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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就听我老家（现济南起步区
崔寨街道清宁管区南郭村）那里的人当
作新鲜事儿，传说老北乡（济阳北部地
区），村里娶媳妇的婚宴有返席的习俗。
45年前，我有幸到垛石（济阳第四中学）
教了几年书。常言说：“五里不同风，十
里不同俗。”果不其然，我在垛石待了几
年的工夫，经过了解，垛石街周围乡村
里，长期以来，确确实实普遍流行着婚宴
中的返席习俗。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古以来，人
们就把婚姻当作终身大事。同时，人们
又把结婚视为喜庆大事。洞房花烛常与
金榜题名、久旱逢甘霖、异乡逢知己通称
为人生四大喜庆之一。

既然娶媳妇是喜庆大事，操办婚礼，庆
贺一番就成为男方家自然而然的分内事。

常言道：“喜酒闷茶腌臜烟”。喝酒便成
了婚俗中的必然内容。喝喜酒不仅新郎、新
娘自己喝——合卺，男女双方家人喝，并且
亲戚朋友也有份，甚至于全村那些随份子前
来祝贺新婚之喜得街里街坊们也来喝。这
既表示婚礼的隆重，人们的重视，人际关系
的融洽，又表明对新婚夫妇生活幸福、家庭
兴旺和睦美满的良好祝愿。在这喜结连理、
凤鸾和鸣、喜事临门、增人添口、喜庆降临的
时刻，男方新郎家怎不喜上眉梢、笑在心头
呢？怎不高高兴兴以美酒佳肴款待前来庆
贺的亲戚朋友、四面八方的宾客呢？

前来贺喜的人居多——有亲友，有众乡
亲，热情好客的主人以礼仪相待，设宴酬谢。

他们的婚庆筵席有几个不同于别处的
显著特点：

其一，参加筵席的人员多。除了前来祝
贺的亲戚朋友外，几乎全村家家户户（一般是
户主）都有人参加，小村庄少说几十人，较大
的村庄入席者上百人或许人更多。

其二，按份子（礼金、喜仪）多少分等级
坐席。比方说，拿伍元钱的和拿拾元钱的，
分别坐在不同的席上。常言道：“无席不
酒”。不同席的人，不光菜肴有区别，并且拿
钱多、喜仪重的所喝的酒的档次也不相同，
相对要高一些。比如说，拿钱少的席上八盘
菜，拿钱多、随份子重的席上就上十盘或更

多的菜肴。
其三，菜肴多数是大锅做。因

为坐席喝酒的人多的缘故，厨师用铁
勺煎炒烹炸忙不过来，很多菜是用几

个大铁锅做出来，然后盛到碗
或盘子里。有时一席需要做十
几种菜，辛勤的厨师就加班加
点的做，然后放入不同的大盆
里，一样一样再盛入盘或碗里，
摆到席上。

其四，酒席上的用具多是
租赁来的。做菜的餐具，盛菜
的碗（盘、碟）筷子，摆席的桌
椅板凳，靠一家一户甚至几家
几户是难借全的，为了方便起
见，主家事先到本村或外村的
出租专业户那里去预定，届时
派人去取或聘人来送上门。

来坐席的人多，自家房屋少且小，就赁来大
布棚在天井院或家附近的空旷的地方搭或
扎一个或数个席棚。

其五，舅舅坐首席。俗话说：“娘家舅
大”。婚庆筵席上，准新郎、新郎的舅舅最为
尊大。舅家的喜帐像彩门一样，悬挂在大门
两旁，舅舅要坐在最高档酒席的最尊贵的座
位上。舅父喝第一口喜酒，夹头一口菜肴，
以显示其重要、尊贵的地位。

其六，朴实敦厚的济阳大北乡人，酒席
上的盘子碟子菜肴中，少不了摆着许多色香
味俱全的形形色色、实实在在的大腕菜。

其七，女方到男方来坐席。结婚当天，
新娘家的家人或知己亲戚，有成群结队来新
郎家坐席的习俗。女方家来的一干等人，作
为最尊贵的客人受到男方最高的礼遇与款
待。

其八，返席。返席是垛石一带在乡村民
间长期以来流行的婚宴习俗。与其它地域
明显不同的特点就在这返席上。

所谓返席，就是参加筵席的人，在坐了第
一次酒席吃喝结束之后，将桌面上的残菜剩
羹撤掉，仍原地不动，喝茶吸烟拉呱侃聊，或
到外面转一圈，兜兜风再返回来坐席，不一霎
工夫，主家就安排第二次上酒上菜上饭。往
往这新上的酒菜似乎比第一次上的酒菜更丰
盛更齐全更高档一些。这期间，主人们就轮
流一一向大家敬酒，致谢。与席者直到酒足
饭饱，方才罢休。这第一次吃酒席就像演一
出戏的序幕，返回来第二次再吃的酒席则恰
如做文章一样切入主题。有人说这返席，是
热情大方的主人对来宾的一而再的谢意的表
示，有的说是主人一好再好的表示，有的说第
一次上酒菜意思是点心点心，返席再吃喝才
算步入婚庆正题，云云。这些表述都不确切，
似是而非。返席的真正含义，所表达的两个
意思，人生历程中的两个重要节点，两个礼
仪，两个礼俗的合二为一。

众所众知，在结婚头一天傍晚，有傧相一
人手执一红毡布引领准新郎（或十字披红或
胸前佩一大红花）在欢快的音乐中向内宅的
大堂中祖先的牌位上香烧纸跪拜，然后给家
中由高而低的长辈磕头叩拜，依次由近及
远，给家族中长辈甚至全村的亲戚朋友家上
拜，完毕后，给前来落忙打杂的众乡亲致

礼。这个仪式俗称叫行礼。实际是加冠礼。
冠礼兴起于我国商周时代，已经有三千

多年的历史。它是古典礼仪《仪礼》开篇第
一礼，有冠者礼之始之称。男子加冠成人，
女子及笄成家，是我国自古相传的人伦大
礼。

汉族的冠（笄）礼有浓郁的中国特有的
礼法气息，是汉字文化圈最具代表礼法。冠
（笄）礼起源于远古人群的成人礼，是氏族长
辈依据传统为即将成年人准备的活动，西周
时冠（笄）礼成型，两汉时完善。《礼记·冠
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
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
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仪备。”按周制，男子二
十岁行冠礼，女子二十行笄礼。在历史上，
实际上不同的王朝，甚至同一个王朝的不同
时代，男女行成人之礼的年龄规定是不同
的。加冠是给成年男子头上戴的一种帽子，
及笄是给成年女子头上插的一种束发的簪
子，可由木、竹或骨、玉等材料制成。这是一
种仪式，是人已成年的象征。这个加冠（笄）
之礼自古延续至今。现在民间流行着过成
人礼的习俗，一般就是在拜堂成亲的前一天
举行。我国现有法律明确规定，年满十八岁
的男女，为成年人。男子在婚配之前行加冠
之礼即成人之礼是长久以来的老传统习
惯。也是一个男子一生之中的大节点大事
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因此，在准新郎行
冠礼之后，众亲友和乡亲前来庆贺、坐酒席，
就是这个意思的表示。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加冠（及笄）
之后而婚配就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了。于
是，男子在行加冠之礼后的翌日要举办天作
之合的结婚盛典，要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在
这一辈子终身大事喜事时刻，自然要受到亲
友和众乡亲的庆贺。作为新郎一方，当然要
拿出一番心意来表示答谢。因此，当第一次
庆成人礼酒席吃喝完毕之后，第二次重新摆
上的酒席，才是庆大婚之喜得酒席。被主人
挽留下喝第二次喜酒的来宾，就称为坐返席
的人，返席不同于流水席，返席是同一拨坐席
的人，而流水席则是一席之上坐的是下一拨
人。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时移俗易，岁月变
迁。仅仅过去了几十年的时光，沉积多年的
返席习惯便湮没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中，
定格在老人们陈年往事的记忆里。

时代变化之大，社会发展之快，令人惊
叹不已。男子行成年和结婚之礼，人们普
遍到就近冠冕堂皇的酒店饭庄去操办，一
次聚会，一起庆贺，一次酒宴，亲友满座，皆
大欢喜。喜事新办，风气蔚然。垛石一带
在改革开放中的确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
化，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唯一没有变化的
是那里的一方人勤劳、朴实、敦厚、耿直的
性格没有变，待人热情，忠厚大方的纯朴民
风没有变，重视情谊、崇尚礼仪的文明气质
没有变。

作者系城区居民

阎俊烈，系回河街道阎家村人，世人皆称他为“阎
大人”。他自幼聪颖好武，练得一身好功夫，清朝乾隆
戊申年（1768 年）恩科考中武举人，清乾隆五十四年
（1789年），便入伍成为巡抚直辖的绿营兵。入伍后继
续精湛武艺，武艺超人。于清朝嘉庆元年（1796年）丙
辰恩科又考中武进士。中武进士后即被朝廷授任为绿
营兵千总。后又被派到四川、陕西、湖北等地征剿反抗
清朝廷的教匪。在剿匪期间屡立战功，又被推荐提拔
为参将加副将衔。嘉庆十年（1805年），又搜捕扫平零
星造反的匪徒，后又被从甘肃永昌协副将提升为甘肃
巴里坤正二品总兵。嘉庆十六年（1811年）调任陕西西

安镇总兵。嘉庆十八年（1813年）剿平滑县造反的匪徒
后，又被提升为河北镇总兵，随陕甘总督那彦成平定天
理教起义。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升任从一品湖北省
提督，成为统领一方的封疆大吏。清道光元年（1821
年），阎俊烈上奏朝廷，因患病请假，道光皇帝批准允许
后，并命阎俊烈病痊后再来京，另候任用。道光五年
（1825 年）病痊后又被授命为湖南提督。清道光六年
（1826年）阎俊烈进京述职，道光皇帝召见阎俊烈之后，
即下谕旨给军机大臣说：“朕召见新授任的湖南提督阎
俊烈，人甚粗率，该员曾任湖北提督，平日声名若何？
操防训练，是否认真？李鸿宾在楚有年，自必确有闻
见，著即查明，据实具奏。俟该提督到任后，该督仍留
心查看，能否胜任，随时奏闻，毋稍徇隐，将此谕令告
之。”清道光六年（1826年），阎俊烈休致，告老还乡。道
光皇帝加赏以原品级休致，到了道光七年（1827年），道

光皇帝又下谕旨赏休致的阎俊烈享受半俸，后
因病在老家病逝。阎俊烈的父亲阎文宗，因阎
俊烈的功名被朝廷封为振武将军。阎俊烈的
儿子阎肇祺，皇帝赠为一品荫生。阎俊烈的哥
哥阎伟烈于嘉庆癸酉（1813年）考中武举，被授
任守备。阎俊烈的堂弟阎先烈在清朝乾隆已
酉年（1789 年）考中武举。阎俊烈国史有传，

《山东通志》单列条目并有传记。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

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的黄河北岸，有一个
“尚书故里”孙耿小镇。那里有一对小夫妻，是土
生土长的农民，建大棚、种黄瓜，演绎了一出叫人
称颂的“好戏”。

那年5月18日，镇上举办了“农民蔬菜节”，
大力支持村村户户搞大棚种蔬菜。创办基地、科
学种植、打造品牌、提质增效，扶持乡村农民尽快
致富，让老百姓的钱袋子迅速鼓起来。

在这个喜庆的节日里，阳光村的杨有志和梅
花小两口，心里早就打起了鼓。要趁刚结婚还没
有孩子的机会，搞两个大棚，多挣点钱，想让孩子
一出生就过上富裕更美满的小日子，那会是多么
幸福啊！可是他们的老母亲（习惯叫老娘）可不
这么想，心里就是一个念想：要尽快抱上“胖孙
子”。

散会后的晚上，小两口翻来覆去睡不着。他
俩左思右想、想前想后、想的很多很远：从老辈的
艰难想到新一代的梦想，从传统农业想到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从选他们当代表想到镇上领导大力
支持，从自家的自行车想到邻居的小汽车，从当
下住了几辈子的平房想到了又高又敞亮的楼房
——这些美好的愿景，样样都离不开勤劳致富。
要想改变现状，过上小康生活，就得敢闯敢干。

杨有志实在憋不住了，就问道：“梅花呀，你
说到底该咋办？”她没吱声。其实她早已动心了，
因为她深知“面朝黄土背朝天”实在是累死累活
不容易。他打定主意说：就给咱娘说，你搞大棚，
我养孩子，叫做“黄瓜孩子两不误”，没有过不去
的“火焰山，这样老娘兴许会同意。有志一听，
说：“行，还是你有办法哩”！于是，小两口心投意
合地定下了向娘汇报的“计划”。

第二天早上，晴空万里、天高云淡、和风扑
面。两口子特意赶了一个早集，买了一大提篮

“蟠桃、蜜食、苹果、点心”等老娘爱吃的好东西，
来到前院看望娘。一进门两个人就嚷嚷着给娘
说个“美事”。娘一听说有“美事”，不由得心里也
美滋滋的。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见儿子、媳妇这般
孝敬，好不高兴，又是倒水，又是准备中午饭，忙
的脚不沾地儿。随忙着还一个劲儿地问儿媳：

“梅花啊，你想吃酸不？想吃辣不？……问的儿
媳妇脸上红一阵、热一阵的。

儿子有志凑到跟前儿，亲亲地叫一声：“娘
——俺俩想跟您商议个事儿？”

娘说：“我在这坐着呢，支着两个耳朵听着
呢，有啥好事就说吧。”她估摸着，准是“那事儿
——有喜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儿媳妇小翠开腔了：娘
啊，昨天镇上开了大会，提议全镇每家每户都建
冬暖式大棚，搞蔬菜基地，大种黄瓜，发家致富。

“以菜破题，以地生财，集约发展”，给咱农民找到
了一条快速致富的近道。

娘听的云里雾罩，半明白半糊涂的说：“我不

管生什么财，我只管生什么娃”。
梅花接茬说：你知道吗——娘？一个黄瓜大

棚一季能长出上万斤呢，而且能在十冬腊月下黄
瓜，据说价钱有两三元一斤，贵的时候能卖到十
元一斤呢。咱家建上两个大棚，一年就会赚十多
万块钱，我俩也想当个“十万元户”。到那时咱也
到城里住楼房，再买上一辆小轿车，拉着您出去
旅游，您说好不好啊？

娘听得心里热乎乎的说：“一年能挣这么多
钱，能赶上咱家好几辈人加起来都挣得多了。我
活这么大年纪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回头
冲着儿媳妇说：“挣钱是好事，住楼更是好，旅游
也不错”。

这时儿子试探着插话了：“娘啊，要不咱今年
搞大棚、种黄瓜，明年再跟您抱孙子，咋样啊？

娘一听这话，气的差点蹦起来，大声嚷道：
“浑小子，娘一个人拉扯你这么大，给你娶媳妇是
干啥的？是来给你养黄瓜的？气死我了，滚——
往后少给我提这些瓜啊枣的，净整些没用的，别
的我不管，无论如何不能耽误我“抱孙子”。

儿子被赶跑了，梅花一时也愣在那里。她很
明白，老人需要天伦之乐，日夜想抱孙子的弯儿
一时扭不过来。就按原“计划”机智地对婆婆耳
语道：娘，您放心，俺听您的。让您儿子养黄瓜，
我给您生孙子，这叫“黄瓜孩子两不误”。大忙时
我叫俺娘家人给咱帮忙，您就别生气了。娘听到
儿媳妇这么说，气慢慢的消了。看到老人气顺
了，梅花才匆匆离去。

打这天起，杨有志就一心扑在建大棚上，十
好几天不着家。隔了几天，儿媳妇也趁早搬进了

“大棚工作室”里去住了。小两口干得热火朝天，
不怕累、不怕苦，两个大棚很快就弄好了。他俩
下决心种最好的优质黄瓜，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
奔小康。以实际行动来报答镇领导的支持，报答
母亲的养育之恩。

他们俩和村民们一起，有困难共同解决，好
事共享，互帮互学，携手并进。翻地、育苗、嫁接、
栽种、浇水、施肥，全部按无公害标准进行栽培。
就像养孩子一样，“优生优育”。那个细心劲比给
孩子喂奶还费事呢。黄瓜秧一长成，又得提苗、
拉秧、扶杆、上架，紧跟着掐枝、修叶、喷洒有机肥
等，一道道“关口”都要精细操作。另外还要结合
天气情况，拉草衫子、放风、控温、协调光照等步
骤，都要仔细观察、认真分析、精心管理。否则一
切努力就会前功尽弃。不能掉以轻心，松懈怠
慢，每一步都不得大意。

转眼半年过去了，娘还是放心不下，便来到
大棚“视察”。待了半天，也不见小两口的影儿。
正着急呢，儿子出来了，他赶紧招呼老娘坐下。
梅花听到娘来了，摸着自己干瘪的肚子，赶紧在
大棚里“准备了一下”。

娘冲着儿子急着问：你媳妇呢？

没等有才回话，就看见儿媳妇挺着肚子从大
棚里走了出来，慢条斯理地说：“娘啊，前几天俺
回了趟娘家，没跟您吱声，您老别生气。”接着说：
俺爹娘说了，支持俺“大棚孩子两不误”，还说来
给咱帮忙呢，您就安心等着抱孙子吧。

“对——对——娘啊，您就等着抱孙子吧。”
有志也在一边附和着。

娘瞅了一下梅花的肚子，又听了这些话，放
心了。说：“还是亲家想的全啊，那你们就好好搞
吧，争取真的当上个十万元户”。娘吃了定心丸，
把那些七念八想放在了肚子里，心里踏踏实实地
回家了。

小两口聪明勤快，又有文化，还经常与村长、
农艺师们切磋交流，种出的黄瓜又直溜又脆生，
口感清爽，略带甘甜。搞出了名堂，创出了品牌，
让前来收购的商家叫好不迭。“皮薄肉厚、清脆爽
口、汁带香甜、即摘即食”。他们的大棚丰收了，
收入名列前茅，成了远近闻名的“黄瓜状元”。

镇上决定对“黄瓜状元”进行表彰奖励。在
表彰大会上，郭书记、周镇长亲手给“状元”们颁

发了奖状和“红包”。小两口由衷的高兴，多年的
愿望今天实现了，心里那个幸福劲儿溢于言表。
他俩从镇领导郭书记、周镇长手里腼腆的接过装
有8888元钱的“大红包”，心里激动的不停的跳
动起来。又是兴奋、又是惊喜，为当初的“决定”
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会后从镇上一口气跑回了家，没等进门就冲
着老娘喊道：“有了——有了——咱也有了——”

老娘喜出望外应声道：“是小子，还是妮啊？”
“我说娘啊，都不是，亲娘啊，是——咱也有

钱了！”
“是啥——？”娘歪着头，瞪大眼睛质问着。
他俩接着说：“是——黄瓜状元和大红包

啊！”
小两口眼里噙着泪珠把“大奖状和大红包”、

还有一张卖黄瓜的“银行卡”递到老人的手上。
望着那大红喜字的奖牌和大“红包”、还有

一沓崭新的票子，老人家的表情不可名状，既
埋怨又欣慰、既生气又欢喜、最后发自内心的
笑了。只见她老人家的脸上泛出从未有过的

由衷的笑容。随即五味杂陈，那劳累了一辈子
的“老泪”也湿润了眼睛。只是她那最显眼的
两颗前门牙，在那合不拢的嘴里乐得不停地颤
啊颤的！

娘一回头冲着儿子、儿媳妇会心的笑道：
“今年饶了你们，明年我可真的要抱孙子了 ”。

转年开春，暖回大地、万物复苏、阳光明
媚、气候宜人。杨有志的两个大棚成为蔬菜基
地的示范棚。乡亲们有样学样，都跟他俩学
习，全部实现了自动化、电器化、远程操控化。
一按电钮就会自然拉棉被、升降草苫、自动喷
水、自控施肥、顺势调温。镇上还统一办理了

“黄瓜一卡通”，实行智能管控作业。建成了
“智慧农业管理系统”，使黄瓜种植进一步提升
到“优质、高效、丰产、品牌”的境界。从劳动强
度、劳动时间、劳动方式到销售渠道、销售模
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节省了大量的
人力。一个人就能干几个人的活，小两口高兴
极了。

梅花住进了在县城买的楼房里，老娘坚决
去给她作伴。“监督”她认真完成一个任务，那就
是要安心的、自由自在的、全心全意的为老娘“养
孙子”。春节前小两口那是个双喜临门啊：黄瓜
又获得了大丰收，卖了个好价钱，挣了 20 多万
元。更可喜的是老天开恩，梅花生了一对“龙凤
胎”，全村老少都来贺喜。娘更是喜从心来，忙里
忙外，不亦乐乎。一有空就跑到儿媳妇床前，抱
起孙子孙女，左瞧瞧右瞅瞅，就是看不够，嘴里还
不停地叫着他们的乳名——“金蛋”——“银
铃”！满脸的皱纹舒展开了，眼睛也好像更亮了，
满面的春光映在孩子们的脸上，格外温暖，格外
亲切。

娘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满脸洋溢
着牡丹花似的。满心欢喜的对儿媳妇说：“这次
没让我失望，算你们懂事孝顺，圆了我一桩心事，
等我“老了”也好向你爹交代了”。

这事就像一阵春风不胫而走，传遍了乡村，
流进了河川，吹到了原野，飘在了天空。成就了
一段街头巷议的“先养黄瓜、后养孩子”、“黄瓜孩
子两不误”的佳话。

在农村种大棚养蔬菜，十冬腊月能吃上刚摘
下来的西红柿、黄瓜，早已不是新鲜事了。乡亲
们靠着冬暖式大棚发家致富，十几年下来，兜里
都富得“流油”。

这一天儿媳妇突然抱住老娘，把嘴凑到娘的
耳朵上，悄悄的说：“现在国家生育政策放开了，
明年再给您老生一对，您不怕累的话，孙子孙女
让您抱个够”。

娘听后，高兴得前仰后合、恣的连连说到：
“不累、不怕累！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孙子、看孙
女啦，只要看到小孩子一切劳累都会烟消云散
啊”！ 作者单位：天书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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