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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流德
家燕

□ 张永生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老屋

里与家燕一同度过的，虽是土
坯建成的又矮又暗的屋子，可
檩条上、屋檐下都被燕子垒满
了大大小小的窝。每年的春、
夏、秋季节，天井里的树上、屋
顶和墙头上，随处都有燕子在
嬉戏。一窝窝出壳的雏燕，也
在探头探脑地凑热闹。奶奶
说：“每看到小家伙们欢快的样
子，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可到
了秋后，看着它们拖儿带女飞
往南方，就感到很冷情，巴不得
它们能与咱一起过冬。”

可就有一个深秋的夜晚，
睡意中奶奶突然听到窗外传来
燕子的叫声。它们不是昨天就
去往南方了吗？奶奶喜不自禁
地披衣出来辨个究竟。借着月
色，奶奶看到一只燕子站在屋
檐下的窝沿上，有些超常地叫
着。见奶奶出来，燕子尖叫着
飞向她，仿佛在诉说什么，接着
又飞回窝上叽叽喳喳地叫。看
到此情此景，我也好生奇怪。
往常燕子都是成双成对来去，
这会儿怎么回来一只？我问奶
奶，奶奶猜测：“也许是它飞得
快，群燕还在后头。”随着太阳
升起，又有一只燕子回来了，先
是贴着我和奶奶的头顶飞了几
圈，然后落到了同一个燕子窝
上，叽叽喳喳好似与先来的燕
子交流着家事。望着它俩那怪
着急的样子，奶奶要我搬来梯
子上去看个明白。我上去一
看，惊奇地喊道：“窝里还有只
燕子哩！”奶奶一听就明白了燕
子折回的原因，便吩咐我小心
地把燕子拿下来让她看。我伸
手去窝里掏时，两只守卫的燕
子并没有阻拦的势头，见我把
手中的燕子交给了奶奶，也就
叫着落在了一旁的树枝上。奶
奶仔细观察，发现燕子的右翅
有处凝血，于是用盐水为它清
洗了伤口，敷上药膏，又喂食了
蚕蛹，才让我把它送回窝里。

接下来的几天，那两只折
回的燕子除了为伤燕觅食外，
还喳喳叫着带它尝试飞翔。听
奶奶说，那只受伤的燕子可能
是折回燕子的后生，它们舍不
得丢下它才返程回来的。

如今，乡下的老屋在旧村
改造中已不复存在，我们一家
也从老屋搬进了城市的楼房。
岁月深处，燕子穿梭衔泥、喂养
雏燕的情景，也只能在记忆里
找寻了……

□ 刘培国
冬天，我从孝妇河上游的

博山区，来到黄河下游的博兴
县。孝妇河古称孝水，全长
135.9公里，在博兴注入小清
河，与黄河平行入海。与黄河
相比，孝妇河既短又小。在另
一尺度和维度上，孝妇河又是
那样源远流长，全因了一个孝
德人物——— 颜文姜。

周朝后期齐国南境，有凤
凰山，山下一户姓郭人家，儿
郎重病，郭家急欲娶儿媳颜文
姜过门“冲喜”，不料前脚拜
堂，后脚郭郎不治，颜文姜担
起侍奉年迈公婆、抚养小姑的
生活重担。是时，山地水源奇
缺，婆婆差使颜文姜天天翻山
越岭，往返三十多里山路到石
马庄为其挑水，寒暑不易，感
动太白金星，赠神鞭与颜文
姜，置于瓮边，用水时一提便
可有水，可免长途汲水之苦。
婆婆与小姑好奇家中水瓮常
满，又不见文姜外出担水，趁
颜文姜外出之际一看究竟，见
厨屋瓮里悬一马鞭，顺手一
提，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股
大水自瓮中喷涌而出，冲倒了
房舍。颜文姜闻声拼命回返，
舍身赴义，用身体堵住了泉
眼，大水得以驯服，化为灵泉，
遂为孝水源头，名孝妇河。灵
泉发源之地称神头，古城叫颜
神。北周时，泉上建起孝感灵
泉庙，即颜文姜祠，唐天宝五
年更建，宋熙宁八年，神宗敕
封颜文姜为“顺德夫人”。

颜文姜故事在我心底留
下深深印记，左右着我的行止
与思想。

二十年前，我开始在黄河
上游游历。

在巴颜喀拉山腹地，我跨
过不足一米宽的黄河源头细
流，那还是一泓湛清的冰川融
水。在星罗棋布的星星海，看
一面面倒影碧空的瓦蓝色明
镜，我赞叹造物主的鬼斧神
工。流过荒无人烟的黄河源，
划出一个大圈，好不容易绕过
阿尼玛卿大雪山，又有无数座
高山试图阻挡，都不曾叫黄河
止步，就出现了许多高峡深
谷，茫尕峡、野狐峡、李家峡等
不一而足。我曾站在积石峡
危岩下，看黄河自谷底穿峡而
过，昼夜不息，感喟它奔流到
海不复回的决绝与勇气。

当黄河走出荒芜，进入人
类生存的地界，便表现出强大
的人文化育功能。我听见在
上游地区的青海、甘肃地区，
风 靡 着 最 原 始 的 民 间 说
唱——— 贤孝，便惊叹孝德文化
竟然由黄河和盘托出。

我在青海西宁、湟中、贵
德，喝着碗茶，听过贤孝。诘
屈难懂的西北方言，障碍了我
对词义的理解，但演唱者眉目
传神、出神入化的表演，明确
传递出对贤孝人物、事迹的膜
拜之意、钦佩之情。

万里黄河，就这样裹挟着
贤文化、孝文化，出青海，过甘
肃，上宁夏，绕内蒙古，下晋
陕，入河南，进山东，由奔突而
淡定，由激越而平复。大音希
声里，我听到了一记响亮的音
符——— 董永的故事。董永的
故事发生在董永故乡博兴。

东晋干宝《搜神记》载，“汉董
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
肆力田亩。鹿车载父随。父
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
丧事……”董永卖身葬父的孝
名不胫而走，也感动了下凡玩
耍的七仙女，两人结为伉俪。
赶上大举孝廉，董永委身的傅
家老爷便向官员举荐他孝行
之举，幸得皇帝表彰并留他在
京城做官，教谕天下孝悌。

董永故事与颜文姜故事
同样隽永，同等美好，但毕竟
同属于神话传说，有没有生活
中的颜文姜和董永？这天，我
从博兴启程，行走在广袤滨州
大地，寻觅董永故事的现实
样本。

“一座杜家宅，明清两朝
史”，是人们对滨州“帝师故
里——— 杜受田故居”的评价。
我所居住的博山，也出现过一
位清顺治太师太保、康熙内秘
书院大学士孙廷铨，故，对杜
受田家族也就倍感好奇。

我带着恭敬之心步入杜
受田故居。

杜受田故居位于山东省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镇南街。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占地约
14亩，全部建筑均为四合院
形式，内含28个院落，有客
厅、堂屋、绣楼、厢房、祠堂等
房屋201间，是杜受田的祖父
辈和众多的叔伯兄弟们的
房产。

一棵泡桐古树，五百年栉
风沐雨竟然遮天蔽日，茂盛如
初，枝干筛下无数光影，似次
第闪过的人间时光，诉说着杜
府发生的修身齐家往事。

据工作人员讲，当地有杜
家女儿是老虎、媳妇是绵羊一
说。是说杜家的女儿德才兼
备，容貌传神，出嫁后往往成
为新家庭中的决策人物。而
杜家大院娶进来的媳妇，都是
名门大户的女儿，贤良淑德，
往往以相夫教子为任，成为家
庭中的贤妻良母。旧时代，女
子三从四德，凡殷实家庭，女
孩都要圈养起来。而滨州杜
家的女儿是个例外。杜受田
的女儿杜润官，不仅可以走动
各个大院之间，还可以和他人
一起学习。杜受田还把她带

到京城，领略各地风光。杜家
人认为，女儿是未来家庭的主
事，是母亲，是未来的婆婆或
岳母，因此，教育好女儿，关系
着另外一个家庭的命运。杜
家人甚至视女儿的教育甚于
男孩。杜受田父亲杜堮就在
石画龛中说：世俗谓女为他家
人，故多不教，此大惑也！惟
其为他家人，尤不可不教，且
视教子尤急焉！正是由于杜
家人特殊的女儿教育理念，所
以杜家女儿与世俗格格不入，
读书识字，见世面，不缠脚。

果然，杜氏家族将孝、仁、
信、礼、敛敬为做人尺度，孝居
首位，还把商议修族谱、捐资
兴学、修石桥、筑城池等族中
大事的百事用房命为“忠孝
堂”。杜受田父亲杜堮亲题楹
联：“勋贤之里代出公才，忠孝
之门笃生哲辅。”还有更多楹
联随处可见，“报国承家，无非
是栗栗小心，成就个端人正
士；敦耕劝学，也只为绵绵奕
业，作养些孝子贤孙”“诗书足
冠古今事，忠孝不迷天地心”
把忠孝等同于天地。君子如
玉，忠孝节义精神，成为杜氏
文化最耀眼的辉光。杜氏家
族的仁孝之风，出自人性中至
善至美的品质，如和风旭日，
蕴涵着最为强大的人文力量。
忠于国家、孝敬父母，被视为
治家传家的理念。就知道，一
个杜氏家族，何以五百年兴盛
不衰。

在兴福镇，我还邂逅了孝
悌文化的当代版本。

兴福镇兴四村，传诵着好
媳妇李洪喜的故事。李洪喜
二十多年如一日，操持家务，
照顾公婆，受到同事邻里一致
称赞。二十多年，李洪喜都与
她的公婆一起生活，当时公婆
年龄都近90岁高龄，体弱多
病，行动十分不便。为了不影
响爱人工作，李洪喜几乎一人
承担了照顾一家老小的任务，
直到两三年前公婆相继离世。
她从无抱怨，从不拖丈夫的后
腿。李洪喜勤俭持家，合理安
排工资收入，添置家居用品、
培养儿子上学以及家中的其
他生活项事，都由她独自承
担，不铺张浪费，从不让丈夫

操心。在公婆眼里，李洪喜懂
事、明理、孝顺，娶到这样的媳
妇，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李
洪喜的作为，打破了“婆熄关
系难处”的世俗魔咒。像这样
的故事，兴福镇还有好多。兴
福镇宣传办的侯维娜就向我
推荐过兴耿村“五好家庭”耿
爱莲、初学智平等和谐、孝老
爱亲，兴四村王玉琴、朱国锋
勤俭持家、孝敬老人，好媳妇
马情情等敬老孝亲、和膝邻里
的故事。

我对兴福情有独钟。我
供职的教育机构，是一个淄博
的私立寄宿学校，建立于
1996年，有着非凡的业界口
碑。建校之初，成立师生餐
厅，需要大量厨具、餐器具，与
兴福镇一位叫李东忠的厨具
生产商建立了关系，从那，兴
福镇像一个谜，走进了我的意
识。一大批兴福镇子弟，也陆
续进入我们学校读书，高峰的
年份需要两辆校车往返接送。
与兴福镇的交集，让我在人们
的脸上看见了富足、幸福和满
满的自信。

跟随第二届中国（滨州）
黄河文化散文季主题采风活
动再访兴福镇，我才知道上世
纪90年代初，那里即涌现出
100位百万富翁。而当下，这
个曾经资源贫乏、毫无区位优
势的无名小镇，聚集了2800
多家商用厨具企业，年产值达
到了300多亿元，各占全国、
全省份额的40%和90%；板材
企业650余家，年总产值280
亿元，占全国份额的30%。成
功上榜2023年度全国综合实
力千强镇榜单。一个不毛之
地，三十年间涌现出一个中国
智慧厨都，全国最大商用厨具
生产基地、长江以北最大金属
板材贸易集散地，除了党的政
策、能人经济，潜藏于民间的
孝德义行，不正是造就人间奇
迹的庞大根基吗？

万里黄河浩浩荡荡，一
路吹来强劲的风，吹向滨州
这片希望的沃野，吹向这片
沃野上的耀眼明珠——— 兴福
镇，我看见，历史和时代正赋
予 这 颗 明 珠 日 益 璀 璨 的
色彩。

拍摄于青海贵德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