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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曲径通幽

二月二，炒蝎子爪……
□曲征

狗年二月初二来临之际，
笔者回忆起童年时代的一段童
谣：二月二，炒蝎子爪，大娘婶
子给一把；二月二炒高粱，谁要
不给变豺狼；二月二炒豆子，谁
要不给小舅子……

那时生活水平不高，能吃
上几把蝎子爪也算是解了馋，
所以孩子们也把二月二当成了
一个不大不小的节日，二月二，
也就成了春节之后孩子们期盼
的第一个节日。

母亲对这个节日也是相当
重视，那一天，除了领着我找剃
头匠理发之外，就是给我们兄
妹几个炒蝎子爪。正月三十的

晚上，母亲就把黄豆放进一个
大碗里，倒上开水，水里放了盐
和茴香、花椒之类的香料，让豆
子在水里泡得鼓胀鼓胀的，
再捞出来晾干，然后就放在
大锅里面炒。炒之前，母亲还
要在锅里放一点猪油，这样
炒出来的豆子会格外香。有时
候，母亲也变换一下方式，就是
将晾干的豆子伴着沙土一起
炒，不放油，这样炒出的豆子又
脆又香，放进嘴里，咯嘣咯嘣直
响，很有滋味。

因为生活条件不一样，所
以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炒豆
子，买不起豆子的家庭，就炒玉
米，炒法很简单，将晒好的玉米
粒放进锅里，一边加热，一边不

停地翻动，等玉米粒出现微煳
时，就可以了。

二月二那天，同学们一大
早就装着蝎子爪来到学校，见
了同学，相互之间就换着吃，看
看谁家的最好吃。谁要是不给，
大家就用“二月二，炒蝎子
爪……”的童谣奚落他，直到他
拿出来为止。那时还有一个传
统，就是大家都把自家的蝎子
爪送给班主任老师，班主任也
不推辞，把手帕放在讲桌上，一
会儿手帕上就形成了一座蝎子
爪的小山，这座小山，班主任不
会独享，她总是和我们一起解
决掉。因为豆子不好消化，因此
二月二那天的课堂上，“虚恭”
之声不绝于耳，同学们笑，班主

任也笑，她说，看看，吃多了，肚
子不舒服，反抗呢！

童年时代只知道二月二吃
蝎子爪，但其来历、根由却不清
楚，长大了才慢慢知道，我国北
方有“二月二，龙抬头，蝎子、
蜈蚣都露头”的民谚，吃蝎子
爪是为了图个“挑龙头”、“金
豆开花，龙王升天，兴云布
雨，五谷丰登”的吉祥之意。
另外还有一说，过去，蝎子很
多，经常蜇人，人们特别痛恨
蝎子，就想办法诅咒它，所以
人们就把炒豆子当作炒蝎子
的爪子，咒它不能爬行、无法
蜇人。据说，吃了蝎子爪之
后，就不会被蝎子蜇，即使蜇
了也不会痛。因为二月二常常

与惊蛰节气连在一起，而惊蛰
之后蝎子就开始蠢蠢欲动，所
以那一天炒蝎子爪，也是对蝎
子的一种警告。

随着社会的发展，蝎子爪
的种类不断增多，其队伍也不
断壮大，爆米花、大米花、拔丝
花生仁、拔丝瓜子仁，也都成
了蝎子爪队伍的成员。并且
一到二月二，集市上、超市里
就 摆 满 了 各 种 各 样 的 蝎 子
爪，咸的、甜的、脆的、酸的，
各种滋味应有尽有。如今已
经很少有人自己炒蝎子爪了，
大多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回家，
慢慢享用。

(作者系济南市长清第五
中学教师)

□文/片 赵福平

字迹隽永的清代
嘉庆石方碑保存完好

在东赵村坦富路与老当街
的十字路口处，有一座非常显
眼的小庙九圣堂伫立在这里，
现在的小庙由一座起脊的小屋
和一座石方碑组成。这方石碑
体积较大，宽约1米8，高约1米
5，坐北向南，青石制作，顶帽、
耳石、碑芯、基座四部分构成了
一座完整的石方碑。碑上的字
迹端正隽永，清晰易识。上面的
碑文是这样的：

“重修九圣堂记
且昔先王以神道设教神也

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不为建
庙塑像，则神无所棲，不能尽慎
竭诚则神难如在是，可知神之
灵亦灵于人心一念之敬耳。是
邑为清亭郡，清亭之南其地多
山，山尽有峰，峰间林壑尤美，
望之蔚然而深秀者，北坦也。余
雅爱登高，偶步之绝顶，四望所
向旷如见夫是乡之中，宫观巍
然，山色相围，而出其间佳木繁
郁，苍苍此诚为游览处也。降往
观焉，为勤朴斵(zhuo)者有之，涂
丹护者有之，始知工人绘画黝
(you)亚者为。九圣堂创建自昔由
来旧矣，但因风雨损毁不能待于
辅葺。今有首事人赵乐贞、顾玺
(xi)等纠合乡众各输资财，毅然
以重修为己任，诚盛事也，未几
功成告竣辉煌掩映。有族侄讳
英者，求余为文，未读百众书不
敢妄谈，况夫神之为德有未易
以言语形容者乎。是为记。

登仕郎赵乐贞
大清嘉庆二十五年”
由于碑文是文言文，没有

段落，没有标点符号，加上好多
繁体字、生僻字，原文晦涩难

读，笔者将其译成现代语言：
“重修九圣堂记
过去，先人让聪慧的道人

用来传授神灵，对神奇的万物
来说，不建庙宇，不塑神像，则
神灵没有栖息之地。如果不能
够尽心谨慎，诚心诚意，那么神
灵很难留住在这里。由此可知，
如果想让神的魂灵更加灵动，
那就在于人心对其有专注的敬
仰。现在的长清县城过去属于
清亭郡，清亭南边的地方多山，
山的尽头有比较高的峰岭，山
峰之间的草木沟壑特别俊奇。
看到林树葱郁茂盛，山川幽深
秀美的地方就是北坦山。本人
平时喜爱登高望远，一次偶然
的因素走到一座山岭的最高
处，向四周看去视野极为开阔。
只见在乡野村舍中，有一处庙
宇巍然屹立，四面群山环抱的
这里，高大秀美的树木浓荫蔽
日，生长繁茂。绿色苍苍的这个
地方实在是处游览的胜地。于
是，我从高处下来走到这所庙
宇前，观看那些勤劳朴实正在
干活的人，有的正在为施工中
的庙宇砍削木料，有的正给那些
已做好的塑像描彩保护，看到这
些我才明白这些干活的人员因
为辛勤劳作的缘故，皮肤几乎都
被晒得比较黑了。九圣堂在过去
创建，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因
为风雨侵蚀的原因而损毁严重，
再不及时修葺就有倾塌的危险。
现在有庙宇修缮的组织者赵乐
贞、顾玺召集众多乡亲汇集钱
物，毅然以带领大家重修这处
庙宇为己任，这实在是一件大
赞特赞的盛事。现在工程虽然
还没有完全告竣，但难掩庙宇
的辉煌壮观。眼下族家一位叫
英的侄子让本人为重修这座庙
宇写篇文章，本人读的书不多，
不敢妄言，更何况我的境界水
平还不能轻易地用言语形容表

述神灵。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
就算是为这件事情的记述吧。

清代嘉庆二十五年(公元
1820年)

登仕郎(掌管户籍等职位
的文官)赵乐贞等”

曾罕见地供奉着
北宋九位皇帝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了解
到，东赵村九圣堂由来已久，至
于最早建于什么朝代没有记
载。嘉庆年间重修后的九圣堂
为一座三开间的单体硬山建
筑，长10米，宽6米，前有出厦，
砖石混构而成。堂内北边供台
上供奉着宋太祖、太宗、真宗、
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
钦宗九位皇帝的牌位。之所以
供奉北宋这九位皇帝，是因为
东赵村赵家先人赵彦良，为宋
太祖赵匡胤弟弟赵匡美的后
代，所以赵家后人就把有一定
血缘关系的九位宋帝供奉在九
圣堂内了。这种供奉关系，在一
般的乡下是极其罕见的。

在九圣堂西南不远处，生
长着一棵粗壮的汉柏，得两个
大人和一个孩子同时手拉手才
能围起来，这棵汉柏身子略向

北倾斜，树冠巨大，虬枝如龙。
在九圣堂的东北位置还有一棵
唐槐，中间已空，但仍枝繁叶
茂。这两棵古树浓荫蔽日，几乎
把此段的大街及九圣堂给遮盖
得严严实实。

从汉柏再向南两步远，建
有一精美的石钟亭，钟亭向东
为记述重修九圣堂的石方碑，
石方碑的正南则是一东西方向
的庙子坑，坑的西边靠墙地方，
放有一块类似太湖石的多孔镇
街石。庙子坑北沿上方还立有
石料站碑数座。

除石方碑外，其他
建筑踪迹全无

九圣堂古建筑群落在上世
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还是非常
完好。正如“成其一念，毁其众
理”所说的，九圣堂受劫难，几
乎一夜之间，主体建筑、石钟亭、
所有的石竖碑被毁。到了七十年
代初，已有两千多年树龄的汉柏
被人砍掉造船，七十年代中期，
生命力顽强的唐槐被人夺去了
生命。八十年代初，为了拉拽高
压线杆，镇街石被缀在庙子坑
内。到了八十年代末，为了有利
于交通的缘故，庙子坑便逐渐被

土石填平。至此，古色古香，林木
茂盛的九圣堂除大难不死的石
方碑外无影无踪了。

2000年前后，村民将伤痕
累累的石方碑进行了加固维
护，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石
方碑断成两截的西段碑帽用水
泥重构，并在石方碑后重建了
九圣堂小庙。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些关乎长清美丽山
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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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奉过九位皇帝的九圣堂
从济南市长清城区出发，沿220国道南行大约15公里的地方有

座山岭叫黄山头，再从这儿走一条叫坦富路的乡间水泥道，向南不
远就会走进一个古老的村子，这就是坦山最北端的大赵庄，历史上
称北坦山庄，也就是今天的东赵村。

有近200年历史的石方碑和后面重修的九圣堂小庙。

石方碑上俊秀的楷体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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