的清香，只轻轻一口，那美
妙的香甜味，立刻滑过舌尖，流向
喉咙，瞬间征服了我的全部感官，
简直美极啦！看到我狼吞虎咽喝着
腊八粥，母亲总会说：“不急，多
得是，慢慢喝！”

工作后，我留在了县城，一天
天埋头于忙碌的工作中，一年里难
得回几次家，但腊八节一定要回去
的，因为我想吃母亲的腊八粥，更
想见到母亲的笑容。

母亲的腊八粥永远是温暖的，
母亲的腊八粥里藏着的是对儿女的
爱。有了母亲的腊八粥，整个冬季都
是暖暖的，整个人生都是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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