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骗子坟与栾大其人从从交交通通工工具具看看时时代代变变迁迁

张发山

在莱州沙河南王村南，有座直径
约8米、高约3米的砖砌墓冢，墓壁呈覆
斗状，无碑志，四周杂草丛生，极像一
处废弃了的砖窑。当地村民介绍说，此
墓俗称骗子坟，别看模样破败猥琐，却
与以北1 .5公里处的当利故城遗址遥相
呼应，于1992年同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当利故城是汉武帝之女
卫长公主封地，所以她又被称为当利
公主；而这座墓冢主人则是驸马爷，一
个臭名昭著的汉代方士栾大。

关于栾大其人，《史记·孝武本
纪》记载甚详。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16岁的汉武帝登基后崇信方士，
拜齐人少翁为文成将军。一次，少翁
自写帛书让牛吃下，转身上奏牛腹有
奇，剖开一看果得“天书”。不料，其笔
迹偏让武帝认了出来，怒而诛之却又

“惜其方不尽”。就这时，胶东王后出
于私心，通过其弟乐成侯丁义，于元
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把宫人、少翁
的师弟栾大举荐到武帝面前。

栾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
为大言”。他说在东海中，曾见过安期
生、羡门子等仙人，师父们指点他“黄
金可成，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
但必须有相当地位、权力的使者，才
具备与仙人沟通的资格。当然，自己
恰是最佳人选。为了证明并非虚妄，
栾大小试牛刀，从包内取出特制棋子
置于案头，口中故意念念有词。只见
棋子在棋盘上或相撞，或相拒，似有
神力驱使，令人眼花缭乱。汉武帝看
得目瞪口呆，禁不住连声喝彩。其实，
栾大只不过是耍了个小把戏而已，他
预先用鸡血、铁屑和磁粉涂于棋子，
表演时棋子受磁力吸引，自然会互相
撞击。但汉武帝是个“科盲”，故对栾
大的神通深信不疑，遂拜其为五利将
军。后又觉得不够气派，又加封栾大
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月
余工夫，栾大腰佩四颗金印，还被封
为乐通侯，赐甲第，僮仆千人。而更具
讽刺意味的是，汉武帝为能及早得到
长生不老之药，毅然将爱女卫长公主
刘妍嫁给栾大，使其做了驸马；栾大
进宫不过数月，即“佩六印，贵振天
下”，真可谓声名显赫，一步登天了。

俗语说：蒙得了一时，骗不了一
世。如履薄冰的日子，栾大提心吊胆
地过了大半年。半年多来，所有大话、
诳语，一样也未实现。元鼎五年(公元
前112年 )夏四月，南越丞相吕嘉谋
反，一举杀死了大汉使臣及南越王、
王太后，随后另立山头。秋天，汉武帝
发兵讨伐，栾大仍妄言能见其师，佑
汉大捷。此时，汉武帝已对栾大起了
疑心，在命他去东海求仙活动中，暗
里派人一路跟踪。栾大毫无察觉，至
海边却又不敢入海，仅在当利县城吃
喝玩乐一番后，转而去了泰山祠，致
使骗局败露。九月，一代巨骗终被腰
斩于市。当利公主念与夫妻一场，将
尸运回胶东，葬在封邑附近。

世事沧桑。2000年前的汉武大
帝，早已化作历史烟云；昔日繁华的
当利故城，而今也已荡然无存。唯有
这座骗子坟勉强留存下来，尽管人们
对其不屑，但作为反面教材，亦能教
人警醒，给以凝重的思考。

战春芳

1992年10月，我进入一家银行工作。当
时该行坐落于龙口市东市场一座租赁的
二层小楼上。说实话，当时能坐在装有高
大防弹玻璃的柜台内工作足以让我在亲
朋好友面前赚足了面子。要知道，在就业
日趋艰难、企业不景气的当今，能从企业
单位跨进金融行业的那可是凤毛麟角。

由于当时单位没有职工宿舍，我的家
又远在距离县城近十里的乡下，为方便上
班，我倾其所有购买了一辆26型凤凰牌自
行车。我将车视若珍宝，车把和大梁支架
用红色塑料胶带缠起来，用上光蜡把车圈
和车瓦擦得铮明瓦亮，骑在车上的心情绝
不亚于当今坐上奔驰宝马的感觉。记得那

时回家要经过一座漫水桥，每当雨季过
后，桥面经常会有一尺多深的积水。每次
我都是卷起裤腿，一手提鞋一边扛起自行
车过桥，从未舍得让车淹过水。

1995年，单位建起了职工宿舍，我搬
进了90平米的单元楼房。为出行方便，我
购买了一辆在当时最高档的光阳豪迈
125踏板摩托车。有了摩托车，平日接送
孩子上幼儿园、周末回家探望父母那可
就方便多了，既快捷又风光。那副骑在摩
托车上随风飘起长发的样子，至今回想
起来仍感潇洒。但摩托车的不利之处是
上下地下室困难。几年后，为了轻捷便利
我又更换了一辆近万元的电动自行车。
2008年，我作为“白领”一族，率先跨入了
“小康”行列，从车展现场直接开回了一

辆高配置的尼桑公爵王轿车，成为当时
时髦的“有车族”。

十余年弹指一挥间，从自行车到摩托
车、电动车再到高档汽车，许多同事笑称我
是单位交通工具最齐全的驾驶员。回想起妈
妈曾经说起她在莱阳农校上学时，放假时姥
姥竟然连回黄县的两元车票钱都拿不出，妈
妈只能把对回家的期盼和对父母的思念化
作泪水，“望家兴叹”。对比我们上一代人，我
们是多么幸福啊！再看看我们现在居住的城
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工业园区机械轰鸣，
各种车辆在宽敞的柏油路上川流不息。有人
说，“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我们交
通工具的变化不正是国家发展、经济繁荣的
一个缩影吗？我庆幸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赶
上了好年头。

王光禄

告席是蓬莱城乡婚嫁仪式中必有的
程序，即宴会进行期间，喜主带着一对新
人去往亲友酒桌，向新人逐一介绍来宾的
辈分、称呼，新人要向来宾们敬酒上烟，来
宾通常也要致以感谢祝福。其中农村喜宴
(包括迎娶和回门)告席仪式仍保留着传
统，场面隆重而热闹。

虽然现在部分村庄推出了集体大院
统一服务模式，但爱热闹的农家还是喜欢
在自家操办“院餐”。把院子上方搭满帐
布，支起锅灶，就是伙房。自家屋里和院子
是坐不开十桌二十桌的，于是左邻右舍、
前屋后院，半条街的邻居家都辟为临时餐
厅雅座。张家炕上一桌妇女儿童、地上一
桌老爷们儿；李家正屋摆两桌，平时储存
苹果的偏房再摆一桌，就这样分散在多
家。当然，如何分配来赴宴的客人，都是提
前反复权衡好的，既有远近亲疏的考虑，
又兼顾告席的便宜。张家和李家素来不
和，不能让张家人去李家坐席，也不能让
两家人坐一桌儿；张家父子三人都受邀来
赴宴，父子不同席，必须分开安排；新人的
娘舅是高客，可姨父比娘舅年长，谁坐头
客、谁坐二客可不能含糊了；那爱喝酒的
姑父喜欢挑理，干脆安排辈份长、身价高、
能说会道且酒量好的来陪，前提是喝好不
喝倒。通常情况下，最高贵的客人、最直系
的长辈都安排在喜主家坐席，省得告席时
东一头西一头，耽误时间不说，还混了次
序、失了章法。

待帮忙的乡亲给每桌儿上完六七道
菜时，告席的仪式基本就开始了。前往告
席的，有的是喜主父母和一对新人，有的
简化成只是新人父亲和新郎参加，还要
有个带队的，这带队人要么是“大了”(执
事主管)，要么是喜主的兄弟，以“大了”
居多(因为好多“大了”实际是新人的伯
伯或叔叔 )。第一桌儿当然是新人桌儿，
然后是新人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再依
次是娘舅、其他亲戚、喜主的战友、同学、

同事，最后才是同村乡亲以及新人的同
学、同事等。

通常“大了”手执酒瓶、饮料带队，先
行通报一声，“各位高客静一静，主家上桌
告席啦！来来来，把杯中的酒都喝干，请主
家给满上。”在他的指挥下，大多食客都会
礼节性地站立起来并喝上一两口，也有实
在的直接干杯。这时，新人的父亲凑到桌
前，先行客气一番，对大家的到来和日常
的关照表示感谢，并向新人一一介绍在座
的客人。

“这是你二姥爷，上过朝鲜战场立过
大功，我们都以他为骄傲呢！”

“这外孙女婿(或者外孙媳妇)长得真耍
乎(漂亮、周正的意思)，听说在单位还是个
中层干部，前途无量，好好干啊！”

“这是你去年新过门的堂嫂，再有三
个月就当妈妈了，她前两天还直念叨，急
盼着你们回来呢！”

“这是二妗母，是个特别明事理的人，
前些年对咱家帮助不少。”

“抓紧时间啊，你爹妈急着抱孙子，我
们也急着升辈当叔叔、阿姨呢！”新人只有
一边不住地点头，一边热情地问好，顺势
把酒水满添到客人杯中。新人的父亲端起
酒杯，对大家的到来再次表示欢迎和感
谢，敬过之后道“慢慢吃，慢慢唠，吃好喝
好”，然后移步下一桌。到长辈、亲戚的桌
上告席，大多客客气气、规规矩矩，可一旦
到了新人的同学、同事桌上，那就毋论套
路、不讲短长了，场面往往难以控制。待新
人父亲敬过酒后，一桌子人一轰而上，非
得缠着新人再表演一两个被戏耍的节目，
或者喝上三两杯酒才肯放行，这大喜的日
子，“大了”和新人的父母除了一遍一遍地
催促，并不好说过多的话。

告席一圈转下来，好多客人已经酒足
饭饱，打着响嗝或者剔着牙缝逐一退场。
望着狼藉的杯盘，身心俱疲的主家却欣慰
释然。不管咋说，请到的客人悉数赴约，告
席也没出啥岔子，谁不希望把这喜宴操办
得喜庆体面呢！

告告席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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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绪丽

老人说，“腊八喝腊八粥，不会
冻掉下巴。”所以，腊八这一天，总要
应应规矩，喝上一大碗稠稠的八宝
粥，甜甜糯糯的，润滑爽口。

其实在我们家，腊八这一天的早
晨，除了喝腊八粥外，还要吃面的。因
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这一天，
母亲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我还在
睡梦中迷迷糊糊的，我就听到母亲
在用她那半人高的擀杖在面板上
一下一下地擀着，“当当，当当”，由
于做手擀面的面团要硬一些，母亲
擀得有些费力。过了一会儿，又听
见锅底下的风鼓“呜呜”地响个不
停，不用想，那准是母亲在熬腊八
粥，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母亲都会
忙个不停。

“起床了，起来了。”在母亲的念
叨声中，面条与粥都已端上了饭桌，
于是，闻着浓浓的饭香，我爬出暖暖
的被窝。

母亲亲手做的手擀面没有外面
卖的那么长，母亲在做面条时喜欢加
点食用碱，这样，面条被嚼在嘴里不
但很有筋道，而且还很香，是那种大
自然浓浓的麦香。

母亲熬的八宝粥很香、很糯也
很甜。母亲把头天泡好的桂圆、大
枣、莲子、花生、薏苡仁、板粟仁、红
小豆和大米，总之要凑齐八样。然后
一起放到大锅里，加上水，锅底里燃
着柴火，烧得旺旺的，待锅开了，搅
拌几下，再烧一会儿就转成慢火。然
后加些冰糖，继续熬，直至那些食材
入嘴都很绵烂，稠稠的，才可以出
锅。总之，那一天，喝上一大碗母亲
亲手熬的八宝粥，一整天，浑身都是
暖暖的。

都说“有妈的孩子是个宝”，这句
话，我很享受。除了在外读书那几年，
小的时候，腊八节这一天，我在家里
吃母亲给我做的手擀面和八宝粥；我
结婚了，腊八节这一天，母亲来到城
里给我做手擀面和八宝粥，年年如
此。可惜的是，今年的腊八节母亲要
在北京给我妹妹照顾孩子，就为这，
母亲早早就提醒我，要准备好熬腊八
粥的食材，还有，一定要去超市买袋
面条。

我很感激我的母亲。虽然这句
话，我从未当面跟她说起过。

母亲说，今年的腊八节，她会在
视频里与我见面，我很期待。

吃吃面面
喝喝腊腊八八粥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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