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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卧龙龙榻榻””的的传传说说
小说连载

在章丘市绣惠镇茂李村有一块石头，人称“卧龙石”，也叫“卧龙榻”。说起这个“卧
龙榻”，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其实就是一块长方形的大石板。但是这样的石板在村子
周围及附近确实不多见，再加上多年来流传着朱元璋与这块石板有着一丝的联系，故
而又增添了些许神秘之感。

茂李村不大 历史挺悠久

茂李村地处章丘市区
北部，在绣惠镇的东部，距
离市区约十公里，距离镇
政府所在地约三公里，是
个不很大的村庄。但村子
建立的时间比较早，李家
族谱上有着明确的记载，
是在元代至正二年（公元
1342年）李姓的始祖李深从
河北枣强迁来，至今已有
6 7 0多年的历史了。村里最

出名的就是李家祠堂（现
为村委会办公地点），也是
至今为止章丘市及周边地
区保留最为完整的宗祠之
一，建于清咸丰初年（1 8 5 5

年左右），距今已有 1 5 0多
年的历史。特别是近年来，
前来参观、考察的外来客
络绎不绝，就是周边的乡
邻也经常光顾，常常成为
村民津津乐道的谈资。

□刘曰章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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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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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锁大爷爷的去世，给金家人的打击
无疑是无情和残酷的。大奶奶一天到晚地
低着头忙着做事，也不哭也不闹，只是一
个冬天都不曾开口说话，反倒是金锁奶奶
一想起叔伯哥来就抹眼泪，引得金英和金
巧哭声不断。

金家的长女金英长大了，出落成了方
圆十几里地界最漂亮的山妞儿。高高的个
子，清秀脸蛋儿上一笑就露出两个浅浅的
酒窝，迷倒了四里八乡的小伙子；更重要
的是金英还和爹学会了刷布的手艺，像是
纺线、织布等各式女红更是样样精通，上
门提亲的媒婆开始踏门了。

转过年来，暖春来了。泰山军分区拨
给章丘县七个人、七支枪，成立了县大队。
高家峪的民兵又推举金锁爷爷，接任了高
家峪村的民兵队长，县大队在高家峪村常
驻起来。鬼子自从扫荡完撤兵以后，只在
垛庄据点留了一个小队的鬼子带着二十
几号汉奸龟缩在炮楼里不大敢出门了。

老百姓逐渐胆子壮了起来。石榴花飘
香的五月，章丘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高家峪
村还创办了一所抗日小学。金锁背起书包
进了学堂，金家有了第一位文化人。让金
锁高兴的是翠花还和他成了同桌，两人成
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翠花爹和金龙也乐
意两个孩子在一起，俩人就青梅竹马地在
一起长大了。

到了伏季六月天，翠花和金锁有一次
在上学的路上突遇洪水，一人高的浪头夹
着山石、树木汹涌地冲荡过来，片刻工夫
就把金锁和翠花冲到了下游的巴漏河里。
两个孩子紧紧抱在一起，在疯狂浑浊的洪
水里挣扎着，金锁努力地向岸上看山水的
人挥手呼救。

东山村有一个叫二门的汉子，看到险情
后，冒着生命危险，跳到河里把两个奄奄一
息的孩子救了上来。事后，金锁把二门拽到
家里来让爹和爷爷请他喝酒，老实的二门红
着脸憨憨地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傻笑。

金锁爷爷问起了二门家里的情况。
二门说，家里爹娘都在。老爹做了一

辈子石匠，花尽所有的积蓄都买成了30多
亩山地，所以家里吃饭没问题。

金锁爷爷说：那你娶家室，有孩子了
吗？

二门更是羞红了脸，低声说：“俺老实，
没姑娘瞧上俺，这不快三十了，还没娶上媳
妇！”

在一旁沏茶倒水的金英看着憨厚老实
的二门端详了起来，金龙在一旁看了后会心
地笑了。实在的二门酒足饭饱后晕乎乎地被
金龙送到村口，金龙握着他的手说：“兄弟，
我妹子金英是咱这片儿数得着的好姑娘，回
家后你和你爹娘说说，托媒人来提亲吧！”二
门嘴上叫着哥，高兴地走了。

第八节

金英出嫁时

无极道来了

一个集空过后，二门家托的媒人上门
了。二门家家境算是厚实，媒人带了两只
羊、两只鸡、一匹布的进门礼，兴冲冲地进
了家门。金锁爷爷正蹲在椅子上喝着高粱
粥，金锁大奶奶和二奶奶在纳着鞋底，金
英和金巧在刷锅洗碗。爷爷一看媒人这阵
势，心想一定是给金英提亲来了。连忙作
揖请媒婆坐下，请金英上茶。媒婆李婶倒
是嘴上麻利，先是对金英一阵天仙儿、玉
人儿地猛夸，然后就抿着嘴不说话了。大
奶奶一看明白了，说李婶啊，你给我们家
金英保的一定是好人家，俺得谢谢你啊！
你看，我家喂了一群鸡了，走时你就把羊
给俺留下，把鸡抱回去你喂了吧！

李婶一听，噗哧一下笑出声来，我早
听说金家大掌柜的撇下的媳妇儿精明能
干、嘴上利索，今天我是见识了！我是逗你
们玩呢！我说的这个小伙子，已经在你家
吃过饭还喝过酒了，你们想想是谁？金家
人一愣，还是金巧机灵，说：“你说的是二
门哥吧！他救了我侄子金锁的命，人又老
实，家里还有30亩地，我姐背地里光说他好
呢！”这话一出口，满屋的人都乐了，就是
金英红着脸不出声。 （未完待续）

□隗学芹

风悄悄地吹过窗台，淡
绿印花的窗帘轻微摆动，我
才发觉风有时轻柔如少女。

宽大的窗台铺满晕黄
的日光，把手放在上面，感
受秋阳渐渐地暖。那一捧山
菊花，插在青花瓶里，溢着
浓烈的香，演绎岁月流痕。

窗台右侧，摆满了鲜红
的小辣椒，一捧一捧得艳在
日光里。那红，长久曝在日
晒 里 ，依 然 是 奔 腾 的 烈 焰
色。我喜欢它那样妖冶的色
彩，激情，热烈，如同青春的
心。

将胳膊肘支在窗台，托
腮凝视楼外来往的路人。挎
着男友胳膊撒娇的小女子，
一颦一笑里嫣然；男友憨憨
的 笑 里 ，把 心 意 弯 在 深 眸
里。蹒跚走过的大娘，提着
一小把青翠鲜嫩的油菜，舒
展着笑纹，和相识的邻里打
着招呼。而那老伴，则在前
面静静等待。还有啊，那蹦
跳着欢快地跑着的孩子，全
不顾妈妈一连声的责怪，在
路上颠颠地跑着，急得妈妈

一把抱起，似在说着车多危
险的话。

夜色张开网，楼宇、街道
都被这张网收进去了。冷风
渐起，飘在风里推销丝巾的
声音依然清脆。关上窗，蜷进
沙发，揉一下硌疼的手肘。沙
发旁，金钱树肉肉的叶子亮
在柔黄的灯光里，有一枝太
高了，被厚重的叶压弯了下
来。轻触它厚厚的叶，很丝
滑。又想起被我抛弃的那只

小龟，晚上没了它搅动的水
声、攀着盆壁划动的沙沙声，
屋里是落寞的静寂。不过那
些鱼倒幸运了，在水缸里快
活地游着，一会儿集体向左，
一会儿又集体俯冲向缸底，
排列整齐，行动一致，好像给
我操演队列。是感激我让它
们没了生命的困扰吗？圆形
的鱼缸将它们的身体放大了
好几倍，看着它们的“操练”，
一丝快乐漾在唇侧。

捧起沙发上的书，将自
己沉在大仲马诙谐的故事
里，感受着久远年代的历史
云烟，一切都融在一种悄然
的寂静里。我站在历史的云
烟 深 处 ，看 着 那 些 刀 光 剑
影，看着辚辚驶过的马车，
一页一页翻动岁月的影。

正沉浸书本，手机屏幕
一闪，你来了，真好！看着划
过夜空的星子传递过来的那
些图片，心里好激动！那是好
多人送你的签名赠书，好羡
慕你！有几本竟是张贤亮老
师的，那苍劲的签名好风骨！
张老师仙游了，而他遗世的
书更“身份高贵”了。那些书
会想到自己也如“向日葵”那
般，在后世的云烟里身份一
下如此尊贵吗？你精心保留
着这些作品，你们之间才子
相惜的深情，感动着我，感动
着这个寂寂的夜晚。

“ 看 书 吧 。”“ 嗯 ，看
书。”静静的夜晚，沉在书香
里，惬意舒适。灯光柔和曼
妙，窗外渐静的街道演绎着
夜的深沉。心在书里柔软起
来，只是，一道温暖的风景
长久亮在心扉。

石板长两米 睡过朱元璋

这块“卧龙榻”现在就
保存在李家祠堂内，长度2

米左右，宽度大约1 . 2米，厚
度在20厘米左右。在石板的
一端有一个直径大约1 0厘
米的圆孔，周边已经磨得非
常光滑，据说是朱元璋拴牛
用的。石板表面已经严重风
化，历经多年。石板的一侧缺
少一个斜角，据说是朱元璋
称帝后，石板的一角腾空如
飞龙，朝着朱元璋的帝都飞
去，既带去了吉祥和祝福，也
带去了护身符，保佑朱元璋
平平安安。大家可能会说茂
李村怎么会和朱元璋扯上关
系，别不信，还真就扯上了，
而且一传多年都是如此，
不由得你不信。

其实这块石板最初的
存 放 地 点 是 在 村 外 石 桥
边，那时河水流淌不息，河
边青草满地，垂柳依依，一
派田园繁华景象。朱元璋
在河边乘凉，柳树下放牛，

尽管生活困难，但还是比
较惬意的。村中老人谈起，
当年朱元璋从军之前，讨
饭路过此地，曾经在村子
里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长
工，主要就是替人家放牛。
在放牛时朱元璋就经常躺
在这块石板上休息，睡觉
时 把 牛 拴 在 石 板 的 圆 洞
里，对牛也放心。石板上的
朱元璋四肢舒展，颈下枕
着放牛的木杆，自然形成
了一个“天”字形，其中隐
喻着朱元璋本来就是一个
帝王之才啊。后来的应验
就说明了一切，离开村子
后朱元璋带领农民军推翻
了元朝，建立了大明朝，登
上了帝王之位。

因为村民常常想起朱
元 璋 曾 经 躺 卧 休 息 的 石
板，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卧
龙石”，后来经过文人的点
化，就改成了现在文雅的
名字“卧龙榻”。

日日 子子

▲传说中的
“卧龙榻”。


“卧龙榻”
的圆孔。

流淌不息的
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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