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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苗得雨

当年外地到我们
那一带讨饭的唱《凤
阳花鼓调》：“说凤阳，
道凤阳，凤阳本是个
好地方，自从出了朱
皇帝 (朱元璋 )，十年
倒有九年荒。大户人
家卖田地，小户人家
卖儿郎，奴家没有儿
郎卖，打起花鼓走四
方……”

这里讲到在荒乱
年景，人们对付困难，
有卖地、卖儿女的，旧
年代，还有典当一种
形式。“典”是典田地、
宅院，“当”是当物品。
价码比卖便宜，订有
契约，到了年限，拿原
价去赎。若不赎，就叫
做“死了契”，永远归
人家了，等于当时卖
了。有老友说，有些年
轻人不了解的旧事，
老作者们应当写写。
当我回想那些“陈芝
麻，烂谷子”，第一个
想到了这桩事。

按我的年龄与经历，不可
能了解更多情况，但想不到竟
有两次亲身经历，都是老辈的
事，跨越到革命时期我的少年
阶段。一是我们典给别人家半
处宅子，一是我们典进别人家
半亩地。

我家宅院，原有前后院，
各两幢房屋，北临后街，南临
前街，很宽绰。是与西邻同一
个老祖时，用二两银子买的一
家一处七分七厘闲园。我们老
辈分家时，我的曾祖父分得其
中的一半，盖了前后院。前院
的北屋，我和祖母在那住过，
记得祖母一次躺床上给我讲

“花大姐”的故事。第二个记
忆，一个亲戚的小女孩和我争
着看父亲读过的有插图的书，
我把她从后院撵到前院。在祖
父、曾祖父先后去世那几年，
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便卖了三
亩地，典了半处宅子。把前院
典给前街一家，80 块大洋。那
家用作开点心铺，每天傍晚做
点心，香气扑鼻，引得我和小
妹妹们很馋得慌。多少年，他
们一直用那老屋。有一年雨季
塌了北面一片墙，一步就可抄
到我家，他们也没修，天天与
我们互相见面，各过各的日
子。那家的小家庭老二与媳妇
住着，老二参军后，一个小姨
子一直在这里陪着姐姐，这小
姨子正是上识字班的年龄，时
常坐在断墙跟前，一边做针
线，一边观察我们家，充满了
新奇。人们都是在自个家里难
得看到别家的风景，尤其走亲
戚家的年轻女性。那家的老大

有文化，脾气好，当了
村长后，与我这个少年
干部关系很好。我们两
家，也就都不在乎谁
典、谁被典这等事了。

建国后，我在外面
有了小家庭，长水降
生，老祖母说：“人口多
了，南边的房子，赎回
来吧？”那时我除工资，
还有点稿费，手头比较
宽余。当时一元人民币
和一块大洋比值差不
多，我们便找原来的

“中人”来回传话，我们
出价 100 元。对方还价
110 元。两个数字相差
不大。我和祖母犹豫了
一下，我说：“人口多
了，不都在家，两个妹
妹再出了嫁，在家的人
口更少了，房子赎回
来，修理不过来，倒是
个负担。”就这样，把事
情搁下了。也就等于

“死了契”，永远归了人
家。

其实，老辈二两银
子买的一处园，一半等
于一两银子，一元大洋

顶七钱七厘银子，等于一块半
大洋买的，而卖了80块大洋，
也不算吃亏。虽说由闲园变成
了宅院，当今开发商若买这么
个地面搞建筑，怕是得花几十
万到上百万。此一时，彼一时
也。一块半大洋和80块大洋之
比，也是这样。

父亲在抗战开始的第二
年，参加地方民众武装离家
后，家里的农活忙不过来，有
约六里远的三亩岭地，让一家
比较贫困的邻居帮着种，祖母
说：“打了粮食，多少给俺点就
行！”那家邻居也很高兴，就典
给我家半亩地，以示回敬。半
亩地的典价，五斗粮食。这块
地，离我家场园很近，在解放
区大生产运动热潮中，上级号
召种棉花，我便用那块地当了
种棉花的实验田。我完全按照
报纸宣传的“植棉办法”治理，
不要密，不留下段的多余枝
叶，长棉桃的枝间发的新芽，
要及时摘去，叫“摸芽子”。

当时有区乡干部鼓动青
年妇女和儿童干这类活，讲话
说得简单些：“识字班，儿童
团，(上)棉花地里，(给棉花)脱
裤子，(给棉花)摸鸭子(芽子)！”
说的时候略去了括号中的话，
听起来不雅，大家却都知道是
怎么回事。我家没有“识字
班”，就我一个“儿童团”在干。
秋天收获不少，但人家仍按照
老办法一管一不管的，收的也
并不少。这实验干了一季。第
二年，那家邻居生活好了，说：

“经过了减东(租)减西(息)嘛！”
就再用五斗粮食赎了回去。

□孙廷华

水母娘娘大殿位于文祖镇
西王黑村东南角广场北侧，与
寺顶山的“知觉寺”形成对应直
线。该殿共分三门：前门(南门)

为通道，门上有副对联，上联
为：日出东岭悬金镜；下联为：
门对青山列锦屏。横批为：迎春
东郊。思对联内涵，观者眼前就
会勾出一幅美景妙图，让你遐
想无限。穿越南门，走百米的开
阔地来到“行宫”，行宫被人称
为“二门”；二门前后两门相通，
宫门口郑伦和陈奇两边威立：
一个面如枣紫涂红霞，一个脸
似蓝靛龇獠牙；一个手提降妖
木，一个挥舞荡魔杵。哼哈二将
令人恐惧生威。站立于行宫远
处透过通道，就能看到水母娘
娘大殿那飞檐斗拱的宏伟雄
姿。殿前有副对联，上联是：苦
节格天看阶前古柏高标宛然独
秀女贞树；下联为：慈恩匝地观
郊外甘霖湿沛犹是纷来笑水
波。横批：沌孝格天。殿的上顶
是琉璃瓦拼成的两条青龙，形
象逼真，栩栩如生。两侧和房檐
是飞禽走兽和牡丹花，精工细
作，令人感叹。殿内正中塑有

“水母娘娘”神像，两边是疹癍
奶奶、眼光奶奶和送子娘娘等。
周围墙壁上是二十四孝图。可
惜，这些都在文革中被砸烂，只
有梁上的龙凤图还清晰可见。
大殿前现有碑四方，都是重修
记载，原始碑文随年湮久远，早
不知去处。以前，不少学者和考
古者曾根据大殿的建筑模式推
断建筑年代，有的说是宋朝模
式，有的说是明朝建筑，还有的
意为清朝所建。大殿究竟建于
何年，几种意见争执多年，成为

难解之谜。直到 2011 年西王黑
村靳氏家族翻建祠堂时从地下
挖出一方石碑，碑文载大殿初
建年代为唐朝。

西王黑村为何为水母娘娘
建造宫殿，一个传说成为老人
烟袋锅下常讲的故事：据说，水
母娘娘是章丘枣园大站人，叫
刘三姑。幼年订婚张家。结婚后
婆母见她脚特别大，认为伤风
败俗，将其虐待。让她去河边挑
水，每日挑满十几缸。狠心的婆
母还专为她做了两只尖底的
筲。这样，一撂筲水就歪，刘三
姑挑水就没法歇息。除此之外，
刘三姑还要铡草喂马喂驴，推
碾捣磨，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
日子。一日，刘三姑挑水到村
头，来了一个骑马的男人，说马
渴了。三姑本是个好善的女人，
便让筲的尖底着地，肩担着筲
让马喝水。那男人非常感谢，就
送给三姑一条马鞭，让她把鞭
子放进缸内，一抽动马鞭水就
会满缸。那男人还说，马鞭沾足
水后对天空挥动，天就会下雨。

从那，三姑不用再去下河挑水，
而水缸却常满。后来，三姑的婆
婆看出了门道，说三姑是个妖
精，便派人追杀。三姑跑出大门
往东南方向逃跑，来到西王黑
村头时，又饿又渴昏倒在路边，
被该村靳老汉救起。刘三姑苏
醒后，见这里久旱无雨，土地干
裂、庄稼枯死。她便拿出马鞭伸
进水缸，然后对天空挥动，随即
阴云当空天降大雨。正在这时，
刘三姑婆家的人马赶到，要将
三姑捆绑。突然，一团云彩从天
上落下，云中有声音传出：“玉
帝圣旨，我们前来接驾水母娘
娘！”随即，三姑飘然上升，消失
在云层里。

原来，三姑的勤劳善良感
动了上苍，被玉皇大帝封神为

“水母娘娘”了。于是，人们便在
靳老汉的门前建殿，塑上了刘
三姑之像，供奉水母娘娘。刘三
姑的生日为农历七月初三，每
逢这天，枣园大站村的人们也
前来上供，敬奉他们的姑奶奶。
这个动听的传说，又把大殿推
向了迷离。

西王黑村历史文化悠久，
解放初期，西王黑村围墙还都
完整，高五米之余，宽两米左
右，上面可供人行走，还有“女
儿墙”对外瞭望。围墙有南、北、
东三个阁门，南门为主门。该村
与东王黑村一河相隔，一桥相
连，东门与东王黑村的西阁门
对望相接，遇到战事，可与东王
黑村联合防守。东阁门上有副
对联，上联是：聚族恒于思同沟
共井尚可念高曾垄亩；下联为：
托业犹如作食德服畴怎能忘家
礼书声。横批：紫气东来。南北
阁门的对联早已无处查找，只
能看到围墙和阁门的遗迹。

■行走齐鲁

章丘保留完好的唐代古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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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市古建筑很
多，有战国时期的古
山寨，宋朝的玉皇庙，
明朝的泰山行宫，还
有清朝的大士阁及玄
武庙、关帝庙、龙王庙
等等。保留最完好的
是唐代古刹，叫做“水
母娘娘大殿”。这是章
丘唯一的专门为水母
娘娘修建的古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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