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从梁山下来去机场，本
来买了8个烧饼，打算带回去
的，忙着赶路午饭来不及吃了，
一路吃了6个梁山烧饼，太好
吃了。结果，只能带回去两个
了。烧饼，作为一种古老的汉
族传统面食，在我国的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
烧饼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春
秋战国时期。

梁山县，位于山东省济宁
市。梁山泊烧饼，以其独特的
风味，成为我国烧饼文化的一
朵奇葩。

相传，在北宋时期，梁山
有一位名叫石秀的烧饼师傅，
他做的烧饼深受人们喜爱。
为了表达对梁山好汉的敬意，
石秀特意做了一种“梁山泊地
图”烧饼，口感酥脆，馅料丰
富，味道鲜美，逐渐流传开来，成为梁山特色美食。

梁山泊烧饼，传承了古老的制作方法。先要选
用上等面粉，和面、发酵、揉面，制成面团。将面团
分割小块，包入不同的馅料，比如红豆沙、红枣、花
生等。然后贴在炉壁上，用炭火慢慢烤出金黄色，
用特制的工具取下，保持酥脆口感。

梁山泊烧饼，外皮酥脆，内里鲜嫩，一咬下去，
满口浓郁的芝麻和面香，让人回味无穷。而那层酥
脆的外皮，更是让人欲罢不能。每一口都能感受到
层次分明、酥脆可口的美妙。

丰富的馅料有肉、菜、豆沙等多种选择，适合不同
人群的口味。肉馅鲜美多汁，菜馅清爽可口，豆沙馅
香甜细腻，每一种馅料都与酥脆的外皮完美融合。我
最喜欢的，当属红豆沙馅，还有红枣馅、花生馅、五谷
馅等。梁山泊烧饼的味道，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对于远在他乡的梁山人来说，更是一种难以割
舍的乡愁，是他们对家乡最深刻的记忆。梁山泊烧
饼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梁山文化的一种体现。在
当地，烧饼不仅仅用于日常饮食，还常用于招待客
人、庆祝节日等场合。特别是在梁山婚礼习俗中，
烧饼更是不可或缺的美食。在婚礼当天，新婚夫妇
向亲朋好友分发梁山泊烧饼，寓意着幸福美满、早
生贵子。品尝梁山泊烧饼，不仅感受了美食的魅
力，还能体会到梁山泊地区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气
息。 ■采风 摄影

梁
山
烧
饼
的
味
道

江
西
吉
安

梁
路
峰

1705年春暖花开的时节，康熙再次南巡，途
经曲阜孔庙行“君王大礼”拜过孔圣人之后，又绕
道中都（今汶上县）叩拜了叔梁纥，之后便支开随

从，独自一人在中都微服私访。至于康熙帝为何
每次南巡时绕道中都，众人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康熙帝早有耳闻，自己流落民间的十四姑
恪纯公主就在中都，但碍于皇家面子，不便派
兵寻找，只好只身前来。

原来，吴三桂镇守西南时，朝廷因其身为
汉人而放心不下，为笼络人心，便将恪纯公主
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还把吴应熊留在京城
做官，实为软禁。吴三桂父子心知肚明，但只
能把话咽到肚子里。

转眼之间，恪纯公主生下孩子已经百日。
吴三桂便瞅准机会传书朝廷，为了让孙子早日
接受孔孟之道，恳求恩准吴应熊移家曲阜，康
熙爽快地应允下来。

不承想，吴三桂反叛心切，在吴应熊到达
曲阜20多天后便向朝廷造反。

朝廷出重兵平叛，不多日便将吴应熊擒获
并处死。年纪轻轻的恪纯公主，一夜之间成了
寡妇，心灰意冷之余，偷偷托人把孩子送入京
城，便与一位商人私奔，辗转来到中都城南的
偏僻村庄。

恪纯公主和商人隐姓埋名，搭起两间茅草
屋，过着提心吊胆的苦日子，一过就是数年。
商人眼见看不到奔头儿，离家出走，恪纯公主
再一次成了活寡妇。康熙有心派人寻找并接
回十四姑，又恐辱朝廷声威，只好借微服私访
来中都寻找。

苦苦找寻之下，康熙终于见到了十四姑，

全然不顾君臣之礼，相拥而泣。不觉已近深
夜，只好在附近找了一家小客栈，让皇帝屈尊
暂住。店掌柜见来者财大气粗，左一声“黄四
爷”，右一声“黄四爷”，也没少赚四爷的银子。

回京后的康熙，还是下了决心，黄袍加身，
风风光光地来中都接回了恪纯公主，还派皇宫
大内四处擒拿，将那商人秘密处死。

经此事件，中都地界上康熙皇帝住过的小
小客栈，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向往的福地。高官
富商慷慨解囊，就为来小店儿住上一夜，沾沾
皇家贵气儿。客栈老板十足的机灵，尽兴宣
扬，还挂出了“康熙驿站”的大红招牌。

此事惊动了县太爷，立即前往客栈查看，
生怕此事得罪朝廷，引来杀身之祸。当即下令
掌柜撤下大红招牌，但“康熙驿站”的名号已令
人过目不忘。久而久之，都忘记了小客栈所在
村庄的名字，众口一词地将此地称为“康驿”。

时过境迁，当年的小村庄已经成为济宁市
汶上县的著名乡镇，位于105国道东西两侧，
由“康熙驿站”而来的“康驿”地名，也从来没有
更改过。

■图为今康驿镇康达社区 李秀明 摄影

因康熙驿站而得名的康驿
魏朝凯

地名杂坛

1974年8月，我们打起背包，挽起裤腿，雄
纠纠、气昂昂地来到金乡县城北的英雄故乡王
杰村，开始了长达4年的插队生活。

王杰村有4个自然村，划分6个生产队，总
人口900多人。我们36名知青分在6个小队，
我被分在180多人的6小队。我们的到来，给
王杰村带来了青春的活力。

十七八岁的年纪，在家没做过饭，自己做
饭吃就成了第一道难题。房东大婶看我们不
会做饭，就把自己家做好的饭菜拿来给我们
吃。但为从根本上解决吃饭问题，她又开始手
把手教我们和面、蒸馒头、擀面条、炒菜等。我
们从不会做饭，逐渐成了会粗细粮搭配做面
食，煮饭、炒菜的小能手。

“早起三点半，地头两顿饭，田间学理论，
夜里加班干”，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有一年春
节，因大干快干与时间赛跑修水渠，大年初一

没放假。每逢佳节倍思亲，晚上我们几个商定
还是回家看看。就步行回家，在家呆了几个小
时，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家人，迎着凛冽的北风，
看着天上的星星返程了。天刚蒙蒙亮，我们的
身影就出现在水渠工地上。

每天早晨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天空中还
弥漫着淡淡的晨雾，我就起床了，挨家挨户收
尿肥。挑着20公斤的粪桶，摇摇晃晃地往返
于村庄和田间。村民们都说，就是农村的孩子
也做不到，真的了不起。

每逢冬季都有挖河任务，我和男青年一
样，积极报名参加。工地离村大概有三四公里
路的样子，每天天还不亮就要上工。妇女能顶
半边天，男同志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到。

工地上，女青年们架起推车，顺着拖拉机
的牵引绳，从河底往河坡上推，一干就是一
天。手冻肿了，脸上长了冻疮，也从不叫苦叫
累。房东大婶看到我又红又肿的双手，心疼地
缝了一副棉袖筒送给我。接过袖筒的那一刻，
我的眼睛湿润了，看着她那慈爱的眼神，天气
虽然很冷，手脸也阵阵地疼，但心里暖暖的、热
热的。

下乡第二年的冬季，奎星湖清淤，在没有任
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大家都不甘示弱地跳入
河中，挥锨挖泥，干得热火朝天。毕竟数九寒
天，不一会儿就冻得打哆嗦，上岸时两腿青紫。
回到家里，老母亲看到了，心疼得流下了眼泪。
那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的膝关节还时常隐隐
作痛，回想起来可能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有一年麦收，我刚学会开拖拉机，就在场
里拉着石磙碾轧麦子，兴致来了，就直接开着
上路，去地里拉麦个子。当时拖拉机挺稀罕，
小孩子们见了，争先恐后往上爬，我还挺得意。

开到一个水坑边的时候，心里一慌，方向
盘不听使唤地向反方向打去，拖拉机直接冲向
坑塘。孩子们见状，纷纷往下跳。还好，一棵
大树挡住了去路，拖拉机才熄了火。

闻讯赶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邢永奎，严厉
地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不是这棵大
树，后果不堪设想，以后千万要注意。”话语中
透着的都是对我的爱护，没有多少责备的意
思。从那以后，无论做什么，我都会三思而后
行，再也不鲁莽行事了。

在王杰村的那段岁月里，我们从各个方面

得到了锻炼，学会了插地瓜、割麦子、打场、扦
谷穗、掰玉米、犁耙地等各种农活。我们还成
立了知青宣传队，利用空闲时间编排节目，为
村民们演出，以丰富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我
还有幸成为了英雄王杰纪念馆的讲解员，从英
雄的事迹中汲取营养，在思想上、身体上磨炼
了自己。

因为表现突出，下乡不到一年，我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我心
里格外激动。举起右手，握成拳头，庄严宣誓，
那铮铮誓言激励着多少党员，在急难险重的任
务面前，勇往直前，勇挑重担。

1976年8月，我自愿报名去更艰苦的村队
接受锻炼。受组织委派，我们一行8人知青组，
在带队干部的率领下，来到了当时城关公社北
大门的十里铺。我担任了十里铺大队的党支
部书记，开始了又一段新的岁月……

■刘帝恩 摄影

我在王杰村的岁月
金华

故里钩沉

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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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我家乡

济宁市区西南，古有一片海子，今人称古
南池，再现天池由来之神话，九龙给水之景象，
王母阁楼之风月，往来者无不耳目一新。天池
碧波荡漾，清澈见底，荷莲飘香，恍若仙境。它
的来历还需从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时的故事
说起。

相传很久以前，造人之神女娲成了首领，
水神妒忌，想取而代之，故挑衅女娲。那水神
人首蛇身，性情凶残，难以对付，女娲派能征善
战的火神前去迎敌。

水火不相容的二神互不相让，各显神通。
那水神终究未能战胜火神，恼怒得嗷嗷直叫，
一头撞在西北的不周山上，把山撞倒了。那不
周山原来是撑天的柱子，这一倒，天就塌了一
个大窟窿。

天河之水倾泻而下，溅起的浪涛溢向四
处。其中一滴有尾巴的大水球，风驰电掣般地
砸落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一片不方不圆的水
池。水位下降时，天池中心以北显露一座岛
屿，形似琵琶，被天河之水环绕。这天池位于
老济宁城南，老辈人都叫它“天池”，也称“南
池”。

撑天柱倒后，大地遍及水泊，一望无际。
天河水淹没了田地、牲畜和房屋。龙、虎、豹、
狼之类的猛兽，也跳出来残害生命，黎民百姓
水深火热。女娲看到她的儿女们遭到灾难，心
里万分难过，为救苍生，先将中原地带兴风作
浪、危害人间的黑龙驯服，赶跑其它猛兽，又率
领人类与洪水抗争。

女娲知道水是从天洞里流下来的，所以要
设法补天。她四处奔波，采集了多种不同颜色
的石子，烧了七七四十九天，熔成多色岩浆，补
好了天的窟窿，百姓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南池周边已是树木
茂盛，百鸟争鸣，东侧平地崛起了一座气势宏
伟的红色楼阁，这阁楼也很有说头呢。

传说王母娘娘的7个女儿耐不住天宫寂
寞，趁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处理天宫之事，偷
偷溜出天宫，假传天令骗过南天门的守门官，
私自下凡，悄然飘落到人间。

她们游山玩水，不亦乐乎，大仙女怕游玩
时间太久被父母发现，急忙招呼妹妹们回天
宫。在凡间还没玩够的小仙女，还没有回转的

心思，嘴里答应着，慢慢跟在姐姐们的后面，不
知不觉离6位姐姐越来越远，又回凡间中原一
带继续游玩。

6位仙女到达南天门，守门官告诉她们，王
母娘娘已在宫中等待多时，仙女们相互推搡，
谁都不想排在前面先见母亲，况且七妹又没有
跟来，更是惹了大祸。回去寻找七妹已来不及
了，只好磨蹭着叩见母亲。

当母亲问起小仙女时，6位仙女无言以对，
不得不道出实情。王母娘娘双眉倒竖，怒目圆
睁，这是违反天条的事，一旦玉皇大帝知道了
就是死罪。本想派6位女儿下凡寻找七妹，生
怕再有一去不归，更是无法向玉帝交代，于是
将6位仙女交给天兵天将看管，亲率金童玉女
和侍女琵琶仙女下凡，寻找七仙女。

炎夏，王母娘娘由金童玉女和侍女琵琶仙
女服侍，驾祥云到中原上空。王母深知小女贪
玩，每至风景秀丽处则按下云头。可是，向地
面一看，河水已断流，禾苗已枯萎，大地干裂出
许许多多的口子。王母娘娘不解地自问，此等
宝地竟有如此旱灾，立即唤金童玉女化作兄妹
打探缘由。

原来，女娲驯服的那条黑龙，本已潜到了
南池，为一方百姓供水。中原这一带年年风调
雨顺，南池周边数十里的万顷良田均靠这个水
池浇灌。

自从这年二月二日以来，因一户百姓盖
房，挖地基打夯震怒了正准备抬头的黑龙，原
本暴躁的黑龙从南池内腾云而起，用尾巴扫向
这户人家，竟使这家主人下肢瘫痪，抬头困难，
整个村庄百姓吓得磕头谢罪，乞求黑龙的宽
恕。

可是，黑龙在一阵电闪雷鸣之后，腾云西
去再也不曾回头，水池一下子变成了涓涓细
流，良田颗粒无收，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多次求雨均未如愿。人们请来一位很有名气
的和尚做法，也无济于事。至今，南池一带还
流传着二月二龙抬头这天盖房不打夯的习俗，
恐怕震怒了龙王爷。

大旱夹杂着大疫，烈日炎炎的夏天，被病
魔缠身的人们，病死无数，再过些时日，就有毁
灭的危险。王母娘娘是消灾灭祸之神，哪有坐
视不管之理，即刻召见4位龙王，赶快解除旱

情，并捉拿黑龙，同时让金童玉女为人们治疗
瘟疫，令琵琶仙女修复庄稼及花草树木。

霎时，天上缓缓下起了雨，旱情解除了，花
草树木及庄稼恢复了原来的茂盛，泉水喷涌如
初。王母娘娘见南池里的水清澈见底，说：“咱
们沐浴吧。”金童玉女高兴地笑了起来，因为他
们早有此意。

玉女和琵琶仙女问：“怎么洗？”王母娘娘
明白她们的意思，就对金童说：“金童，你到池
子北侧尽头去洗。”对玉女说：“你到池子东侧
靠北的地方。”对琵琶仙女说：“你到东侧的池
子去洗吧，离我近些。”

琵琶仙女将琵琶放在南池中间的岛上，把
莲花瓣、香草放在王母娘娘沐浴的池中，随后
莲花满池，清香弥漫，沁人心脾 。从此，金童沐
浴的池子叫“金童池”，玉女沐浴的池子叫“玉
女池”，琵琶仙女沐浴的池子叫“琵琶仙池”，王
母娘娘沐浴的池子自然就叫“王母池”了。又
将琵琶岛颈部左右两侧的池子，分别叫作“白
莲池”和“香草池”。

沐浴后，在池边上等待4位龙王的禀报。
天色已晚，天气仍然闷热，金童玉女为王母娘
娘找了个地方乘凉，后人在此造亭称“晚凉
亭”。王母娘娘刚刚清静了一会儿，就问：“我
们这次下凡人间干什么来了？”想起小仙女儿
就有些不放心，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啊？

王母娘娘叫金童玉女继续寻找小仙女的
下落，自己与琵琶仙女等待擒拿黑龙的消息。
半个时辰过后，4位龙王将黑龙捉了回来。王
母娘娘一看是女娲驯服的那条黑龙，便问：“是
你？”黑龙见到娘娘立即跪地求饶。

原来天塌一个洞时，黑龙跳出来做过伤害
百姓的事，被女娲驯服后藏在南池水底，为一
方百姓出过力。这次百姓打夯震着了他，才又
为害百姓。黑龙向王母娘娘承诺，以后绝不敢
再做伤害百姓的事了。

王母娘娘见黑龙确有悔改之意，况且二月
二龙抬头，是上天的意思。于是，下令让黑龙
留在这水池中，兴云降雨，消难赈灾，将功折
罪。还命就近湖泊及河流的8条龙镇守该水
池，使池水永不干涸，并保证周边甚至中原大
地风调雨顺。

为防黑龙再做坏事，或“人多不干活，龙多
不下雨”，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放在水池
的岸边东侧，令9条龙见金簪如见王母娘娘，须
和衷共济，造福一方。从此，当地百姓家家五

谷丰登，六畜兴旺，安居乐业。
后来，百姓为念想9条龙做的善事，在南池

西侧建立了龙庙，在水池西南侧塑造了九龙并
肩给水的石像。老辈人为纪念王母娘娘的功
德，筹资在王母娘娘放置金簪处修建了一座4
层的“王母阁”。阁内塑有王母娘娘的神像，那
金簪依旧保存完好，成了镇阁之宝。

王母娘娘处理妥当黑龙之事，金童玉女正
好前来禀报，寻找小仙女时发现一位青年书
生，心系百姓，听说这里大旱无雨，从济宁西方
只身而来，有成仙的造化，遂与王母娘娘找此
人看个究竟。

瞬间到达青年书生住处，见书生正在研
学，不乏仙人之气。王母娘娘有招此人成仙之
意，叫金童变成路人上前搭话，称路过此地，天
热讨口水喝。

这位书生打量一下金童，只见他头上戴有
一顶网套，穿补丁粗布上衣，脚踏平底布鞋，眉
间有着阳刚仙人之气，便说：“稍等。”转身去屋
里，用笊篱在水缸里淘了一勺，送到金童面
前。金童摘下那顶网套接住，说声：“谢谢！”

书生回到院中，止步不前，惊奇地心想，我
用笊篱盛水，他用头顶的网套接水，这不是仙
人吗？“啊”的一声，笊篱落在了地上，转身急步
到门口，讨水者不见了踪影。

王母娘娘隐身一旁看得清清楚楚，断定书
生悟性迟缓，尚需修炼。这位书生与仙有缘无
分，后来常救难于百姓的事传开，人们尊他为
圣人，立祠堂于南池园内。

王母娘娘、金童玉女、琵琶仙女驾云继续寻
找小仙女，终于在青州城北云门山上发现了
她。本想寻着小仙女，立即带回天宫，可是看见
她与董公夫妻恩爱的样子，不忍心拆散，何况他
俩有了一个孩子呢。天上一日，人间一年。

王母娘娘很是为难，玉皇大帝得知后大
怒，派天兵天将把小仙女押回天宫看管了起
来。小仙女思念董公和孩子，整日以泪洗面。
心地善良的琵琶仙女，弹琵琶为其解愁，以消
思念之苦。

数年后，又有此事。玉皇大帝的外孙女，
在人间碧莲池游玩，留在人间与牛郎成亲，并
育有一双儿女。王母娘娘因将金簪留在南池，
用银簪画了一条银河将其隔开，不许牛郎织女
见面。

琵琶仙女求情被拒绝后，弹奏一曲《鹊桥
相会》，引来无数喜鹊在银河两岸搭建鹊桥。
琵琶仙女再次恳求王母，恩准牛郎织女每年见
上一面，王母娘娘只好应允。

每年七月七日，琵琶仙女就会弹起《鹊桥
相会》的曲子，提醒喜鹊们按时在银河上架桥，
好让牛郎织女相见。王母娘娘虽然答应但天
命难违，琵琶仙女永远被罚下界，化成南池中
的琵琶岛屿，叫“琵琶屿”。

每年七月七日这天，未婚男女在王母池荷
花侧畔或莲花池旁，就能偷听到牛郎织女窃窃
私语，遇到雨天还能听到织女的哭泣声呢。铮
铮清脆的声音，就是琵琶仙女为唤来喜鹊们弹
出的琵琶声。

后来，南池周边村庄及微山湖畔仿做琵
琶，就是为纪念琵琶仙女。

每逢佳节，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成群结队
到南池游玩，倾听着神仙们的传说故事，叩拜
王母娘娘保佑无灾无难，平平安安，送香火与
龙王祈求年年风调雨顺，获得好收成……

■成岳 摄影

济宁城南的那片海子济宁城南的那片海子
李占奇李占奇

我的老家是济宁鱼台。记得那是五六月份的
下午课后，同学们或三五成群，或单独就去田地旁、
山坡上、树林中割猪草了。我想起的猪草有灰灰
菜、荠荠菜、蒲公英、刺苋芽、小蒜、水芹、面条菜、猪
毛菜、小蓟菜、车前草、白蒿苗、扫帚菜、蕨菜、葛兰
叶等。当然，树上的槐花、榆钱等也是猪的美食。

现在的人分不清灰灰菜和荠荠菜，我特意查了
资料。

灰灰菜是一年生草本植物，高60厘米到350厘
米，茎直立，粗壮，有棱和绿色或紫红色的条纹，多
分枝，枝上升或开展。而荠荠菜的根，是须状分枝，
颜色是灰绿色或桔黄色。

这样就可以简单区分两者了。
那时，结束了一天的学习，脑子也疲倦了，回归

大自然去呼吸田园清新的空气，头脑就特别的清爽。
交猪草，还有过一桩趣事呢。有个少年，鬼点

子比较多，人称机灵鬼。一次，他上交“作业”时，在
筐子底下放块石头来压秤，以此来蒙混过关。当
然，这样的把戏只能玩一次，第二次就不灵了。

当年，我们打的猪草都按时过秤，上交给单位
的后勤部门——副业组，他们再拿去喂猪。那些猪
也真是好福气，吃到这么多原生态的绿色食品，自
然膘肥体壮。

果然，年底单位杀年猪，每家凭抓阄号领一份
肉，有5公斤左右吧。于是，家家户户的厨房就忙乎
开了，肥肉炼油，瘦肉煮熟凉拌肉片，还有红烧肉、
包饺子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随单位搬迁来到安徽。
入乡随俗，我爱听黄梅戏，其中由马兰演唱的名段
《打猪草》，生动活泼，诙谐幽默。听着听着，我脑海
里又浮现出当年割猪草的情景。我还在想，如今的
猪，可能没有那个口福了，因为人们也爱吃那绿色
野菜哩。 ■刘帝恩 摄影

鱼台灰灰菜
安徽合肥 王和军

●外地人看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