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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翟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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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这几天金锁一直单独上山
采蒿子，翠花好几天都没理他
了。因为中秋节娘大嫚说好要给
翠花做身花衣服的，翠花盼了好
久，结果因为上次去端鸡山据
点，金额要男扮女装，花布就按
金额的身材给裁了。金额那身材
多高大啊！裁好的衣服让翠花试
了试像戏服一样肥大，翠花根本
就撑不起来。翠花看着自己滑稽
的样子，哇哇大哭起来，对着金
锁娘大嫚喊：“婶子你骗俺，你说
要给俺做新衣服，你看衣服这俺
能穿吗！”

大嫚看见翠花哭了，怎么着
也是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
还是自己未来的儿媳妇儿，心里
疼得慌。别急孩子，都是金锁爹
出的馊主意，打鬼子就打鬼子，

把自己家的花布糟蹋了，还害得
你大奶奶一病不起，我找他拉理
去！

金龙在大门口听见了，悄悄
地溜出去躲了起来。

这两天爹和娘不搭腔，翠花
也不理他，金锁无比郁闷。乖乖
地每天上山割蒿子，还顺便给家
里的小毛驴割上一担青草回来，
爷爷和奶奶都夸他懂事，金锁还
是一直高兴不起来。

这天金锁撞大运了，在村头
的一块青草地里竟然捡到了一
把铁钳子，做工还非常精细，刃
口也比较锋利。金锁兴高采烈地
揣进腰里藏了起来。天黑了，金
锁肩上挑着一担青草，腰力缠了
一圈蒿子绳回来。路过翠花家门
口，翠花看见他过来，哼了一声，
故意把门摔得很响，关上大门
了。金锁又饿又累，心里难受得

想哭，嘴上嘟囔着，又不是俺的
错，翠花为啥拿俺出气。

回家后刚放下担子，大奶奶
就在屋里喊金锁，金锁以为大奶
奶要让他背着去茅房解手，赶紧
快步跑进屋去。大奶奶拿着一身
花衣裳在炕上向金锁招手，“我花
了四天工夫，照着翠花的身材，把
你大叔穿过的衣服，给改小了一
号，让翠花去穿穿试试行吗？”

大奶奶您可不会裁缝啊！再
说您这身子带着病太难为您了。

奶奶就这点用处了，咱家也
没钱再给人家买衣服，我这四天
就光琢磨这个了，你让翠花去试
试吧！我觉得应该行。

金锁兴奋地往外跑，跑到门
口被门槛绊了一下，一踉跄身
子，铁钳子从腰里掉了出来。

急火火地掉啥了？金龙正好
要进屋，捡起来一看是把钳子，

乐得大笑起来。哈哈！你小子，知
道我急用钳子，一直找不到呢！
快说从哪里弄来的？

“俺从村头大地里捡的，又
没偷人家的。”金锁这几天闹情
绪，顶着金龙说。

哦，我知道了，这是上次鬼子
暗杀队进攻我村时，鬼子兵趴在地
上射击掉到草丛里的，被你小子捡
起来了，手气不错。我先用用哈！

爹，你用钳子弄啥？
我让你金贵叔爬电线杆剪

鬼子的电话线去。
真的吗？金锁一听给鬼子搞

破坏一下子来了精神，“爹我也
跟着你们去行吗？”

你先去给翠花送衣服去吧！
先把她哄高兴了，你娘好几天不
搭理我了，连小丫头都不让我
抱。哎！

爹你咋不哄我娘啊！让我去

哄翠花？
去你娘的，翠花不高兴，你

娘就不高兴；你娘不高兴，就没
咱爷俩好日子过，还不快去！说
着抬脚就要踹金锁。吓得金锁赶
紧溜走，终于把翠花哄高兴了。

第二天晚上，县大队和民兵
们又去破袭了一段胶济线上的
铁轨。回来的路上，金贵发着狠
给鬼子剪了好长的一段电话线，
回来时扔到湍急的巴漏河里了。

第三天白天，6个鬼子骑着
两辆摩托车，接着就把电话线接
上了。

第三天晚上，县大队又带着
金贵，把石屋村到北明村的电话
线全给剪没了。第四天白天，这
次6个鬼子又骑着摩托，架着机
枪赶来了，不过这次他们是有来
无回要见阎王爷去了。

(未完待续)

小说连载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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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

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
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编者按

据清光绪《章丘乡土志》记载：“邑（指章丘）多
山，而取材甚富者莫石工。若观各处坊表、桥池，以及
官庙、寺观之基础，往往精致工巧，不为怪也。”章丘
不仅铁匠多，而且石匠也多，历来有“石匠亦会铁匠
活，伴着铁匠走天下”之说。由于章丘石材丰富，石匠
众多，雕刻技艺远近闻名，是有名的“石匠之乡”。远
的不说，就说近现代，北京的十大工程、中苏友好大
厦、毛主席纪念堂、济南的天桥、英雄山纪念碑等等，
都凝聚着章丘石匠的智慧和汗水。

秀美山川造就优质石材
章丘地处泰沂山脉北

侧，东北为巍峨延绵的长白
山脉，大自然造化出美丽神
奇的山川名胜。境内多山，
山石质地好，性能稳定，质
量优良，品种多样，为先人
开采、利用石材资源奠定了
物质基础。章丘石材分为石
灰岩和花岗岩两大类。石灰
岩，俗名“青石”，是比较理
想的雕刻石材。这种石材较
坚硬，但雕刻品耐久、美观，
因而很受欢迎。

花岗岩 ,经风吹雨淋，
多千疮百孔 ,但花纹较好，
表面多色彩艳丽。每一类又
有成百上千的花色品种，它
们色彩丰富，质地各异，构

成五彩缤纷的优质石材。经
过抛磨加工的石材，表面光
洁如镜，色泽鲜艳，有许多
大理石的纹理清晰如画。人
们为了赞美石材色彩纹理
所表现的美，赋予它们许多
美丽动人的名称，如“紫玫
瑰”“章丘青”等。这些美名
道出了章丘石材内在的品
质美。特别是境内长白山脉
由喷出岩火山凝灰岩、辉绿
山岩及侵入岩、辉长岩、闪
长岩组成。喷出岩覆盖于侏
罗系之上，侵入岩穿插或分
布在各时代岩系中，在普集
镇的玉泉山和刁镇玉皇山
辉长岩较多，为典型的磨光
建筑材料，俗称“济南青”。

历史悠久巧匠多
章丘石匠传统工艺和

生产技术有着悠久的历
史，精美的汉代画像石、南
北朝时的佛教石刻造像、
开凿于唐宋的赵八洞石窟
造像等等，无不彰显着章
丘传统石刻、石雕工艺厚
重的文化底蕴和非凡的艺
术魅力。石材不仅是优良
的建筑和装饰材料，还广
泛地应用于生产生活中，
如石磨、石碾等，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

此外，在章丘历代相
传一句迷信话：“吃在杭
州，住在苏州，死在章丘”。
说杭州鱼米好，苏州园林
好，章丘风脉好。正因如
此，自古迷信风水学的人
对择地和墓葬都很重视。
历代章丘的豪门望族、达
官贵人、名流逸士，营造了
无数豪华墓葬。甚至一些
贫穷之人，为了寄希望于
风脉，转家运于后人，也不
惜卖掉宅田来延师择地，
隆重修墓，这些形形色色

的墓主为了使自己（或亲
人）的墓葬能够永存，都选
择坚硬的岩石来修墓。古
时有“地下一间墓，地上三
间屋”之说，就是指这墓葬
工程之浩费。随之大量的
石刻石雕也随之出现，石
匠们更是不遗余力、精雕细
琢。如唐代的房彦谦墓碑、元
代的高世德碑、明朝正德三
年莱芜吕家楼村佛像（章丘
石工马得玉刻）等等都刻有
章丘石匠的名字。

无情的顽石，在章丘
石匠的手中，变为充满生
机和巧夺天工的艺术精
品。旧时长白山下相公镇
窦新、梭庄等村几乎家家
以打石为主业。进入村中，
随时可听见叮叮当当的打
石声，随处可见石屋、石
楼、石道、石桥、石庙，这些
都朴质美观，极具特色。章
丘出名师巧匠，石匠遍及
章丘全境，尤以相公、官庄
等镇为最。至目前，章丘在
境内外从事打石、建筑业
的，仍人数众多。

旧时，章丘石匠挟技谋生，下
关东、走西口，不少城镇、乡村都有
他们的足迹，许多精美的石雕和雄
伟的建筑都凝结着他们的聪明才
智和辛勤汗水。据史料记载，解放
后，北京的十大工程、中苏友好大
厦、毛主席纪念堂，济南的天桥、英
雄山纪念碑、黑虎泉的虎头石刻
等，都有章丘石匠的身影，都凝聚
着章丘石匠的智慧。笔者曾采访过
不少石匠，如相公镇窦新村的王克
美、窦喜、胡延海，还有窦新村的窦
照东，他们对石匠技艺如数家珍，
他们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参加北

京十大工程、毛主席纪念堂时的画
册、纪念像章和照片。虽然现在石
刻石雕制作已走上了流水线，但对
胡延海、窦照东等石匠来说，他们
依然坚守着传统手工雕刻技艺，石
匠生涯已成为他们心中永恒的美
好记忆。

石匠雕刻工艺和技术通过师
徒 相 传 、父 子 相 继 形 式 历 代 传
承，使得章丘历史悠久的石雕、
石刻技艺得以保留，这是章丘的
先辈们创造与积累的宝贵文化财
富，是章丘所特有的优势。台湾
古建专家李乾朗在《传统营造匠

师派别之调查研究》一书中说：
“匠师的技艺传承是中国古建筑
背后最大的功臣，由于古时重道
轻器思想之影响，匠师的工作总
是默默耕耘；没有人仔细地记录
他们的技艺与生活。”这可能是
历史的一大缺憾。今天，章丘石
匠传统工艺已与建筑业、旅游业
密切结合，正推动着旅游产品和
项目的开发，我们希望在拉动地
方经济增长的同时，愿章丘石匠
传统技艺不断传承，发扬光大。

（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
任、市文联副主席）

怀揣技艺走四方

章丘石匠技艺精湛，他们能凿
石成门、窗、柱，能铺设公路、桥梁，
能雕刻千姿百态的人物、山水、草
木花鸟、飞禽走兽。如朱家峪人赵
世让就以雕刻山水花草、飞禽走兽
远近闻名。赵世让生于清朝同治五
年，兄弟三人皆为名石匠。光绪十
九年赵世让27岁学艺出徒，此后为
师近五十年。清代后期，章丘富家
凡是建房、修坟，多聘其主持。其徒
弟遍及章丘全境，工艺水平高超，
闻名乡里。据史料记载，涧溪大桥

（东涧溪村东）和韩家庄大桥，均为

他们师徒所创建，这两座桥虽历经
风雨侵蚀，依然坚固，堪称古建筑
之典范。

赵世让不但雕刻技艺有名，而
且绘制雕刻图案更是独具匠心。现
古村朱家峪“山阴小学”内的石质
雕刻，就是最好的史证。他一生教
出的徒弟甚多，在朱家峪周边诸
村，最有名的当数“亮甲坡”杜清
宪，其六世堂孙杜传举，已成为当
地石匠艺人中的后起之秀。

石匠分为两种：一种叫粗石
匠，一种叫细石匠。粗石匠重在

“开山”，开山亦叫“打崖头”，即
在 石 窝 子 里 打 基 石 ，俗 语 叫 打

“坡石”，或打“坯子”。细石匠打
料 石 ，石 匠 技 艺 多 指 这 些 细 石
匠、巧石匠的雕刻技艺。石匠在
雕刻之前先要对“石坯子”量尺
寸，看是否和需要的料石相付。
在 雕 刻 时 ，石 匠 们 一 般 都 有 画
谱，根据工程的需要和主家（亦
称东家）的要求作画谱。过去雕
刻多是用在阴宅的寿坟内，其次
是建筑用的门楼、城门楼、桥梁、
石碑，还有寺庙的雕像等。

技艺精湛美名扬

朱家峪赵世让雕刻图案 旧时石匠“开山”时的情景。

赵世让雕刻图案


	E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