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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本勇
“一把瓦刀天下闯，养妻

养儿养老娘。”不知哪年哪月，
桓台人认准了盖屋打墙这行
当，并且子子孙孙传下来，使
桓台县获得了“建筑之乡”的
美称。据统计，桓台县光是五
代以上的建筑世家就有2800
多个。截至目前，全县累计获
鲁班奖14个。

明末清初，桓台的散居工
匠，农闲之余就云集在一起为
居民、官绅、商户营造各类房
屋。此后，桓台的木工作坊相
继出现，较有名气的可达30
多处，招揽庙宇、桥梁、庄园等
工程，兼营农具车辆的制作和
维修。在漫长的年代里，桓台
人先后建筑的隋文宝塔、华严
寺、忠勤祠、四世宫保坊、冯氏
住宅、高家大院、索镇玉带桥
等各个著名建筑，记载着桓台
工匠们的聪明和才智。隋文
宝塔、华严寺均系隋唐时代建
筑的代表作，明万历年间建造
的忠勤祠、四世宫保坊以造型
奇美和气势宏伟而闻名于世，
冯氏住宅在清代被誉为住宅
建筑的“建筑之根”……

1912年，基督教浸礼会
牧师美国人卜道成等人在济
南建立齐鲁大学，桓台人孙学
源承建了该套建筑，主要建筑
包括办公楼、教学楼、藏书楼
各一栋，以及大礼堂一座，其
中办公楼为砖、木、石结构，造
型优美，凝重大方，至今仍屹
立在济南大地，可谓中西合璧
之杰作。庄严肃穆的济南基
督教堂是1920年由桓台人杨
长利承建的，这是一座有着浓
郁的哥特式风格的建筑，充分
体现了“光、高、教”的原则和
特点，施工精细，技艺高超，至
今其大角砖石砌体垂直度仍
为“〇”，表面平整度不大于2
毫米，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其质
量如此之高优，是难能可
贵的。

20世纪初，伴随民族资
本的兴起，桓台工匠竞相赴
济南、青岛、周村、潍县等开
埠之地承揽建筑业务。仅在
济南一地，就有桓台工匠为
主体的营造厂18家，汇集工
匠5000多人。到了1948年，
桓台在国内外开办的建筑营
造厂、建筑公司以及包工队
多达90余家，有7家在国外。

当时，桓台建筑业已初步形
成了坐镇济南府、涉足海内
外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桓台建筑
业这一传统工艺得以发扬光
大。“一把瓦刀天下闯”是代代
桓台建筑工匠的真实写照。
荆家镇孙桥村工匠之多，可谓
冠全县之首。当地流传着这
样一首民谣：“孙家桥王庄子，
不当瓦匠就烧窑，剩下两人没
啥干，小清河里玩渡槽。”
1959年，荆家镇后高村的一
名工匠林兆功，因参建北京人
民大会堂有功，受到国家领导
人亲切接见。1977年，荆家
镇后孙村的工匠李振庚等桓
台工匠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
施工建设，荣获国家奖状。桓
台工匠在外地承建的纪念性
建筑物很多，其中矗立在河南
省会郑州的“二七”纪念塔，也
是出自荆家人之手，是由工匠
吴佃玉承建的。该塔建于
1963年，高达45.5米，并列11
层，是中西合璧之作，以其设
计新颖规范、砖木结构精巧、
造型雄伟壮观、施工精良细
致，成为郑州的一大景观。

改革开放给桓台建筑业
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桓
台人更认准了自己的老行
当——— 搞建筑，他们扬起致富
的风帆，顺水舟遇上顺劲风，
呼呼啦啦，竞相拔锚开船，驶
遍山东各地，桓台建筑业进入
了黄金时代。以起凤镇为例，
全镇每年外出的施工队伍达
160多支，出员人数超过万
人。桓台的工匠们不仅在县
内有自己创建的伟绩，而且在
省内外也有巨大成就。1985
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彭真视察祖籍桓台县后，欣
然题词“建筑之乡”，不仅肯定
了桓台建筑业在全国的突出
地位，而且对其后的发展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86年，国家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部下发《转发关于山
东省桓台县发展建筑业的调
查报告的通知》，将桓台建筑
业发展模式推向了全国。
1987年，桓台建筑施工队承
接了高17层的中国科学院外
国专家楼、亚运村华侨大厦装
修工程，均以优质高效誉满京
华。1989年，桓台建筑工程
公司首次走出国门赴约旦王

国承建王宫。1993年，山东
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桓台为

“建筑之乡”。以拥有一级资
质的桓台县建筑企业集团总
公司为核心的8万建筑大军，
施工区域遍及全国各地，先
后承接了一大批高、大、难、
尖的名优工程。闻名全国的
万鑫、天齐、新城、起凤、齐泰
等一批骨干建筑企业由此迅
速崛起。

在壮大主业的同时，桓台
县建筑业不断拉长产业链，逐
步向设备安装、装饰装修、路
桥施工、地基基础、园林绿化、
市政工程等专业化施工领域
延伸，向工业、建材、房地产、
服务业等领域发展，形成了多
业态布局、全领域覆盖的大建
筑格局。自1994年山东省开
始建筑业综合指标核评起，桓
台县连年雄踞“建筑业十强
县”之首。桓台建筑业的发
展，为县域经济腾飞撑起了宏
阔的天空，它不仅带动了农业
的发展、工业的发展，还带动
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文化有“阳春白雪”，也有
“下里巴人”。有喜欢京剧的，
也有喜欢现代剧的，不管什么
格调，它总得让人喜闻乐见，
建筑文化也是如此。这些年，
城镇开发都在逐年进步，建筑
文化也是如此。抛弃了千篇
一律的格局，规划更加合理，
形体追求美观，出现了许多令
人赞美的建筑。

在桓台县，现在首推的就
是宁静庄严的王渔洋故里，这
是一个组团式结构的景区。
这片古建筑全天候散发着不
同的色彩，你能发现它不同的
美丽。故居保护修复过程中，
基本保存了古建筑原有的制
式，如中跨院四进院落完整地
保留了已有的民国建筑风格，
从而保留了民国时期西城别
墅沦为冯氏住宅的那一段历
史记忆。对于按照古建筑传
统规制应该有而现已不存在
的建构结构，如屏门、仪门等，
按照古建筑专家的建议进行
了地勘,在原有的地基上进行
了部分修复。2012年11月，
山东省政协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视察组到桓台考察，称王渔
洋故里保护开发项目为“家族
文化的瑰宝，文物保护的典
范”。

2009年金秋时节，红莲
湖的迷人魅力呈现在世人面
前。谁能想得到，这个长
1600米、宽38米，绿化面积62
万平方米，水域面积26万平
方米的人工湖，会是在一条叫
大寨沟的旧河道和一处废弃
的窑湾上改建而成的。大寨
沟是如何取名“红莲湖”的呢？

“红莲”是吉祥、圣洁、美好的
象征，同时也是桓台民俗文化
的重要象征；“红莲”一词又出
自“新城八景”之一的“会泊红
莲”这一桓台古代胜景，是自
然环境的象征。红莲湖是一
项民生工程，建设突出了“生
态、人文、休闲”理念，为市民
提供了一处休闲、健身、娱乐
的好去处。红莲湖不奇特，也
不神秘，只不过是祖国灿若织
锦中的一个花纹、一个色点而
已。但就是这一个花纹、一个
色点，却承载起一座城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

无论怎样发展，建筑业一
直是桓台县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和载体，“建筑之乡”也一
直是桓台人引以为豪的地域
名片。从“泰山杯”、国优工程
奖到鲁班奖，桓台人盖屋打墙
屡屡夺魁。鲁班奖（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是中国建筑业协
会为贯彻执行“百年大计、质
量第一”的方针，促进我国建
筑工程质量的全面提高，争创
国际先进水平，在建设部的支
持下，于1987年设立。鲁班
奖作为全国建筑行业工程质
量的最高荣誉奖，每年颁奖一
次，授予创建出一流工程的企
业。1996年，新城建工承建
的齐鲁石化综合楼荣获国家
最高建筑工程质量奖鲁班奖。
截至目前，桓台建筑企业累计
获鲁班奖14个。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
是一句无数哲人极力推崇的
名言。我创作的长篇小说《苍
生谣》，就是以桓台县为背景，
用纪实的笔法写出了中国乡
村建筑业的发展历史，这是一
部宏大的建筑之乡纪事之作。

“一把瓦刀天下闯，敢试敢干
敢为先”的文化基因已经深刻
融入桓台人文精神的精髓。
生于斯，长于斯，我深深爱着
我的家乡，一生一世，更深深
陶醉在“凝固的音乐”中展现
的桓台风采。

桓台人的盖屋打墙

从现在起
好好爱自己

□ 李忠厚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

隙。生命是一张单程票，芸芸
众生，我是唯一，余生很贵，从
现在起，好好爱自己。

清晨，在莺啼中，在花香的
氤氲中醒来，迎着初升的太阳，
伴着和煦的风儿走向学校，耳
边不时传来“老师好”的问候
声。今天是个好天气，我有一
份好心情！

平平淡淡才是真。过去以
为，熟悉的地方无风景，殊不
知，你身边的“风景”，就是别人
眼里的“远方”。

与学生一起阅读，让文化
浸润人生，让英雄主义荡涤心
灵的尘埃。

从现在起，改变一些习惯，
好好爱自己。说话时语速稍缓
一些，声调略低一点，心态再平
和一些，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
的自己。以前，我不喜欢运动，
总有这样那样的借口。现在，
在同事的“撺掇”下，我也加入
了晚饭后健步走的行列。这份
爱的提醒，让我更健康、更
快乐。

什么是幸福？
一日三餐，买菜下厨，烧出

自己想要的色香味，何尝不是
一种幸福。

幸福就是身体好一些，记
性差一点，生活简单从容些。
要像鸟儿爱护羽毛、鱼儿爱护
鳞片一样爱惜自己的身体。

从现在起，好好爱自己，欣
赏自己，接纳自己。

绿意生凉荷叶粥

□ 钟芳
下班路过一方荷塘，清风

徐来，荷香阵阵，沁人心脾。
母亲喜欢荷。小时候，炎

炎夏日，暑气袭人，母亲常会采
摘几张鲜嫩的荷叶，熬一锅绿
意生凉的荷叶粥。

母亲熬荷叶粥很用心，先
将淘好的大米下锅烧开，再将
采回来的新鲜荷叶洗净，撕成
细条，用小火慢慢煨熬。荷叶
的香气随着粥香弥漫开来，待
荷叶的色与香融进洁白软糯
的粥里时，将荷叶取出就可
以了。

熬好的荷叶粥晶莹鲜亮，
带着浅浅的绿意，枸杞像一朵
朵盛开的小花，光那模样就让
人垂涎欲滴了，米香中还飘出
一丝淡淡的荷叶清香。

孩提时的我体弱，到了苦
夏时节，不是口舌生疮，就是
感冒发烧。母亲总会给我煮
上一碗可口的荷叶粥，加入适
量冰糖，让我喝下去，不仅胃
口大开，身体也倍感舒适通
畅。印象中，夏日里那股浅浅
的荷叶清香就这样陪伴着我
的成长。

酷夏之际，全家围坐在餐
桌旁，一碗鲜粥，一桌笑声，一
室香气，其乐融融。不管这个
夏天如何烈日炎炎，我知道，
我的心底早已被一片无法挥
去的清凉与绿意弥漫……

郑州“二七”纪念塔四世宫保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