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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到，粽飘香。现下正是粽子产销旺季，其中口味多
样、软糯清香的传统手工粽最有儿时的端午味，深受消费者
追捧。

“亲人们，这是我们村生产的‘七龙珠’肉粽，选用上好
的糯米、蛋黄、鲜肉，美味又健康……”6月 19日，热气腾腾的
粽子刚出锅，已经在牡丹区何楼街道办事处枣陈庄村粽子
厂工作五年的王素华便打开手机，开始了直播带货。

枣陈庄村是远近闻名的“粽子村”，在返乡创业能人侯
春玲的带领下，一个个色香味美的粽子，不仅成了枣陈庄村
的一张名片，也成为农民致富的特色主导产业。

“这几年，我在村门口的粽子厂包粽子，月收入能有
5000多元。”王素华告诉记者，村里有了粽子加工厂后，村民
在农闲时可到厂里来工作，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不仅增添
了一笔可观的家庭收入，厂里还组织村民免费集中培训，也
让她收获了包粽子这门手艺。

走进粽子生产车间里，一阵浓浓的粽香扑鼻而来，一个
个经过烹煮、灭菌、抽真空打包、装箱后的粽子通过快递物
流运输至全国各地。“粽娘”们也练就了一身包粽“武艺”，只
见她们在粽叶上放入糯米、蜜枣、豆沙等馅料，随着手指快
速翻动，一称、一包、一绕、一捆，动作熟练，一气呵成，很快，
一个个重量均匀、翠绿饱满的粽子便盛满了筐子。

作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侯春玲不仅把包粽子的技艺
免费教授给村民们，还利用 6年的时间把粽子厂从原来的 1
个变成了 3个，开发出梅干菜肉粽、八宝粽、腊肠粽等 10多
种口味的粽子，深受市场青睐。2018年，侯春玲更是抓住时
机，乘着“互联网”东风，召集村内待业妇女，组建团队，入驻快
手、抖音平台，踏上直播带货之路，其中，快手账号“粽子侯姐”
现有 80多万粉丝。通过线上、线下的经营，枣陈庄手工粽子
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其中特色“七龙珠”粽子（七个蛋黄、八
块五花肉将近一斤重的肉粽）已经成为“网红爆款”产品。

“这几年，粽子已经从过去的节令食品，变成一年四季
都有市场的美食小吃。”侯春玲说，随着“枣陈庄手工粽”的
不断走俏，粽子从一种短期的传统节令美食，逐步发展成了

“常年经济”，即使不在节日期间，企业也在持续生产，源源
不断供给销售平台。

如今，枣陈庄村民们靠着小小的粽子改变了命运，枣陈
庄村也释放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下一步，我
要把粽子做成大产业，拓宽销售渠道，扩大生产规模，严把
品质关，打响枣陈庄手工粽品牌。”侯春玲信心满满地说。

文/图 记者 李若生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
小说”的说法，但是作为明朝来说，不单单小说
是其代表，其实明代的散文也是文学界的一朵
奇葩，出现了不少散文大家，他们的作品平实
隽永，蕴含着直击人心的深情。其中，明朝中
期的散文家归有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别号震川，
又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江苏昆山人。
他的散文内容清新简洁，风格朴实，有“明文第
一”之称，是“嘉靖三大家”之一。归有光的代
表作《项脊轩志》被编入多种版本的中学语文
课本，其文所寄托的人间真情让人读后久久
难忘。那么，归有光与成武有什么关系呢？
在历史上，没有证据证明归有光到过成武县，
但他却作过一首名为《登济城望城武》的诗。
诗的内容如下：“城武汉时县，乃在兖西南。曾
考昔为令，期年化方覃。性本爱潇散，候望苦
不堪。飞雪渍乌帽，弃掷欲投簪。竟以末疾
返，不及一考淹。时当孝皇日，仁治正渐涵。
我来登济城，落日已半含。西望适相仍，伫立
独悲喑。明经几累世，沦废良可惭。”从诗中的
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归有光为什么要写这首诗
了。因为他的曾祖父做过成武县的知县，他
在济城登楼西南而望，无法到曾祖父做官的
地方去瞻仰，而深深遗憾。他的祖父是谁？
有什么样的故事？归有光又是在什么情况下
登济城的？这里面也有着许多不为人所共知

的故事。
据笔者考证，查清代道光《城武县志》，其

中“职官志”记载：“归凤，昆山县，举人，成化年
间任。”归凤，应该就是归有光的曾祖父，也就
是他祖父的父亲。归凤字应韶，是成化十年
的举人。归凤人才出众，面相很好，是个谦虚
的人。他精通《尚书》，勤于学习，即便上厕所
仍然手不释卷。在成化十年中了南京乡试的
举人后，他到北京去，有个人在京师居住，这个

人的家里就托归凤捎了一百两银子到京师。
但是半路上遇到强盗，遭到抢掠，归凤把自己
的钱都给了强盗，却保住了给别人捎的钱，竟
然完整地为别人把钱捎到了京师。可见，归
凤是个非常讲信用的人，宁愿自己受损失，也
不让别人失望，是真正贯彻了儒家“仁、义、礼、
智、信”理念的。弘治二年，归凤选调成武知
县，在任上，他不增添赋役，让老百姓休养生
息，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兖州太守龚弘管理
下属非常严明，能让他中意的人很少，但对归
凤却青眼有加。但归凤却不喜欢为官，每当
退堂后，他就把官帽一扔，说：“安用此自苦。”
大意是怎么能让这个官帽连累我如此受累不
自由。在任职一年左右，归凤就得了病，他就
借此辞官归家了。关于归凤的任职时间问
题，经笔者考证，县志记载有误，因为兖州太守

龚弘是弘治四年出任兖州太守的，归凤任职
一年多，才可能与龚弘有交集，如果是成化年
间的话，任职一年多根本不会与龚弘产生交
集。成武县当时属兖州府管辖，所以归有光
才有了“乃在兖西南”的说法。

归有光为什么这样怀念曾祖父呢？因为
从他的曾祖父做过这一任知县后，他的祖父
和父亲都没有能够进入仕途，这在《项脊轩志》
中就有体现。文章中记载，归有光的大母对
他说：“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
意思是他的祖母对他说，我们家的读书人很
久都没有科举成功的了，你的成功，则是可以
盼到的了。可见，他的全家都对归有光寄托了
很大希望，但他自 1540年中举后，八次进京考
试，八次落第，心情非常抑郁。在明嘉靖四十
一年（1562），归有光 57岁了，在到北京的礼部
应试时，又落第了。因每次进京和回乡都是由
京杭大运河来往，这次也不例外，在返乡时，路
经济宁，他和几位考生下船休息，一同登上济
宁的西城楼西望，当时正是黄昏，落日还剩一
半，他身披晚霞，迎着夕阳，伫立在黄昏的楼头，
西望成武，联想曾祖父做官的地方，心里独自
感伤，从祖父一代开始到自己，三代科举考试，
都没有成功，真是惭愧。《登济城望城武》这首诗
首先描述了曾祖父做官的经过，以及自己的感
触，最后说出心声，也就是“明经几累世，沦废良
可惭”，这是诗的主旨所在，也是他所要表达的，
也有用曾祖父激励自己的意思在里面。虽然
八次落第，但归有光仍然不服输，三年后的嘉
靖四十四年，年届六十岁的归有光科举成功，
中了三甲进士，授官浙江长兴知县，终
于完成了“学而优则仕”的家族梦想，实
现了《项脊轩志》中所写的祖辈的期
望。 张长国

车市村位于郓城县城东 9000米
处，属张营街道管辖，距张营街道驻地
约 450米。

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
吴氏祖自山西省洪洞县迁到这里建
村，取村名吴家店。吴家店东临狄家
店村，以后有部分人到狄家店村定居，
狄家店改村名为东吴店，这里叫西吴
店。当时村西有一座大寺庙，每年农
历四月初八为庙会，庙会规模宏大，人
员物资众多，木料及木制车辆的市场
设在西吴店，所以，西吴店的村名又改
为车市。

据传，车市村是《水浒传》中水泊
梁山军师吴用的故里，村里流传着许
多吴用的故事。

吴用的父亲是当时郓城有名的
才子，精通琴棋书画，熟读四书五经。
受父亲的教育和影响，吴用自小聪明
伶俐，虚心好学。

有一年，吴用前往京城赶考，文章
得到众考官大加称赞，一致同意招录
吴用为新科状元，但身为宰相兼太师
的蔡京却另有打算。原来，吴用考试
前没有到蔡京府上送礼，而蔡京的外
甥当年也参加科考，虽然考试文不对
题，一塌糊涂，经过蔡京的一番操作，

成绩却为第二名，但贪心的蔡京要让自己的外甥成为当科状元。
确定状元人选的时候，蔡京奏道：“吴用文章虽好，但名字太

不吉利，若饮点他为状元，天下人听说状元竟是‘无用＇，岂不有
损咱大宋形象？无用之人都可被点为状元，他国异邦也会耻笑
我中原无人。”皇上听了认为蔡京说的有道理，决定：不录用吴
用，依次往下录取。蔡京的外甥就成了状元，吴用却名落孙山。

据传，吴用科考失利之后，看破红尘，迷上了周易和武术，痴
迷排兵布阵，把功名抛在了脑后。后来京城再次开考，在父亲的
严厉催逼之下，只得进京再次赶考。

这一天，走到曹州（今山东省菏泽市）附近，只见烈日当空，
万里无云，天气闷热。吴用略知天文，推算一番，知道中午时分
前后必有大雨。忽见前面不远处有一麦场，麦场内晒着一大片
黄澄澄的小麦，旁边一老汉正坐在麦场外面的大树下闭目养
神。吴用担心大雨突来会冲走麦子，使老汉蒙受损失，就急忙上
前叫醒老汉，劝他赶快把麦子收起。老汉闻听捻须一笑，说：“不
用着急，虽然天下大雨，但不会下到我的麦场里，刮一阵风正好
吹走麦中的麦糠尘土。”吴用听到这里十分惊奇，心想：世上还有
如此神通之人？

不一会儿，东南风骤起，乌云突现，忽听一声炸雷，大雨倾盆
而下。奇怪的是，麦场四周水流成河，麦场内却滴雨未落，只是
过了一阵狂风而已。吴用知道遇上了高人，跪下便拜。老汉见
他为人厚道，聪明伶俐，料他以后能成大事，就收他为徒。自此
吴用就跟从老汉苦研易经和兵法。

三年后，吴用学成回家，被父亲斥为逆子，逐出家门，无奈投
靠居住在西溪村（今郓城县唐塔街道）的舅父，在那里当起了教
书先生。后来吴用和晁盖等人在郓城县黄泥冈智取生辰纲，事
发后遭官府追杀，不得已投奔梁山寨落草为寇，晁盖成为梁山寨
第二任寨主，吴用成为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军师，在梁山寨坐第三
把交椅，上应天机星，相当于“参谋长”。

身为军师的吴用，精通兵法奇谋，满腹经纶，通晓文韬武略，
足智多谋。自比诸葛亮，道号加亮先生，策划了梁山寨所有的军
事行动，为梁山寨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人们

敬送绰号“智多星”。
车市东西长 890米，南北长 600米，全村 225户都是

吴姓，有 912人，1160亩耕地。
现在的车市，交通便利，水利条件优越，集市贸易

繁华，群众早已过上了安定、幸福的新生活。魏建国

坐落在单县曹庄乡境内的林台古镇，东临德上（德州
至上饶）高速至浮龙湖风景区的连接线和大沙河水库，西
靠姬浮路，南挨历史名村耿庄，是单城至浮龙湖景区景观
带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根据专家对 2008年在林台遗址挖
出的古物鉴定，推算林台镇在唐宋时期的规模，南北长约
3.5公里，东西宽约 3.7公里，城区面积 9.6平方公里。

《单县志》记载：“林台，在城南十八里。三台连峙，高
耸相望，传为汉时转运防御之所。”三台者，指灵台（现在的
郭院村附近）、庙台（现在的高庄村附近）、休台（在与林台
一起被黄河吞噬的修庄），成东南北三角形。后经不断扩
建而为镇、而为城。因古时“灵”“林”谐音，“灵台”被叫成
了“林台”，也有传说，因灵台东南是茂密的森林，人们习惯
叫“灵台”为“林台”，便沿袭下来了。

现在的古林台旧址正处在从单县城到浮龙湖沿河景
观带的中间地段。单县县委、县政府对古林台进行旅游境
域开发，在郭院村引资建设古林台民俗文化村。历尽天华
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古林台民俗文化村已初具规模，
明代街衢，古朴典雅，黄风岭客栈，居高阜之上，俯瞰黑龙
潭，林台文物展览馆沿街蜿蜒。古代民俗店铺、书画古玩
文化街、传统名吃作坊等体现了鲁西南地区民俗文化。其
中的民俗博物馆展示了 3万多件农耕文化和先民生活的
老物件，不仅留住了古镇的记忆，展现了林台文化的厚重，
更为研究古镇文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随着对林台
古镇文化研究的深入，林台古镇将逐步被复原。

林台，这座埋在水下的历史珍宝，因有了林台民俗文
化村而苏醒，面对农耕文化和先民生活的老物件和琳琅满
目的古店铺，开启了人们的寻根之旅，把根留住，也留住对
生命的憧憬！ 菏泽市档案馆 单县档案馆

本报讯（通讯员 张德来）近日，巨野县汉文化研究中
心揭牌成立。

巨野县汉文化研究中心揭牌，标志着巨野县在汉文
化研究传承与保护、利用和发展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对更好地保护巨野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脉、激发文
化创新创造、赋能巨野文旅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巨野县汉文化研究中心将凝聚力量，占领
研究高地，深化融合，加快研究成果转化，创新赋能产业
发展，着力把汉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的强势，
为巨野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

儿歌曰：纺绳车，吱吱叫，一天纺绳一大抱，一根用它去拉车，不
走好道走孬道；一根用它去拴牛，草料不吃吃豆料；一根用它去打
水，水桶直往井里掉；一根用它拴粮船，粮食不拉拉咸盐；一根用它
去上吊，挂着脚脖嗷嗷叫；一抱绳子都用了，肚子气得鼓鼓饱。

绳子在农村的用途很广，捆绑、缠绕或固定材料物品都离不开
绳子。夏收秋收捆农作物，盖房子时扎架子，拉车拉耙，编箔建房，
也离不开绳子。打绳便成了庄稼人的一项工作，甚至一个行业，一
个家庭或者生产队，人们会自己动手打绳。

乡村打绳的原料，多用麻和苘，用麻做的绳叫麻绳，苘做的绳称
苘绳。麻绳是绳类的上品，其纤维绵长致密，拧出的绳子不易腐烂，
承重能力强，还经久耐磨。

拧绳的工序并不复杂，先是梳麻，把沤制的麻纤维上的皮子梳
掉，经过绳车子不同方向的旋转，纺成单股的经子，然后合成三股、
四股、甚至五股的成品。打绳时，绳车子是主要工具，有的一人摇
车，多人接续麻经子，也有手摇式小型纺车，一人操作，方便实用。

打绳包括简单的双股结、三股结、八字结、长夜结、鱼线结等，它
们各有不同的用途和适用范围。一般捆扎农作物双股结即可，牛拉
的梗绳要多股结，才更有承受力。

打绳的原理，就是把多股纤细的经子，紧密缠绕在一起，才拧成
具备较大承受力的绳子。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担当一份事业，
就要集中所有精力，制心一处，才会有所成就。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包粽子、吃粽子是端午节传统习俗。在牡丹区何楼街道办事处枣陈庄村，一个个色香味美的粽

子，不仅成为枣陈庄村的一张名片，也成为农民致富的特色主导产业——

““粽子村粽子村””里粽飘香里粽飘香

打 绳

单县林台古镇

车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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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人与成武古代诗人与成武

巨野县汉文化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新式肉粽搭上新式肉粽搭上””直播快车直播快车““

淘洗糯米淘洗糯米

为五花肉粽备料为五花肉粽备料

侯春玲展示手工粽侯春玲展示手工粽工人正在包蜜枣粽工人正在包蜜枣粽 清洗箬叶清洗箬叶

（（下下））

明代成武县衙遗址明代成武县衙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