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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泉山的槐花
■王志林

悲情梨树王

柴胡店村名的由来与传说
■张兆登

在中国的地名中，有许多
名字是来源于神话传说和历史
故事。柴胡店村名的由来就很
有趣味。柴胡店村位于滕州市
南部，千山薛水西部，是柴胡店
镇政府驻地。这是一个有着悠
久历史的千年古老村落，有着
美丽的传说和故事。据《柴胡
店镇志》记载，柴胡店村内的四
圣王庙碑文介绍：该村在夏商
时期形成村落，古薛国建立后，
这里逐渐成为南北通衢要道，
来往车马行人较多。因村内
柴、胡两姓于大道旁开设旅店
而得名。战国时曾作为孟尝君
囤积柴草处，故有“柴禾园”之
称，后复称“柴胡店”。另据载，
柴胡店这一地名的由来和薛国
皇姑打虎有关。

相传古时候，薛国国君有
一个女儿（民间俗称“皇姑”），
自幼爱习拳脚，刀枪剑戟，样
样精通。还练就了骑马射箭
的硬功，百发百中。皇姑长到
十八岁那年，皇后请来一个算
命先生，给皇姑算了一卦。先
生说她八字注定，将来要丧命
在虎口。皇姑知道了这事，先
是沉吟了一下，接着笑了笑，
根本没当回事，就把它丢到脑
后去了。这一年，薛国东部千
山山脉的虎山头，来了一只老
虎。人们时常听到它在山岗

上吼叫。那声音震得山摇地
动，让人胆战心惊。白天，它
出没在山里，一到晚上，就窜
下山来，闯进附近村庄伤害人
畜。搅得百姓提心吊胆，惶恐
不安。晚上，谁也不敢离开家
门一步，就连“五月人倍忙”的
时候，也不敢到田间去干活。
老百姓将猛虎为害的事儿向
地方官府禀报，官府又奏请国
君，央求派勇士前来打虎，为
民铲除祸害。薛国国君看罢
奏折，马上传令，选派军兵将
士前往千山打虎。说来也巧，
皇姑知道了这件事。她恳求
母后，让她率领军兵，到千山
围猎。她要亲手打死这只老
虎，出出“命丧在虎口”的这口
气。皇后拗她不过，不得不面
奏国君，允准她率兵前去打
虎。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加派
兵丁保卫，并征调虎山头下

“打虎庄”的猎手，随皇姑一同
前去，捕捉这只老虎。

这一天，皇姑率领大队人
马，离开了薛城，来到虎山头
下。一时间，风尘滚滚，人欢
马叫，把个山头围得水泄不
通。众猎手和兵士们，四路围
堵，八方搜寻，却不见老虎的
影子。只发现在虎山头下一
块平滑的青石上面，留有老虎
蹲坐的痕迹，老虎屁股和两只

前爪子，还有尾巴摩擦出来的
扇面形状，都好像刻在青石上
一样，清清楚楚的，这可真是
件奇怪事。正当大伙围观的
时候，忽然一阵狂风，从山后
跳出一只猛虎，直奔人群窜了
过来。众猎手和兵士赶忙散
开。这时，皇姑张弓搭箭，

“啪、啪、啪！”一连射出三支雕
翎，两支箭射中了老虎的双
眼，一支箭射中了咽喉。只听
老虎大吼一声，蹿起一丈多
高，接着就摔下来，死在虎山
头的悬崖下面。一看皇姑射
死了老虎，众人无不拍手叫
好。皇姑命人将那只老虎捆
绑起来抬走，班师回朝。大队
人马返回途中，来到国君囤积
柴草的“柴禾店”。皇姑吩咐
众人在此休息片刻。当大家
坐下休息的时候，皇姑走近那
只老虎，弯下身子去仔细看了
一番，然后用一只脚踩在虎身
上，说：“我算命打卦死在你
口，如今你却死在我手。”说罢
狠狠地向虎头踢了一脚。事
有凑巧，虎牙竟把皇姑的红绣
花鞋钩破，在脚面刮伤了一道
口子。而当她率队返回王宫
后，便因伤口感染而病倒。虽
经太医精心治疗，终因无效病
死了，应验了“命丧虎口”的预
言。从那以后老百姓把“柴禾

店”改叫“踩虎店”，后来又演
变为“柴胡店”。

另据《枣庄人文与自然》
载：该村位居京都古官道重镇，
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市井繁
华。村内有神医张员外，种植
柴胡等名贵药材，用祖传秘方
研制“柴胡神丹救命丸”，悬壶
济世，救死扶伤，为乡民根治瘟
疫，祛除疑难杂症，普济众生。
至此乡民口碑“天下第一柴胡
药店”，声名远扬，柴胡店村随
被定名沿袭下来。另据滕阳张
氏族谱记载：“吾滕阳张氏，原
山西曲沃，几经转移，后迁徙匡
王村定居。明朝弘志二年
（1489年），和祖（郡优廪生）由
匡王村置产扩业，搬至柴胡店
村，和治农桑，兼贾别业，生活
富饶，人丁兴旺。张氏迁入后
柴胡店村人口增长迅速，村庄
发展壮大。”

柴胡店村被古薛河、新薛
河和BRT省道环绕，优越的地
理位置、遥远的传说、深厚的
文化积淀给这块古老的土地
带来了神秘和活力。这里人
杰地灵，人才辈出，民国时期
山东省民政厅厅长张星伍，铁
道游击队第三任政委、开国将
军杨广立等人均为柴胡店村
人。

梨树王香消玉殒了。
起初，它是不想当王的。它

已在此梨园生活了200多年，一直
默默无闻，每年开花结果，旁边还
有一棵与它相依为命的梨树陪伴
着，过着梨树界平安逍遥的日
子。后来，由于旅游开发，为了给
这片梨园增加景点，开发商借鉴
其他地方梨园的经验，也要在此
梨园寻找一棵梨树王，于是，命运
便落在了这棵梨树身上，其实它
也并不比其他梨树年龄长多少，
只是树冠稍大一些，便给它封了
王，旁边的那棵封了“梨王后”，从
此，它的命运被改变了。

给它封王的仪式很简单，就
是在它的旁边立了一块碑，上刻

“梨树王”三字，旁边的那棵，上刻
“梨王后”。

好了，接下来的梨花节，这棵
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一下子
四面八方的人便蜂拥而至它的身
边。得知梨园有了“梨树王”，游
园人谁不想一睹它的芳容？它的
位置是游园人必经之地，谁见到
梨树王之碑，不驻足观看？

一开始，它还有点欣喜，二百
年来，哪里见过这种阵仗，有这么
多人欣赏它，让它高兴了一阵
子。但慢慢地，它就不适应了，拍
照的、合影的、戏耍玩闹的，它身
边的寂静气场被打破了，让它很
不舒服。周围的梨树也纷纷向它
投来异样的眼光，大家都在一个
园子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
单单是你受此青睐？羡慕的、嫉
妒的、说风凉话的，还有各种猜
测，纷至沓来，一时让它不知所
措。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这
种风光，没能给它带来快乐，梨树
王黯然神伤。它不想要这世间的
殊荣，想让人把那块碑挪走，可行
人哪懂它的意思，依然在它的旁
边谈笑风生，拍照合影。

幽愁暗恨生，梨树王病了。
当年秋天挂果，就不如以前多
了。本来，开发商是可以借它发
财的。据说，安徽一处最有名的
梨园，也有一棵梨树王，树龄 300
多年，自封王后，越长越旺，每年
秋收时，它树上的梨，一个要卖
100 元，而其他树的梨，一个 5 元
钱，对比落差很大，而游客购买梨
树王的梨热情不减，单就那一棵
树，每年就可创收七八十万元。
也许那棵梨树已修炼到家，成了
真正的梨树王。而这棵树是因树
龄不够？经历的风雨还不够多？
还是其他原故？不得而知。管理
者也曾找梨树专家给它把脉，吊
瓶也是打了好多，但终究没有挺
住，三年之后，彻底枯萎，而陪伴
它的“梨王后”，过了一年，也随它
而去了。

这场梨树界的悲情故事还没
结束，后来开发商又寻了一棵梨
树，把“梨树王”的碑挪到那棵树
下，谁知，过了一年，那棵树也枯
萎了……

“五一”期间，和家人去了
灵泉山游玩。灵泉山位于滕州
市区北部，起伏蜿蜒十余里，峰
峦奇秀，南依龙山，却属界河镇
地界。

进山时，放慢了车速，沿着
环山路缓缓而行，放下车窗仰
望漫山郁郁葱葱的林木，不禁
一阵惊喜：山间俱是槐树槐花，
洁白的槐花挂在蔚蓝的天空
下，颇为壮观。妻子也难掩喜
悦之情，连说几个“没想到”，能
在灵泉山邂逅心仪的槐花却是
意外之喜。美丽的槐花似乎在
向我们招手，心情亦如初夏的
阳光般温和明媚。环山路如山
势一般蜿蜒起伏，熟悉而亲切。

在孩子叽叽喳喳的叫嚷声
中，我在鲁班功德堂前停下了
车，这里是看山赏景的最佳位
置，也是登山的入口。鲁班功
德堂被灵泉山三面环绕着，如
处在灵泉山的怀抱里。站在这
里，看绿树覆满山野，葱葱茏
茏。初夏的风摇晃着山上的树
木，历历清晰，一串串白色的槐
花从茂盛的枝叶间垂下来，朴
素明亮，随风起舞，有着别样的
风情。我仿佛闻到了流淌在空
气中的槐花的香甜。我们沿着
登山石阶，循着槐花的清香，缓
步而上。

远近皆是棵棵高大的槐
树，挺拔在山石之间，看着树枝
上一串串娇嫩洁白的槐花，难
以想象皲皮虬枝的槐树上竟能
开出如此洁白素雅的花来。就
像遒劲沧桑的老人擎着娇小可
人的玉女一般，让人心生怜爱
之情。深深吸一口山间清新的
空气，芬芳的花香中有一股清
甜味。想来，苏轼的“槐林五月
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的诗
句是多么美好！槐花遍野，万
树镶银，连绵的槐花相拥而笑，
沁人的清香飘散，花香美景，岂
能不醉？人行其中，再浮躁的
心也变得宁静起来。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很喜欢
素雅的槐花，留下了很多写槐
花的诗，其中一首诗云：“槐花
满院气，松子落阶声。”意境之
美，让人浮想联翩。仿佛漫步
在一路芬芳的槐花林中，闲庭
信步，是那么悠闲。国人喜爱
槐树，房前屋后也多栽槐树。
但成片的槐林却很少见，而如
灵泉山这般满山的槐树，又开
出满山洁白的槐花就更不多见
了。看来，并非名山大川不可
游，或许一座无名的小山，漫山
的槐花，就能唤醒我们的内
心。亲近自然，没有内心的融
入，红尘杂念依然萦怀，又何来

真正的放松？只要心灵安静而
喜悦，那么随处都是好风景。
又想，在这槐花盛开时节，如能
在此砌庐三间，小住几日，日日
与山林山风为伴，闻槐花香，听
百鸟语，远离喧嚣，静心安神，
也算是享受桃花源的生活了。
念此，不禁莞尔。

妻子在一拐弯的岔道处，
发现一树伸手可及的槐花，串
串槐花，洁白如雪，清新素雅。
我们停下来摘槐花，六岁的女
儿也兴奋地帮忙，小心翼翼放
到装水杯的布袋里。我摘了几
个花瓣，放到嘴里细细咀嚼，清
香甘甜，瞬间唤醒了儿时吃榆
钱、吃桑葚的记忆。山顶的槐
树，不及山腰的高大。我们分
开荆棘，又寻一树槐花，摘得
槐花快装满布袋了，方才收
手。女儿总是指着这一串那
一 串 让 我 们
看，手忙脚乱
地接送槐花，
快乐得像个嗡
嗡采蜜的小蜜
蜂。看来真是
不虚此行，收获的不
仅仅是一布袋槐
花！

路遇几对登
山的夫妻，手中俱

是捧着槐花。及至山脚，又遇
到一家老少，手持四五米长带
挂钩的竹竿，兴致勃勃地上山
摘槐花。看来会做、爱吃槐花
美食的大有人在。

其实，以鲜花入馔，清淡为
主，保持花本身的色香味为最
佳。而槐花味淡清香，槐花饭
看起来素洁淡雅，吃起来细腻
润口，缕缕余香，实乃上品。想
起前些天，一个朋友在微信朋
友圈晒槐花面碎的做法，配图
配文说：纯有机食品，有蜂蜜的
味道！

回去照单做一顿槐花面
碎，尝一尝灵泉山最天然的槐
花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