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0242024年年 1111月月 2020日日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1500530012615005300126人文菏泽责任编辑 王艳华 校对 孟冰 组版 桑晓萌

曹州面泡是鲁西南地区的一种油炸面食，
也是菏泽人所喜爱的特色美食之一。它的制作
技艺、食用习俗和传说故事，早已融入菏泽地方
的饮食文化中。

曹州面泡，菏泽人习惯称其为“面泡的”。
又有人说，应该叫“面泡子”，其实“面泡的”是菏
泽的地方语言，菏泽方言常常把“的”和“子”混
用，“面泡的”就是“面泡子”。而“面泡的”只是
菏泽人随意而口语化的称呼，这里包含着亲切
和喜爱的意思。

曹州面泡在油炸烧火时，以往多用劈柴，
油温不易控制，因此炸出的面泡，其颜色和形
状貌似乌鸦的头，所以曹州面泡又有一个别名
叫“老鸹头”。现在油炸面泡时，多用煤气灶，
易于控油温，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许多外

地人又把曹州面泡说成是“圆形的油条”，其实
这种说法就不对了，面泡和油条不只是其形状
上有不同，其制作材料、技法和口感等，都大不
相同。

曹州面泡的制作设备比较简单，一个平底
铁锅，一个面盆即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适
合家庭制作。但其过程相当讲究，选用的面粉
以新鲜、优质为佳。首先是“搅面”，用温水加入
面粉，再加入盐和老酵母，沿一个方向搅拌，打
成黏稠的糊状面团待发酵；然后是“摔面”，用双
手沿边抓起面，在盆中反复摔打，经过数次，直
到面团光洁明亮，上面不停地冒起气泡为止；最
后是“醒面”，静置若干时辰即可。如果面团绞
和的不好，炸出是“面疙瘩”，不起泡，不发软，生
熟不均，外形不美，口感也极差。

炸锅多用平底锅，起锅时，倒入大豆油，油
量不要太多，不可没过面球。油温要控制到六
七成，就可用两根筷子绞起一团面糊，随即快速
一绕，缠成面球，再相互一抹，丢入油锅。面球
入锅后，会像变戏法一样，迅速膨松胀大，油下
部分很快会变黄变焦，油上部分起泡变成蜂窝
状。最后，用筷子再一个个翻转过来，不多时即
可出锅。出锅时，可以用筷子夹出，也可用铁钩
子钩出，放在铁爪篱上控油即可。

刚出锅的面泡，圆润饱满，形似一盏盏小
灯笼，颜色黄里透红。咬一口，貌似蜂巢，外脆
内软，筋道绵柔，香味浓郁，口感上乘，适合各年
龄段的人食用。面泡可以直接食用，趁热吃才
香，也可以配粥、胡辣汤等食用。还可以蘸蒜汁
吃，或切碎凉拌。无论怎样吃，肯定都是一顿让
人满意的美餐。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曹州面
泡正是深受菏泽历史文化的熏陶，才成为菏泽
的一张美食名片。记得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

代，曹州面泡只有在过节、走亲戚时才能吃到，
或当作礼物相互馈赠。不过，每到端午节，城里
乡下，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炸面泡。因为端午节，
正是新麦子收获刚打下来的时候。人们往往跨
过那个青黄不接的季节，也激发了改善生活的
欲望，自然转化成制作美食的实践，就来一顿炸
面泡。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曹州面
泡早已从一种节令食品、集市小吃，成为大街小
巷的寻常之物。无论在城市或乡镇，人们随时
都可以吃到，足见菏泽人对面泡所喜爱的程
度。尽管如此，可是在外地依旧难觅踪影，这也
成为客居他乡的菏泽游子们所思念的家乡味道
和解不开的乡愁。

曹州面泡在菏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清朝时期，就已成为当地居民喜爱的美食了。
在老城中，就流传着一个乾隆皇帝巡视山东，因
吃面泡而“罢餐”的故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出巡山东。
可这次来山东与以往不同，因为山东部分地方
出现了自然灾害，他为了了解地方官员和百姓
的实情，展示他的统治和威严，这次出巡，他特
别注意自己的行为。

一日，过济宁来到嘉祥，在大长沟水大营
住下。第二天早餐时，发现桌上多了一种新的
面食，圆砣细腰，黄里透红。随手夹了一个，口
感松脆，香味四溢，禁不住称赞道：“太好吃了！”
又满脸喜色地问：“朕还未曾吃过，这叫什么名
字？是哪里做的？”侍从急忙回答说：“是曹州知
府带来的厨师，于昨日赶来，今早特为皇上现做
的，叫曹州面泡。”

乾隆听后，脸色瞬间就拉了下来，随即放
下筷子，说：“快把曹州知府召来见我！”曹州知
府听召，赶快前来跪拜，乾隆指着桌上的面泡

说：“你们不要往朕的脸上抹黑，如此献媚，定会
给百姓落下闲言碎语的。”乾隆皇帝说罢，拂袖
而去。曹州知府显得十分尴尬，只得点头连连
称是。这次乾隆罢餐的行为，事情虽小，倒给山
东留下了爱民的形象。

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个“鹏云送面泡护
穷人”的故事。1943年，日寇占据着菏泽。春
夏之交，蝗虫蔽日，过处寸草不生，庄稼几乎颗
粒不收，百姓四处逃荒，卖儿卖女，苦不堪言。
一日，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战士鹏云身着便衣，
奉命进城执行任务。一早赶到南关厢，见有家
面泡小吃摊，锅里正炸着面泡，便停下要了半
斤，还有一碗胡辣汤，准备吃饭。

这时，面前来了一个衣不遮体的男孩，骨
瘦如柴，满脸黝黑，一头蓬发，手里拎着一个要
饭篮。鹏云一看就知道是来讨饭的，正要把刚
买的面泡送给他，这时摊铺老板走上前来，指
着男孩破口大骂：“哪来的要饭的，快滚！”把孩
子吓得跪倒在地上。鹏云看到，急忙上前相
劝，老板不听，又要拿起锅铲去打。鹏云忍不
住亮了亮腰间的手枪，吓得老板急忙收手，说：

“好汉饶命！”鹏云严肃地说：“我是八路军，是
打鬼子的，是帮助穷人的，是为人民作主的。”
老板连声说是。

这时，鹏云伸手拉起孩子，又买了一些面
泡送给了他。孩子拎起面泡跑去，顺着孩子的
方向，见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正无力地坐
在街旁的屋檐下，怀里还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
婴儿，眼中噙着泪水。鹏云见状，又对老板进行
了一番认真地教育，一边目送逃难的母子远去，
然后才迅速离开。八路军战士鹏云，这一济民
救世的举止，给菏泽人留下深刻的记忆，一直留
传至今。

邓文献

高 桩 馍
儿歌曰：高桩馍，白面做，一

盆白面仨人和；白面和得干又
硬，累酸汉子两手脖；扛到案上
杠子轧，咯得腚垂麻索索；一天
蒸馍三百斤，累得师傅嘴咧着。

乡村馍坊蒸出的馒头，瘦而
高，色如雪，皮薄如纸，色白光
亮，耐嚼微甜，唤作高桩馍，也叫
杠子馍。

据史料载，高桩馍又名“千层
糕”，起于宋代。这种馍以面粉为
主料，硬挺筋道，内瓤自然分层，
闻之清香，食之爽口，为乡人主
食。

高桩馍是山东历史悠久的
传统面食之一，在北方享有很高
声誉。其中，德州武城经营高桩
馍的店家很多，明朝时就有了，
距今已有 500年历史。

我小的时候，村南有一家姓
梁的老头，开馍坊，就蒸这种馒头。
我跟老头的孙子同龄，常去他家玩，
目睹了这种馒头的制作方法。

做这种馍先要发面，发好后
再把面团放在面案上，用力揣
揉，每揣揉一次就撒一次面醭。
然后，放到石板上用又粗又硬的

杠子揉压，木杠子的一头拴上皮
条，固定在墙里，一壮汉骑在另
一头压，面团在木杠下揉压几十
遍，反复折叠、碾压，这样压出来
的面薄如纸，韧如绸，十分柔韧，
杠子面即由此得名。

将面搓揉成直径 8厘米许的
长条，做成面剂子，将面剂多揉
几遍，再搓抟成高 10厘米、直径
4厘米许左右的圆顶生坯，顶部
呈半圆形，整齐地摆放在木盘
内，加布盖好，饧半小时左右。
饧的过程中，待生馍馍发好，胀
起来时，即可上笼。将馍馍摆放
在铺有湿笼布的屉内，每个生馍
之间相隔 1厘米左右。用湿布盖
在馍馍上面，扣上笼盖压住湿布
四角。将笼屉移至沸水锅上，用
旺火蒸 20分钟即熟。一下笼就
要迅速将笼布掀起，以防影响馍
馍表面光洁。

现今，绝大多数生产馍馍的
店家都使用和面机和馍馍机，极
少有店家制作手工高桩馍了。
虽然效率提高了，却难保传统高
桩馍的风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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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口是单县谢集
镇的一个自然村。《单县
志》记载，九龙口大约建
村于宋朝开宝九年（公
元 968年），因九条路交
汇于此，取名九路口，因

“路”与“龙”相关联，后演
变为九龙口。

关于“路”与“龙”，
这里流传着一个美丽的
传说。相传尧舜时期，
有一条巨大黑蟒兴风作
浪，荼毒生灵，百姓苦不
堪言。东海龙王遂派其
九个儿子出海降服黑
蟒。青龙率先与黑蟒展
开殊死搏斗，最后同归
于尽。于是，当地百姓
修筑了九条路，以纪念
九龙降魔行为，弘扬无
所畏惧的牺牲精神，成
为一方百姓的精神图
腾。

后来，九龙口百姓
认为，青龙其实并没有
死，一直盘曲在地下，艰
难地牢固地缚住垂死挣
扎的黑蟒，始终保护着
一方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当地百姓演绎龙
舞 ，感 激 九 龙 济 民 恩
惠。龙舞表演中，在青
龙的带领下，九条蛟龙

不断变换队形，你追我赶，前簇后拥，呈现腾云驾
雾、降魔除怪的形象。

龙舞属于软架道具舞，在制作龙灯时先扎骨
架。龙体结构由龙头、龙身和龙尾三部分组成。
龙身共分七节，每部分之间衔接颇为灵活巧妙，整
体制作完成后，再在龙身上绘上花纹图案。

龙舞是一种流传民间千年的集体舞。表演
时，每个演员必须听从指挥，步伐、节奏一致，尤其
是舞动龙头、龙尾，参舞者不仅技巧娴熟，还要身
强力壮，否则很难坚持到底。

每逢正月初七、十五，九龙口民间文艺团队便
会浩浩荡荡涌进城里游行表演，其龙灯舞更是赢
得满街喝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春节期间，单县城区
及部分乡镇都有民间文艺团体参与社火表演，九
龙口民间文艺团队的高跷队成为翘楚。

高跷的制作工艺十分严谨，先用榆木或槐木
等坚硬木材加工成 4至 5尺长的木拐，木拐上扁下
圆；脚踏板的设置是根据高跷的高度而定，一般在
3尺以上装置，个别地方高度达 6尺。表演者将双
腿用绳子、布条绑缚在木拐上进行表演。高跷一
般以集体形式表演，人数在十几人以上。大多数
舞者扮演某个古代神话或历史故事中的角色形
象，服饰多模仿人们熟悉的传统戏曲的行头，表演
形式有“踩街”和“撂场”两种，配合使用扇子、手绢、
木棍、刀枪等诸多道具，一招一式张扬大气，很受
群众欢迎。

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富裕起来的九龙口百姓
对文化生活向往越来越强，九龙口村利用农闲、节
日和集市，组织群众开展花会、灯会、赛歌会、文艺
演出、劳动技能比赛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娱乐
活动，其民间文艺团队的龙灯舞、社火、高跷、旱
船、竹马等传统节目表演还代表家乡，把“九龙口

故事”传播得更加迢远。
从远古走来，九龙口已经成为“人文单
县”的象征。

刘厚珉

不仅如此，刘晏让设立在各地的巡院官每十
天、一个月上报州县下雨下雪和丰收歉收情况，掌
握灾情苗头，对灾情进行估计，把未来某月需要减
免的赋税数量、需救助的数量先行上报。到了期
限，刘晏不等州县申请，就上奏皇帝，施行救助措
施。这样，不等到百姓发生生活困难、流离失所和
饿死，就及时解决了百姓的燃眉之急，从没有耽误
救灾时间。史书记载：“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
息。”刘晏刚当转运使的时候，天下登记在册的户口
不过二百万，等到他任职的第三年，户口登记在册
的就增长到三百万；他接手时国库财赋收入每年不
过四百万缗，第三年就增长到一千余万缗。而且，
只要是在刘晏管理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只要不
是刘晏管理，就不会出现这样好的局面。

刘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才干与能力呢？笔者
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深厚的学问积累。刘晏九
岁就博览群书，进入了国家机构管理图书，一直到
三十多岁才出任地方县令，二十多年几乎都是在读
书学习，这是他从政能力的基础。唐代郑处晦《明
皇杂录》记载：“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十岁，
形状狞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中簾下，贵妃
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中栉。玄宗问晏曰：‘卿
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
正得。’”刘晏的才学让唐玄宗也夸赞不已。加上后
面多年的学习与积累，才造就了他以后为大唐财政

力挽狂澜的能力。二是廉洁的个人作风。作为管
理天下钱粮的户部尚书，手里可以自由支配的钱不
计其数，从他的传记里可以看出，无论在漕运、造
船、官吏选拔任用等方面，他只要想为自己捞钱，是
很简单的事。但刘晏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自己
说过：“屋子能住就行，不用多奢华；饭菜能吃饱就
行，不用很多样；骑的马稳健就行，不用管毛色好看
不好看。”他的家中也没有小妾和婢女。三是勤奋
的工作态度。刘晏工作勤奋，京官时期每天凌晨 3
点多就起身去皇宫集合，经常顾不上吃饭。一次，
在路边看到一家卖胡饼的，就买了两个藏在袍袖里
吃，还给同行的官员夸赞道：“美不可言，美不可
言。”实际上，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这
西域传来的食品大家都吃过，就刘晏没有吃过，因
为他工作太忙了，把这平平常常的东西当成了无上
的美味，还夸耀给大家，这也被史书记下了一笔。
利用骑马进宫的路上时间，刘晏也不闲着，用马鞭
当工具，计算各地财赋情况，他自己曾说：“好像看
见钱在地上流动。”《资治通鉴》记载：“晏为人勤力，
事物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
者皆莫能及之。”

宝应二年（763），刘晏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后，杨
炎担任吏部侍郎，两人互不相能。到了大历十二年
（777年），曾任宰相的元载因专权跋扈引起皇帝厌
恶，皇帝命令刘晏审理，刘晏得到过元载的提拔，不

敢也不愿审讯元载，代宗就派了御史大夫李涵和刘
晏共同审理。元载服罪，后被赐死。和元载同党的
杨炎也被牵连贬官，由此，杨炎怀恨在心。大历十
四年（779年），唐德宗李适即位。杨炎被举荐担任
了宰相职位，他向德宗进谗言，于建中元年（780）免
去刘晏所有职务，贬为忠州刺史，由宦官押送到
任。忠州在今重庆地区，当时非常偏僻。为陷害刘
晏，杨炎提拔与刘晏有过节的小人庾准任荆南节度
使，指示他诬告刘晏怨恨皇帝，联络军队准备反
叛。杨炎自己亲自作证，这让德宗相信了，于是，皇
帝秘密派宦官去绞杀了刘晏，十几天后，才正式下
诏宣布赐死。这种不经审判就冤杀大臣的作为让
全天下的人都感到吃惊和惋惜。刘晏死后被抄家，
家产不过两车各类书籍和几百斤米麦而已。史料
记载：“人服其廉”“天下冤之”。而杨炎，在一年后，
即建中二年（781），也因他事被德宗赐死，可谓一报
还一报。

刘晏死后九年，德宗慢慢醒悟过来，召回了流
放的刘晏亲属。贞元五年（789年），德宗任命刘晏
的儿子刘执经为太常博士、刘宗经为秘书郎。刘执
经捐出官职，请求追赠父亲，德宗下诏追赠刘晏为
郑州刺史，又加封为司徒。

刘晏死后二十年，他所发现提拔的有才能的
官员韩洄、元琇、裴腆等七人相继执掌了国家的财
政权，这些人按照刘晏制定的财政政策和措施来管

理全国的财赋，在当时都很有名气，受到大家的称
道。从安史之乱后刘晏担任户部侍郎开始，他制定
的政策以及所提拔的官员足足为大唐续命 145
年。仅从发现人才和制定人才政策来看，刘晏真是
不世出的“人力资源管理专家”。 文 /图 张长国

闻名中外“巨野教案”发生在
120多年前的巨野县原县城西北约 5
千米的麒麟镇磨盘张庄（现为北张
庄）。

1890年，德国夺得在山东省传
教的护教权后，开始在山东进行传教
活动。巨野县磨盘张庄教堂德国天
主教神父薛田资（1869-1928），在当
地肆意发展教会势力，唆使教徒欺压
平民，激起公愤。

1897年 11月 1日下午，分别在
阳谷县和郓城县一带传教的德国天
主教神父能方济（1859-1897）和韩·
理加略，来到磨盘张庄教堂，参加天
主教纪念“诸圣”的例会“诸圣瞻
礼”。薛田资因为能方济和韩·理加
略是来客，就把自己的寝室让给两人
住，自己住在门房里。

当天晚上，天下小雨，约晚上 11
时，巨野县大刀会组织会员和民众惠
二哑巴、雷协身等二三十人手持大
刀、红缨枪进入教堂院子里。他们见
教堂内已经熄灯，就砸开西边窗户，
杀死能方济、韩·理加略两位神父，躲
在门房里的薛田资听到动静，翻窗跳
墙，侥幸逃命。

11月 13日，德国政府派多艘军
舰，强行占领胶州湾，强迫清政府签
订《胶澳租界条约》，允许德国租借胶
州湾、在山东享有多种特权。迫使清
政府作出决定：将山东巡抚李秉衡
（1830-1900）及以下多名官员革职
查办；并将慧二哑巴、雷协身等多人
斩首示众；赔银 20万两；在山东多处
建造教堂和传教士住所。从此，山东
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实际上，“巨野教案”的背后另
有隐情。

刘德润出生在郓城县黄泥冈镇东刘庄村。幼时贫穷，
会接骨、看腿痛腰疼等病症，会熬膏药。他跟随本家武举人
刘殿魁练武，练成十八般武艺，因家庭困难奔走江湖变成游医。

刘德润有一名徒弟，名叫魏百溪，家住巨野。师徒二人
常年活动于淮北、苏北、豫东一带，有点名气，偶尔也在过往
的路上抢劫过财物（在郓城县、巨野县安分守己）。数年后生
活富裕了，刘德润洗手不干了，在家当了一位顺民。魏百溪
回到家中，游手好闲，逐渐入不敷出，经常向刘德润借钱，并
且只借不还。时间长了，刘德润有意疏远他。魏百溪怀恨在
心，后来托巨野县乡绅在知县衙门当了一名皂隶。

当时磨盘张庄天主教堂居于乡下，德国传教士照会巨
野知县许廷瑞，要求其保障天主教堂的安全。许廷瑞不敢怠
慢，要求检举世上不安分的人，以免对教会构成威胁。魏百
溪恨刘德润不借给钱，就把刘德润在淮北劫路事件报告给许
廷瑞。许廷瑞一听是离磨盘张庄很近的东刘庄村，十分重
视，不管归不归巨野县管辖，就带人去抓刘德润。恰巧刘德
润探亲未归，只有 18岁的女儿在家。巨野县衙役勒索钱财
不成，就把刘女抓到巨野县衙。郓城县的乡绅孙侍卫，集合
了各乡乡长去巨野县给许廷瑞要人，许廷瑞理屈，只好放人。

刘德润回家后非常气愤，发誓报仇雪耻，计划刺杀许廷
瑞。他在巨野县住了半个月，无机可乘。从巨野县回东刘庄
的路上，正经过磨盘张庄。张庄一带群众对天主教恨之入
骨，他们一拍即合。刘德润和反洋教人士联合在一起，计划
先杀死神父，再嫁祸于知县许廷瑞。这样既除霸又报仇，一
箭双雕。于是，11月1日，刘德润等人手持大刀，闯进了天主
教堂，就发生了“巨野教案”。

事件发生后，许廷瑞被撤职查办，剃光头，带枷锁，戴罪
捉拿杀人凶犯。许廷瑞风闻是姓刘的杀的神父，把姓刘的有
嫌疑的杀了十几人，并没想到凶手有刘德润。

“巨野教案”后，为避风头，刘德润到东北住了两年。后
来，到现在归梁山县管辖的黄河岸边摆渡打渔为业，1922年病
故，享年67岁。刘德润虽有一身好武艺，但看外表如同儒生，
乡里有些人还不知道他会武功。刘德润死后多年，他的好友
巨野县田庄乡官厂村刘惕才先生才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巨野教案”已经成为历史长卷中的一页，它记载着人民群
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辉事迹，是劳苦大众饱受外来欺凌的真
实反映，这一切将被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远铭刻在心。魏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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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刘晏：：大唐大唐““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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