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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地处孔孟之乡，乃“和圣”柳下惠故里和鲁王府所在地，

自古以来，生活在兖州这方土地的人们，性情质朴，正直端

庄，讲究礼仪，待人诚信。这些优良品德，值得后人弘扬。 

兖州地区的待客风俗，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又在潜移默化中

形成了自己的“规矩”。下面略举数种，便略见一斑。 一、

“请上座”与“敬酒”。贵客临门，盛情款待，置酒备筵，

风俗大同小异。而兖州的“上座”，在农村则以堂屋八仙桌

东首为上、西为下；在城市宾（饭）馆，则以正对门的左侧

为上、右侧为下，中间是主陪人座，以便让酒。每轮敬酒必

成双，以求“两好”，今天的话叫“双赢”。俗语云“孔孟

之乡，喝酒成双”，正谓此也。主陪者开始先敬客人六杯酒

，象征六六大顺。然后，其他人再向客人敬酒，逐一交流感

情。酒至半酣，言语投机，感情共鸣，同饮同干；宴到尾声

，共同举怀，以示“全家福”，酒罢用饭，尽欢而散。这里

有一点尤为重要，不论宴会多晚，客人不说“饮好了，用饭

吧”，主人绝不能停止劝酒，否则便是“失礼”。 二、“贵

婿优先”与“闺女靠边”。新女婿婚后头一次拜见岳你岳母

，在兖州地区倍受“尊荣”。不论是丈母爹、丈母娘，还是

舅哥、舅弟、“连襟”兄，必让新女婿上座新女婿也必然逊

让一番，再“当仁不让”地坐上首。而闺女（新娘子）一般

无缘入席，多在厨房里帮忙，这绝非轻视妇女，因为这里“

尊婿”之道，再加上女人一般不好酒，只有让大老爷们悠哉



乐哉地“晕”一番了。当然，新女婿受到第一次“优待”后

，再到丈母娘家去，可别傻乎乎地坐上座了，要让岳低父或

舅兄坐上首，不然，那就是“二百五”，半吊子“，不懂事

了。饮酒的规矩如前面所述，“贵婿”先要表示“喝好了，

吃饭吧”，酒才不再斟，不然，岳父家人会一直“敬”下去

。笔者由于在外当兵多年，回家头次登丈母娘家的门，便闹

过笑话。我还认为长辈们不说不喝，咱要表示尊敬地一直喝

下去，结果把舅父、姨父、舅兄们“灌”了个晕天乇地，若

不是丈母娘暗中提醒非得“撂”倒几个不可，那就丢人喽。

可见这“敬酒”规矩有利也有弊。 三、“女人酒宴，男人别

掺合“。喜剧大师卓别林有一则笑话，说是房内有五只苍蝇

，别人问他能不能分出公母，卓别林答曰“能”，并指出二

只飞落镜子上的是母，而三只落在酒杯上的是公，皆因为女

人爱打扮，男人爱喝酒也。其实，喝酒并非男人“专利”，

在兖州，有种专供妇女参加的酒宴“吃喜面”。即女人生孩

子后第九或第十一天，娘家人婶、嫂们看望坐月子的闺女时

而专设的筵席。虽然，吃喜面的风俗各地都有，但在兖州却

十分讲究，基本是一律的妇女现场参加，男爷们是不能“偎

边”的。当然有几个“鼻涕客”半大小子也无伤大雅，但成

年男子绝对别“掺合”进来，否则，会让人笑掉大牙。 兖州

的待客风俗很多，以对待客人或亲友真诚、恭敬、周到、热

情为宗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些陈规陋习逐

渐摒弃，但兖州人待客的好传统、好品德也不断得到遵循和

继承。兖州人“端信、尚贤、崇善、兼容”传统美德正不断

得到发扬光大。 兖州城语言举隅 兖州城东西长不到五里，东

到金口坝才七里。这一距离在语音上却有不同。 叔：金口坝



一带读叔为shu（阴平） 城西关一带读叔为shu（上声） 这是

在语音上，另外在呼语上也有不同。 金口坝一带称父亲为

嗲dia（上声） 城西关一带称父亲为爹die（阴平） 按：中国

古代称父亲为爹，如京剧中说白称“爹爹”，双音叠词；或

“老爹”，前加修饰定语。他如元曲、明清小说均可找到例

证。 闲话兖州 一 很多的人，把兖州都念着衮州，这一“滚”

，就滚得没了文化。 真正没文化的还是兖州人，我就是其中

的一个。 那年，十三岁，第一次随父亲去兖州。谁知道这个

有着很多地排车和洋车的地方，就叫兖州呢。父亲说，今天

，我领你进城看看。进了城，就叫城里。 当时，对城里的印

象是小和尚下了山的印象：城里的老虎，比我们村的老虎脸

白，穿得也干净，从旁边走过去，还能闻到雪花膏的香味，

这香味儿，隔开了一个农村孩子和城市人的心理距离，也唤

起了一个少年朦胧而不确定的意识。 知道自己和兖州有关是

在上四年级的时候，老师把一封信交给我，让我带回家去给

父母，从信封上，我看到了“山东省兖州县道沟公社巨王林

村华家街”，其它的字，都还认识，就是这个上下结构的六

兄，我念成了滚。老师一听就说，滚，那叫盐，兖州的兖。

还滚呢。快滚回家吧！ 从此，我知道，这个被人误读作“滚

”的字，念“兖”。这个兖，在字典里仅做为地名使用，而

且，自己就是兖州这地方的人。 我是兖州人吗？ 不是兖州人

兖州人，指的是兖州城里的人。 我不是兖州人吗？ 不是兖州

人我又是那儿的人呢？ 你是是兖州人，是兖州的乡下人。管

户口的杂种这样说我。 兖州是什么？兖州在我的意识里也是

城里，城里才叫兖州，城里抹着香喷喷的白浆糊的人，才是

兖州人，而自己确实是兖州的乡下人。 二 兖州人最爱讲的故



事是毛主席和邓小平。毛主席说，唔，兖州，兖州有隋塔。 

兖州的塔叫兴隆塔，毛主席说得很对，塔是隋代建筑，历尽

风雨几千年，炮火连天几十年的兴隆塔，至今完好挺拔。 当

年，兖州没有什么高层建筑，兖州的空气也没有污染，站在

塔顶上，往北看，泰山山脉连绵，像一条绿色巨龙，直奔东

边大海舞去；南看峄山峰顶，白云围绕，气象万千；西看运

河，如一条白色绶带贯穿南北，近看塔下，泗河由东向西而

来，在塔东向南轻轻调头，绕塔而行，直奔西南的微山湖而

去，波光鳞鳞，祥瑞千条，两岸白杨挺拔，绿柳依依，又有

鹭丝水鸟，时常徘徊塔前河滩，当真人间美境！ 兖州的老人

们说，兖州四周的土地是世界上最厚实的土地，几千年来，

再旱再涝，其它地方颗粒不收，但兖州总能收获一季的庄稼

，麦子淹了点玉米，玉米淹了种荞麦，荞麦旱死了点绿豆，

准不会让人一年无获。 兴隆塔所“镇”的是一鳌鱼，此鱼眨

眨眼就会闹地震；此鱼摆摆尾，便会江河无界，世界一片汪

洋；要是这个鳌鱼不小心翻个身，那就天塌地陷，日月无光

。 所以，毛主席对这个隋塔很重视。 邓小平来过兖州两次还

是三次，老百姓记不住了。老百姓记住的是在兖州火车站。

在兖州火车站，邓小平问，兖州的领导同志来了没有？结果

，兖州的领导被警卫隔在了外边，里边，是济宁市的领导。 

邓大人问，不是兖州管着济宁吗？你们来干什么？我要见见

兖州市的同志。 大家给他汇报，说是济宁管兖州，邓小平同

志听了说，唔，济宁管兖州，济宁⋯⋯兖州⋯⋯唔，历史上

，都是兖州管着济宁呐。 三 兖州确实管过济宁、邹县、曲阜

，当然还有宁阳什么的。邓小平说得没错。 《尚书禹贡》最

早记载了兖州。 兖州，是大禹治水以后，划分九州之时而有



了名堂。但还有说从黄帝时就“方制九州，列为万国。”兖

州的“兖”是什么意思呢？一说，“兖，端也，信也。”也

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 兖州，在汉代时，管着八郡百县，比

现在济宁地区的地盘都大，在兖州当官的，是二品级别，标

准的省部级衙门。 当时汉代有十三个兖州一样的刺史州部，

如此说，比现在的省委权限都大，刺史这个官，可是又管军

又管民，是和封王们对抗的主要力量。 这也是兖州老人们最

津津乐道的话题。 “州”这个词也很厉害：“水中可居者曰

州”，指很广阔的地方，四周都是水，中间者才叫州。这个

州，就是现在五大洲的“洲”的意思。古人逐水而居，最是

会生活和享受的，他们看中了这个地方，才能叫这个地方为

州，看不中的，还不定乱叫个什么名字呢。比如说“日本”

。日本，能是个好名？ 兖州人骄傲的还不仅仅是地名好，不

仅仅是皇天厚土旱涝保收，还有水好。兖州的水，是鲁西南

最好的水，这没二话。小时候进兖州城，见一老头赶着牛车

，拉两个大木桶，父亲就告诉我，这是卖水的。 水也能卖？

当时觉得这事怪怪的。 兖州确实有卖水的，虽然兖州城里有

很多条小河，当时的小河也没污染，很清很绿，有不少人家

就用河里的水洗衣做饭，但生活讲究的人家，茶馆，饭馆，

都买水喝，买的水也不远，是城东金口坝的泗河水。 兖州火

车站下，就曾挂一招牌：纯泗河水烹茶。 兖州境内有泗河泗

水流、汴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的泗河、有汴

府河、白马河、南泉河四大水河。 这是有名的河，没有名的

河，太多了。我小时候，就曾到小泥河里去摸过鱼，到东大

沟洗过澡，这些都是没名的小河，当时有鱼有虾，现在，全

被推平了。 兖州还有几条地下河，别的不知道，兖州城南有



一条东北西南的大河，却是大有名堂。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

，苏联来专家在我们村后边开矿，打下去一百多米深，上来

的全是沙，唿一下子，整个井就报废了，连设备也没打捞上

来。现在，那儿只剩个大井筒子，深不见底，里边，有一种

红眼的蛤蟆，很是吓人。老人们说，这种蛤蟆就是地下河里

的，吃人。 1981年，国家派人来进行资源调查证实：兖州地

下水流向是由东北自西南，含水二至三层，沙层厚度为二十

多米，估计储水量为19.25亿立方米。 兖州的水也很有脾气，

当年，孔子就是站在兖州兴隆塔的东边悟出来：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孔老夫子的家，紧靠着沂河，沂河河宽而水平

，特别适合光腚孩子在里边洗澡，所以，孔子才觉得领着几

个人去洗个澡，唱个歌，回来的路上再拔人家的几个萝卜吃

，是很好的一种生活。但他见到泗河时，就觉得水流湍急，

吼吼有声，才显出不舍昼夜的急促。 这种急促也使兖州人的

脾气里，宽厚实在之余，也多了几分强硬和慌乱。 四 兖州人

说话，比起吴越之地的燕语莺声来，显得嗓门粗大，又夯又

石；比起东北人的直爽和准确，又显得后音太重，词语也太

没有余地。老百姓说，说句话，就要砸一个坑。 整个的一个

拧吊别筋认死理。 兖州人做生意，最烦讨价还价，一律一口

价。“济宁州的买卖拦腰砍”，而在兖州，你降个百分之十

，卖东西的就跟你急。 请朋友们注意，您和兖州人交往，千

万别说兖州孬，谁说兖州长孬兖州人跟谁急。 兖州人天生的

本土意识强。 古代的兖州，“家家自以为颜路，人人自以为

求由，人皆知读圣贤书，文质彬彬乎过人，弦诵洋洋乎盈耳

”，孔子的七十二贤当中，第一大弟子颜回就是兖州人，他

家陋得，文革时改为红旗一村，现在叫三官庙。比颜回早一



点的一个叫柳下惠的人，坐怀不乱，美女夜入其怀而不淫，

千百年被人们或佩服或嫉妒，或不屑，或怀疑，但他之所以

被人们议论着、评点着，就在于他的这个性格和为人。 《孟

子》中说，柳下惠这个人“不羞污君”。换成现代汉语就是

：不嫌当官的混蛋。他自己则是不因为官小而辞职不干，总

是尽力去做事的人，人家不理解他，他也不怨恨什么，“遗

失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过，悠悠然不忍去也”。 于

是，一向看不起人的孟子也由衷地赞叹：“柳下惠，圣之和

者。” 嘿，看看，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和圣，则是柳家的

这个大儿子。 其实，柳下惠姓展，他家住柳下邑。柳下邑在

兖州。 柳下惠的性格影响了兖州人的性格几千年，到今天，

兖州人堆里，很少能找出几个当大官的来。兖州城里的人，

混个副科级就很满足。兖州乡下的老百姓，能吃上公家饭就

又很满足。"#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