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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 酒 铺

一边用手拉动木材旋转，一边用
旋刀打磨木材表面，脚下的踏板一高
一低地交替律动。走进鄄城县郑营
镇刘庄村，只见一位耄耋老人坐在旋
木车床上，正专注地用刻刀在高速旋
转的木段上刻画着。伴随着老人刀
下的动作，一蓬蓬的木卷花绽开跌落
……一刀一削一雕一磨间，一件既具
观赏性又有实用性的旋木制品露出
真颜。

老人名叫刘传宝，是省级非遗项目
鄄城旋木工艺的传承人。简陋的房屋
里，一台紧挨窗边的老式旋木车床是他
的工作台。屋内的布置虽然简陋，但在
置物架上，却整齐地摆放着刘传宝所制
作的旋木工艺品。花瓶、笔筒、木塔、茶
碗、台灯……一件件精致的工艺品，让
人眼花缭乱。据刘传宝介绍，“旋木是
源于民间的一种工艺，由于在加工时必
须围绕中心轴进行旋转，因而得名旋
木，部分地区也称其为“木旋。”

旋木工艺的特点之一是通过手持
刀具对旋转的木头进行旋削，最终得到
形状各异的成轴对称造型的工艺品。

做旋木制品的木材是有讲究的，一
般选用杨树、柳树、梨树、枣树等为原
料，以二至三年以上生且无果节和虫眼
的木材为佳。木材选取后，剥掉树皮，
再按照旋木制品的尺寸大小将木材截
成木段。在天气晴朗时，将截好的原料
晾晒 20天左右。不可过干，过干会使
木材变得坚硬，难以加工；不可过湿，过
湿会造成旋木制品后期变形、干裂。

鄄城旋木起源于明朝，距今已有
600多年的生产历史。相传明洪武年间
有个刘姓木匠，从山西洪洞迁居到鄄
城。他善于木作，除了制作刀把等农用

工具外，还根据手拉皮条带动钻头转动
的原理，设计出了简易的手拉旋床。后
来，手拉旋床变为脚蹬式，制成了简易
的旋车，也就是如今的老式旋木车床。
自此，老一辈的手艺人以售卖刀把、笔
筒、衣架、花拉棒槌等旋木制品为生，才
将旋木技艺一代代相传下来。

择一事，终一生。今年 82岁的刘传
宝，已从事旋木 60余年。“我的手艺是祖
上传下来的，从 14岁开始就跟着我父亲
干活，等我成家之后，旋木也是我养家糊
口的手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刘庄村
100余户，家家有旋床，男女老少都会上
床旋活。“那时会旋木手艺的人很‘吃香
’，旋木制品也流行。”每当村里有订单，
都是先由刘传宝设计出样品，村民们再
复刻。做好后，批发商就来村里挨家挨
户统一收购。

然而，近些年，部分村民家中的旋
床闲置在库房，变成了堆积的“杂物”。
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维华说，“旋木工
艺费时、费力，远不如外出打工挣钱来
得快，有些村民也就渐渐放下了。”

“每每看到这样的情形，我最担心
的是老祖宗的手艺断在我们手里。”刘
传宝忧心忡忡地说，有的老工艺人去世
了，有的改了行，有的岁数大了干不动
了，只有少数人还在坚守。值得欣慰的
是，刘传宝的长子刘文忠“子承父业”。

为保护这一濒临失传的传统工
艺，鄄城县文化旅游局已将鄄城旋木
工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并且该项目已在 2006年入选菏泽市第
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
年 3月入选山东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文/图 记者 焦同帅 通讯员 许志浩

儿歌曰：顿顿喝上二两酒，一气活到九十九；打个酒嗝
咯放个屁儿，自在一会是一会；白天喝酒夜里醉，熏得媳妇没
法睡；灌上两碗醋汤子，吧唧吧唧像个猪秧子。

乡村的酒铺，原始而古朴，当街扎一席棚，摆上几只大
缸，一桶桶的自酿老酒注满其间，再摆放一个老式柜台，便开
始营业了。远近的乡亲们挑来粮食，换回一坛坛的老酒，或
靠在柜台上，就着花生米，来上二两老白干，清冽的酒香，神
仙般的悠然，那真叫一个过瘾。

农家的酒坊比较简单，仅一灶、二锅、二桶、二铁盖而已。
蒸酒之前，先取粮、糠麸、山芋等粉碎，然后掺上专制的酒曲，稍
发酵三五天，再装进架在锅上的大木桶里，盖上铁盖子，下面架
上木柴大火猛烧，热气上顶，便带出了含酒的酒蒸气。这热蒸
气遇到铁锅盖，便凝成水滴流下来，这就是酒了。开始时酒味
甚浓，后来便逐步变淡，开头的酒称酒头，后来的称末稍。酒头
香味醇厚一般用它待客，末稍酒味就散淡多了，一般自家留
用。庄户人家，一般每年都蒸上两锅酒，过年过节便够用了。

庄稼人的日子，贫苦而寂寥，一辈辈的老农们，就是靠着这
一壶壶老酒，用来温暖身体也可，麻醉愁绪也好，陶醉梦幻也罢，
才让生活多了一些滋味，一些念想。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在鲁西南黄河边的曹县，
有一位当地百姓念念不忘的革
命先烈——赵士学，他是家乡
人民的骄傲。

赵士学，又名赵云松、赵相
鹤，曹县安蔡楼镇赵楼村人，
1904年 8月出生于曹县一个普
通农村家庭，从小就拥有过人的
才华和智慧，是其家族的骄傲。
在当时能考上大学的人可谓凤
毛麟角，赵士学却以优异的成绩
于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

1935年，日方策动“华北五
省自治”，在这一外敌入侵、主权
沦丧的历史关头，爆发了“一二·
九运动”。赵士学有一颗爱国
心，又受到北京大学先进文化
熏陶和我党先进救国理念的影
响，立志报效祖国。但是，他的
满腔热血却受到当时国民政府
腐败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影响，
再加上当时菏泽黄河决堤，淹
没了曹县家乡良田，他主动休
学两年返乡救灾援建。直到
1936年，老家各方情况有所好
转后，方才返回北京大学继续
读书。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
事变，大规模进攻华北。当时，
作为北大的进步学生赵士学和
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
年，多次到南京国民政府所在
地向蒋介石请愿。但当时国民
政府急于围剿南方江西苏区的
红军，采取消极抗日的政策，并
且强力镇压要求抗日的请愿进
步学生。无奈之下，赵士学和
同学刘齐滨义愤返乡，并且都
开始了各自的抗日救国运动。
当时刘齐滨在其家乡曹西北一
带开展抗日运动，赵士学则回
曹东南盐土堌堆一带招收 2000
多名乡勇日夜训练，并亲赴枣
庄，投入了台儿庄对日作战。

台儿庄战后，他回到家乡，在抗日县政府工作，这些在
《曹县县志》均有记载。

赵士学的家乡安蔡楼望鲁集，位于老黄河故道北
面，地势低，十年九淹，经常遭受水灾，老百姓苦不堪
言。为了治理家乡的水患，赵士学曾多次到山东济南
府寻求他的学长何思源帮助，协调从望鲁集西到赵楼
东挖一条贯穿三个乡镇且与单县河相通的河道。他冒
着被责难的风险，带人扒了望鲁集的庙宇，把拆下来的
木材和砖石用于河道建设。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先拿
自家的财产充公建设河道，后又把自家的大白杨树全
部伐了做桥板，修了多座重要桥梁。但当时的地主老
财却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联
名告他，说他和刘齐滨都是共产党，他被迫离开曹县政
府。后来，因生活艰难和长期受国民党政府迫害，赵士
学患上了精神疾病，于 1992年病逝于曹县老家。

不忘历史，感恩先烈。菏泽大地是红色的土地，
是英雄的土地，更是千千万万无数无名英雄的沃

土。今天我们缅怀先烈，不忘历史，必将沿着先
烈们的足迹，不畏艰难，勇往直前，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赵德才

阅读春秋时代的众多典籍，可以总结发现
一个特点，有着具体的指向，具体可以用四个字
来总结，那就是“选人用人”。历史总的归结起
来，是人的历史。得人才者，则事业兴、国家
兴。所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春秋时代，有许多
明智的诸侯国国君都求贤若渴，把寻找人才当
成第一要务。本国没有人才，还往往到别的国
家去寻找。今成武县苟村集镇苟村集村，位于
县城东七公里，是战国名将苟变的故里，在他的
身上，曾经发生了著名的“不以二卵弃干城之
将”的用人典故。而记载这个事情的文章就是
有名的古文名篇“子思荐苟变”。

说起苟变，就不得不说苟变的“伯乐”——
孔伋。孔子的嫡孙——“述圣”孔伋（字子思）是
一个大学问家，他效仿祖父孔子，游历卫国等国
家。在公元前 436年的一天，孔伋沿着祖父孔子
西行的路线，乘着牛车出鲁国的边境西大门、今
成武县白浮图镇的防城向西面的卫国行进。苟
村集在防城西十多公里，是当时西方进出鲁国
的必经之地。孔伋路经苟村，住宿休息，里正苟
变听闻孔伋大名，前来拜访。交谈之下，孔伋惊

奇地发现苟变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据说，苟
变是鬼谷子的弟子，而鬼谷子则是卫国人，当时
的苟村集一带原本属曹国，后宋国灭曹，诸侯分
曹，这个地方应该被卫国短暂管理，属卫地。苟
变曾经求学于鬼谷子，因而精通了兵法。学成
后，苟变报国无门，只好又回到了家乡，因为有
知识和才能，当上了里正，负责这一带的治理。
孔伋于是把苟变这个将才牢牢记在了心里。到
卫国后，孔伋向卫侯，也就是卫敬公推荐苟变，
说：“苟变的军事才能可以指挥五百辆兵车。”然
而卫侯却说：“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
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大意是我知道这
个人是个将才，但苟变在收税时私下吃过别人
两个鸡蛋，所以不能用他。当时孔伋是这样回
答的，说：“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
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
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
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这段话
翻译过来的大意是：“圣明的人用人，如木匠用
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所以，好的大木料
如果有一点腐朽的地方，好的木匠是不会丢弃

的。现在国君你处在国家互相攻伐的时代，用
有本事的人才，却因为两个鸡蛋而不用他，这样
的做法可不能让其他国家知道。”卫侯于是明白
了，向孔伋拜谢说：“谨受教矣！”于是正式任命
了苟变。“子思荐苟变”这个记载来自于西汉《孔
丛子》一书，后被北宋司马光编入《资治通鉴》。

据传说，苟变吃的这两个鸡蛋，是当地的一
个贫穷老太太为了感谢苟变免除了她的赋税而
送给他的，苟变不吃，老太太就不让苟变走，推
脱不过，苟变就吃了。因为苟变平时秉公执法，
得罪了一些游手好闲又好吃懒做交不起赋税的
无耻之徒，这些人就到处传扬苟变吃了贫苦老
人两个鸡蛋，给苟变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损
害。但史书却不会记载这样的小事，人们只知
道苟变吃了别人两个鸡蛋，但对前因后果却无

法得知了。春秋战国时期 1车 4马为 1乘，由甲
士 3人、步卒 72人组成，苟变能指挥 500乘兵马，
即 3.75万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军了，怪不
得孔伋要大力举荐他了。“不以二卵而弃干城之
将”的故事成为孔伋知人善任的一个典范。所
以孔伋也被后人尊为了“述圣”，成为“亚圣”孟
子之后的又一个圣人。“子思荐苟变”也成了历
代帝王用人时的一个借鉴。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风云，该村已没有了苟
姓人，据说，最后一家苟姓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已经外迁。如果从春秋时期的苟变算起，
这个村子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在
鲁西南，这样的千年古村实属凤毛麟
角，而古老的历史记载，则给这里的地
方文化增添了新的传奇。张长国

姜庄位于郓城西
南 30千米处，是一个自
然村，归属黄安镇季垓
村民委员会，距黄安镇
政府驻地约1000米。

明 朝 洪 武 年 间
(1368一 1398年)，周氏
祖由山西省洪洞县迁此
建村，取名周楼。后姜
氏迁入，周氏迁出，于是
改村名为姜庄。再后来
姜氏也外迁，李氏从济
宁市金乡县迁来居住，
再也没改村名，一直沿
用至今。

在姜庄有一个“两
海（垓，当地俗语念 hai）
夹一江（姜）”的传说。

相传，清朝入关初
年（1664年），姜庄全为
姜姓。村西北 200 米
处是大张楼村张姓一
片祖坟地，约有 5亩，有
许多棵一搂多粗的柏
树，其中东南角的一棵
柏树最大。张家坟地
有一雇工张大有，常年
为张家看护祖坟。张
大有发现最大的柏棵
树上有一个树仙，一天
晚上，树仙变成了富家
公子，飞到树下。他马
上鸣火枪给自己壮胆
助威，结果吓得树仙化
作一道火光向西南飞
去，降落在山西省一个村庄。树仙看上村里大财主
的小姐，于是化装成翩翩公子，每天晚上去调戏大
财主的小姐，白天仍飞回柏树上。大财主悬赏捉拿
树仙，但树仙法力巨大，请来的人都捉不到他。树
仙还自吹自擂说：“家在‘两海夹一江’，紧靠大集
场，住在歪歪柏树上，名叫伯相公。”还说不怕烧，不
怕炙，只怕看坟的张大有。大财主老婆想出一个窍
点子，找机会在树仙衣服上缝了根红线作标记，随
后派人四处去寻找“两海夹一江”。两个月后，寻找

“两海夹一江”的人员中有一人在黄安镇客栈住宿，
晚上和店主人闲聊天，才知道距黄安镇东南 1000
米，从南往北数有季垓、姜庄、吕垓，三个村庄只有
一里地，中间夹着姜庄，这不是“两海夹一江”吗？
这人的灵感被触动了，暗暗记在心里。第二天，天
一亮就迫不及待去查看。真的如店主所说，又意外
发现姜庄村西北 100米远有一片大柏树林，里面还
有许多大坟头。其中一棵最大的柏树身上竟有一
根红线，又了解到看坟的人叫张大有。真是踏破铁
链无觅处，立即回去禀报给大财主，大财主随即带
领很多武林高手来到姜庄柏树林，又请来张大有带
上火枪恐吓树仙。树仙看到张大有拿着火枪，吓得
灵魂出窍，在树上不敢动一动。大财主让人用 7个
3尺长的铁钉，把树仙钉在树上了。事后人们还发
现树上有许多血迹。从此，树仙再也没出现过，大
财主的小姐也没再被骚扰过，姜庄就有了“两海夹
一江 (姜)”的称号。后来，那棵大柏树死掉了。据
悉，“文革”前那棵大柏树还有树干露出地面 1米多
高，还有人时常去摸一摸，“文革”中树干被红卫兵
破“四旧”挖去了。

姜庄东西长 950米，南北长 500米，有 136户，
467人，736亩耕地。全村有李、刘、郭、吕 4个姓氏，
再无姜姓。李姓于清朝顺治年间（约 1644年）十二
世祖李锦由济宁市金乡县迁移到此，刘姓十九世祖
刘振起于 1920年由本县黄安迁来，郭姓十九世祖郭
乔修于 1942年由本镇郭垓迁到这里，吕姓二十一世
祖吕守堂于1954年从本镇吕垓迁此居住。

姜庄位于 220国道和鄄巨两条公路交会处，交
通便利。全村地势平坦，为沙质土壤，便于农田水
利灌溉，适宜小麦、玉米、大豆、高粱、棉花、花生及
各种蔬菜的种植。现在的姜庄，白墙红瓦，楼房耸
立，道路整洁，家家窗明几净，处处繁花似锦。十几
处木材加工企业，机器隆隆，人来人往，呈现出欣欣
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景象。

魏建国

刀尖上的行走艺术刀尖上的行走艺术
———— 访省级非遗项目鄄城旋木工艺传承人刘传宝访省级非遗项目鄄城旋木工艺传承人刘传宝 姜

庄

●
菏
泽
地
名
前
世
今
生
●

古 文 名 篇 与 成 武古 文 名 篇 与 成 武（（ 下下 ））

刘传宝介绍旋木工艺刘传宝介绍旋木工艺

旋木产品旋木产品

““非遗非遗””传承从娃娃抓起传承从娃娃抓起

成武县博物馆中的苟变塑像成武县博物馆中的苟变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