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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军(壹点号：清风快雨)

董子读书台，在德州市董子文
化园内，离柳湖书院很近。读书台
前有董仲舒铜像一尊，凝气传神，
巍然屹立，由当代著名雕塑大师钱
绍武先生创作。董子像面南背北，
目视前方，右手上举，食指向天，寓
意“天人合一”。

看过雕像，抬眼北望，董子读
书台大气磅礴，气势恢宏，颇有大
汉气魄。传说董仲舒在德州研读儒
学十三年，读书处曾有高台。据资
料记载，自隋朝起，德州卫运河东
岸即有“董子读书台”，明朝起建有

“董子书院”和“董子祠”，史称“三
董”，后毁于战乱。眼前的董子读书
台，2007年9月始建，2008年竣工。

拾级而上，至牌坊前，牌坊上
方有“正谊明道”四字，为乾隆御
笔，源自《春秋繁露》。过牌坊可见

一殿，进门后，过道东边为董子坐
像，身前有一条桌，身后红壁上是
八列金字。过道西有四人，端坐案
前，正洗耳恭听，大概系董仲舒之
弟子吧。明代《德州志》将董仲舒作
为乡贤立传，记载董子在德州读
书、授徒、研究天人学问十三载，三
年不窥园。阅资料可知，董子读书
台曾被借为义塾，好学上进的青少
年都喜欢来这里读书，浓郁的文风
造就了一批卓越学子，前人有《董
子台即事诗》：“旧河曲绕董生台，
台畔黄花寂寞开。”

穿过前殿，来到后殿门前。后
殿比前殿更高些，双檐门柱上也有
对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
道不计其功”，亦是《春秋繁露》中
的语句。传说《春秋繁露》是董仲舒
的政治哲学著作，它推崇公羊学，
用“天人同构”的哲学框架，以先秦
儒家学说为基础，运用诸子百家的
思想资源，重新建构儒家“仁”“礼”
思想体系，整合和发展了孔子儒家
学说，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进入殿内，看到几尊蜡像，其
中两人相向，一坐一站，另有数人
列坐其旁，是董子向武帝进谏“治
国三策”的场景。

读书台东北角和西北角各有
碑亭一个，碑上刻有古今诗句历代
钦官巡按、文人墨客，在德州留下
的大量歌咏诗篇。据资料记载，清
乾隆皇帝南巡，驻跸德州，曾留下

“天人三策对贤良，已见春秋大义
彰。那更高台演繁露，转思董子失
之详”“故里千秋疑信猜，城楼耸处
久称台。都传繁露春秋演，谁识竹
林与玉杯”等诗句。

□张居明

宁津县是“中华蟋蟀第一县”，
蟋蟀文化源远流长，这里因蟋蟀闻
名天下，这里的人们因蟋蟀而富裕
起来。

每当秋风乍起之时，我的家乡
宁津小城便沸腾起来，田野上绿绸
似的青纱帐里、瓦砾下、枯草中、房
前屋后，到处都是蟋蟀天籁一般美
妙的鸣唱，处处可见它们矫健的身
影。县城的大街小巷开始拥挤，各地
车辆、各种方言、各种人等逐渐增
多，他们都是全国各地的蟋蟀爱好
者，趁着蟋蟀上市旺季前来选购自
己心仪的蛐蛐儿。宁津自古就有“上
古鬲(宁津)蟋鸣九州”的历史，尤以
盛产极品蟋蟀闻名遐迩。

蟋蟀在我们的家乡叫蛐蛐儿，
它还有很多名字，如促织、吟蛩、财
吉、将军虫、秋虫、孙旺、地喇叭、灶
鸡子、土蜇、百日虫等。蟋蟀是一种
古老的昆虫，之所以被人们喜爱，
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叫。实际
上，蟋蟀的叫声不是源自口腔，而
是双翅摩擦发出来的。鸣叫时，它
左复翅的音锉快速摩擦右复翅的
发音镜，呈现高频振动，加上发出
的声音属于四声节奏，听起来格外
清脆悦耳、宛转悠扬。中国蟋蟀以
南北划分，南方以江、浙、沪为代
表，北方以京、津、冀、鲁为标志。众
口皆碑的极品蟋蟀产地，首推山
东，并以宁津、宁阳两地为最。宁津
蟋蟀兼具南北之长，既有南虫个
大、头硬、腿健之优势，又有北虫独
具的斗性、耐性、凶性和烈性。特别
是在全国蟋蟀大赛上，来自宁津的

蟋蟀多次获得冠军。
宁津盛产极品蟋蟀与宁津的地

理位置密不可分，这里的土质系黄
河冲击而成，燥湿合宜，酸碱适度，
并且含有大量钙、铁、锰、盐离子，蟋
蟀在其中发育成长，自然增强了骨
密度值，其头颅坚硬、牙齿锋利、脚
力异常大概源于此。宁津蟋蟀文化
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诗经》中

《唐风·蟋蟀》专门以蟋蟀为题，比兴
人生时光。《幽风·七月》对蟋蟀一生
有准确概括：“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在
浩如烟海描写蟋蟀的诗词中多以悲
秋、怀乡、思友、愁旅为主。唐代齐己

《蟋蟀》云：“声异蟪蛄声，听须是正
听。无风来竹院，有月在莎庭。”陆游
在《秋兴》也留下了“蓬蒿门巷绝经
过，清夜何人与晤歌？蟋蟀独知秋令
早，芭蕉正得雨声多”的诗句。明人
黄衷在《蟋蟀》中这样描述：“露下清
秋韵正哀，斗场元在画堂开。眼前军
国成何事，且博红妆一笑来。”南宋
权相贾似道荒淫无度，终日与群妾
斗蟋取乐，不理朝政，国家危亡之际
还沉醉于其中，足见其何等昏聩。任
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人虽然沉迷
于斗蟋之乐，固然误国害国，但他对
蟋蟀的研究却登峰造极，一部《促织
经》成就了我国第一部研究蟋蟀的
专著。

如今，每到立秋之后，上万人的
捕蟋大军，浩浩荡荡开赴宁津田间
地头，夜幕降临之时，头灯和手电组
成的点点灯火，把个宁津大地装扮
得璀璨夺目，别有一番景致。

(本文作者为德州市作协会员，
宁津县蟋蟀协会副会长)

天下第一“帅”——— 宁津蟋蟀

董子读书台

□杨福国(壹点号：秋林洗墨)

夏初的一天，天气凉爽，我决定骑上车子
去逛大运河。起点定在四女寺枢纽，终点定在

“十二连营”的最北端哨马营。
在领略了四女寺水利枢纽的宏伟气象

后，我沿河右岸来到耿李杨村北。一座老旧
的拱形桥横跨在运河上，桥这头赫然立着一
块石碑，是对“南运河德州段”的简介。据介
绍，南运河是在公元3世纪的白沟、平虏渠与
利漕渠等区间运河和隋唐时期永济渠的基础
上修成的。宋元时期称御河，明代称卫河，清
代始称南运河。

南运河德州段全长只有45千米，却有大大
小小四十多个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以运输
为主的河道何以开凿出如此密集的弯曲呢？原
来，弯曲的河道形态能调整航道水面坡降，降
低流速，以满足行船和干流行洪的需要，这种
弯弯曲曲的龙形走势也就形成了独特的河道
景观。

和运河时远时近相伴相随一个多小时，我
终于到了雄跨运河两岸的胜利桥头。胜利桥是
德州的名桥，曾是西出德州的必经之地。这个
位置最早是一个渡口，也曾是上码头所在地。
胜利桥以北，河西岸是古运河风景区，有运河
文化广场和运河古街等建筑群落。如果说文化
广场中心古色古香的运河“鬲”造型是德州悠
久历史的形象表达，那么巍巍耸立的九龙吸水
柱则是对德州城下九曲十八弯运河的神秘暗
示。有意思的是，设计者把“九达天衢”牌坊也
搬到这个广场上。在我看来，这肯定就是对明
清时期德州作为“神京门户”的无声炫耀。

穿过运河广场就进入“运河古街”，这里的
楼阁屋舍都是青灰色的仿古建筑，或衙署，或
商铺，或民宅，高高低低，错错落落，活脱脱还
原出运河岸上老德州繁华的旧街景。

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德州最繁华的商业

中心有两个，即桥口街和北厂街。这两个街区
都在运河沿岸。历史上的桥口街地理位置得天
独厚，不仅靠近浮桥、码头，而且系九省御路必
经之地。北厂街靠近北厂漕运装卸码头。不管
是官家运粮漕船，还是商家运货的商船，不管
是进出京城的官船，还是南来北往的客船，都
要停靠码头以便装卸货物、上下乘客。河道里
的拥挤带动了岸上的繁华，北厂逐渐形成店铺
林立的商业街市。

这两处所在，虽然我都寻得了，但是历史
变迁太大了。站在标牌下，我难以想象昔日这
里繁华的景象，刚才“古街”上的楼阁屋舍怎么
也安放不到这块地面上。不过我坚信，运河里
船工的号子声和两街商贩的叫卖声，在起起伏
伏间，不仅催生了沿岸的街市，也催生了德州
这座商业都市。

如果说因漕运而兴的德州在金元时代还
只是漕运要津，那么到了明朝，德州就不仅是
漕仓要津，还是军事重镇了。明朝在德州设卫
就是很好的证明。领略了北厂漕仓遗址的荒凉
之后，随着运河几拐弯，就看到本次探寻终点
哨马营村的村牌了。

我站在河堤上居高临下看着这个叫哨马
营的村庄，不能不联想到关于十二连营的传
说。明朝的靖难之役打了整整四年，德州因其
位于京津咽喉而不幸成为主战场。为了阻止燕
军南进，保住北厂的仓储，建文帝在德州城北
修筑了易守难攻的十二连营(哨马营是十二连
营之一)，想依托西侧的大运河与燕军展开决
战。但朝廷将领无能，临阵脱逃，固若金汤的连
营不攻自破，燕军占领德州。

那场战争已过去六百多年，靖难之役的
烽烟早已云散，十二连营亦毁灭无迹，而真
正见证那场战争的恐怕只有这条一直在流淌
的运河了。

(本文作者为中学语文教师，德州市作协
会员)

□闲云落雪（壹点号：落雪有声）

扒鸡在我们德州人的生活里，不可或缺。
作为山东省驰名品牌，德州扒鸡已有三百

多年的历史，是国家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入选
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康熙南巡时路
过德州，特地去看望因病辞官的清初文学家、
收藏家田雯，并在他家小住。穷乡僻壤，没有珍
馐美味，田雯端上家乡特产德州扒鸡，请康熙
品尝。康熙一尝之下，竟胃口大开，顿时龙颜大
悦，挥毫写下“神州一奇”四个大字，并将它定
为贡品。德州扒鸡从此名声大噪。

而它走进我的生活，还是在我上班第一
年。在那之前，我一直无缘跟它相识。

那年中秋节，单位发节日福利，二斤月饼
一只扒鸡。扒鸡和月饼都用油纸包着，油纸底
部已经被油浸透，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是我
人生中第一份福利，也是长期求学“啃老”的
我，第一次往家里拿东西。

中秋节晚上，我们特意把餐桌搬到院子
里，放到小山一样的玉米堆旁。月光下的扒鸡，
静静地趴着，仿佛睡着了。它两条腿被塞进肚
子，头歪向一侧，两只翅膀从嘴里伸出来，完美
地团成一团，它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呀。母亲
瞅了半天，竟不知该从何下手

我和弟弟们却早等不及了，连连催促母

亲。母亲回过神来，三下五除二，把它撕成了小
碎块儿。我们迫不及待地夹一块搁进嘴里，立
刻满口生津，就着明月清风，在满院子的快乐
和喜悦里，对它发起了“进攻”，一只扒鸡很快
被扫荡一空。

德州扒鸡全称五香脱骨扒鸡，它的与众不
同就在五香和脱骨上。据说，光制作需要的中
药材就有二十多味，再加上十多种调料精心调
配，香味浓郁透骨。又经高温长时间焖煮，所以
鸡骨触手即落，肉烂骨酥。德州自古就是“神京
门户”“九达天衢”，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德
州扒鸡的声名远播提供了便利。它随着南来北
往商贾们的脚步，奔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在有动车和高铁以前，德州扒鸡多在站台
上叫卖。车一停，推着流动小货车的商贩呼啦
围上来，乘客也不用下车，拉开车窗探出头去，
双方一手钱一手鸡，直接在窗口交易。火车提
速后，扒鸡也“飞”进了车厢，由乘务人员推着
小车售卖，从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大弟离家多年，最念念不忘的家乡美食，
一个是签子馒头，一个便是扒鸡，每年春节，都
要给他邮寄。儿子亦如是，自从他去了杭州，扒
鸡便跟到了杭州。不仅我家，我相信，每一个德
州人的背包里，都不会少了它的位置。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德州
市作家协会会员)

一缕扒鸡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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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上车子逛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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