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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先生肖和洲
矫寿功

老课文

《夏天过去了》
梅仙寿

1959年暑假过后的新学期，我升
入了小学三年级，令我铭记在心的
是第一节语文课。课文是一首诗歌，
题目是《夏天过去了》。说真的，五十
多年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记忆
力明显减退，但这首诗我仍然可以
倒背如流。而且，我怀疑这是我读到
的描写田园风光最好的一首诗。

说这首诗美，是因为它少了些
装腔作势，没有自我陶醉的啊……
呵……之类的假抒情，而是像一股
清清的溪水缓缓流淌；像一朵小荷
发出淡淡的清香；像一支彩笔徐徐
描绘夏日的翠绿。让人们忘却夏天
的燥热，并对它产生了真挚留恋的
情感。正像诗中第一小节所述“夏
天过去了，可是还教我十分想念。
那些个可爱的早晨和黄昏，像一幅
幅图画出现在眼前”。

诗的第二、三、四小节，则像三
幅美丽的图画展现在你的视野当
中，使你闭上眼睛脑海中随即浮现
出这样的画面：清早起来打开窗户
一望，天空一片蓝，田野一片绿。多
谢夜里一场大雨，把世界洗得这么
干净。蓝蓝的天空，碧绿的大地，清
新的原野，好一幅美轮美奂的水墨
丹青。诗歌的第三小节写了一个劳
动场面“耀眼的阳光当头照着，我
们在菜园里拔草。管菜园的老爷爷
提来一桶茶水，还夸我们干得又快
又好。”这一小节通过老爷爷的夸
奖和关心，表现出学生们热爱劳
动、认真拔草的活泼场面。第四小
节又是一幅学生们汗流浃背之后
休息的场景：“老榆树底下是个好
地方，我们常常在那里乘凉。把脚
伸进树下的小溪里，听知了一声声
歌唱。”树影婆娑，溪水淙淙，劳动
过后的一群少年把脚泡在清澈的
溪水中，倾听着大树上知了此起彼
伏发出一阵阵悦耳的振鸣声，多么
美丽的自然风光。

我粗略地查阅了一下这首小
诗，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
在小学语文课本上长达十几年之
久，可见其魅力所在。五十年代末
到六十年代初正是“三面红旗”迎
风招展的年代，社会充满了浮躁，
那时候的诗歌大多是空洞的口号
和顺口溜，这首小诗有如一股清风
吹拂着人们燥热的心，使人充满了
清新舒服之感，受人喜欢，记住它
也是必然的。女作家方方曾说：“文
革期间无法读书，唯独记住这首

《夏天过去了》，印象非常深刻，诗
很美，就始终印在脑海里。”，每当
眼前浮现出少年时期同学们背着
小手，在课堂上摇头晃脑，用近乎
唱歌的语调背诵这首《夏天过去
了》的时候，心中仍激动不已。

附原诗：

夏天过去了

夏天过去了，
可是还教我十分想念。
那些个可爱的早晨和黄昏，
像一幅幅图画出现在眼前。

早晨起来打开窗户一望，
天空一片蓝，田野一片绿。
多谢夜里一场大雨，
把世界洗得这么干净。

耀眼的阳光当头照着，
我们在菜园里拔草。
管菜园的老爷爷提来一桶茶水，
还夸我们干得又快又好。

老榆树底下是个好地方，
我们常常在那里乘凉。
把脚伸进树下的小溪里，
听知了在树上一声声歌唱。

夏天过去了，
可是还教我十分想念。
那些个可爱的早晨和黄昏，
像一幅幅图画出现在眼前。

农民口中的冬天谚语
赵明通

立冬，是农历二十四节气
之一，在每年的 1 1月 7日或 8

日。立，建始也，表示冬季自
此开始；冬是终了的意思，有
农作物收割后要收藏起来的
含义。所以我国北方把立冬作
为冬季的开始。在农村，立冬
又称“过冬”。过去有“过了
冬，松一松”的说法。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实行
的是生产队大集体的体制。一
个村的农民(当时称“社员”)分
几个生产队进行统一劳动，统
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放假。
实际上，农民一年基本上没有
假期，只有过春节的时候能休
息几天。所以，农民特别是青
年农民对过年就特别期盼。当
然，立冬已过，天气变冷，大地
开始封冻，生产队里收收种种
的重体力活儿也基本结束，开
始做割草、砌地堰、捡拾麦地
里的碎石头等比较轻松的活
计，生产队对社员的管理也宽

松了一些，所以就有了“过了
冬，松一松”的说法。

进了腊月门儿，就开始有
年味了。腊月初八是“腊八”
节，这个节日是过年的前奏
曲，离过年又近了，所以又有

“过了腊八，就不怕啦”的说
法。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儿，
这个节日也比较隆重，可以说
是过年的预演，离过年更近
了，所以又有“过了小年儿，
扔掉小铁锨儿”的说法，意思
即过完小年儿，就可以放下劳
动工具，不用干活了。

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上
面那几句顺口溜也遭到批判，
因为它们宣扬的是“享乐主
义”，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所以过年也不能放假，提倡过
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当时提出
的 口 号是：“ 移 风 易 俗 过 春
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
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
晨就动手。”现在想一想，没

有假期的春节，还过得什么劲
儿啊！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经
济条件和精神文化生活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吃的、
穿的、玩的，过去连想都不敢
想 。什么时候 休 息 ，怎样 过
节，更是由自己说了算。特别
是近几年，各级政府非常重视
农村的文化建设，很多乡村都

建起了文化大院，农民可以长
年在家里、在文化大院、在各
种活动室里进行文化娱乐活
动。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

“ 现 在 的 生 活 天 天 都 像 过
年！”所以，人们再也不用像
过去那样数着指头盼过节、盼
过年了，前面提到的那几句盼
过年的顺口溜也渐渐被人们
淡忘。

解放前昔，乡下没有学校，
有钱的大户请人回家教孩子们
读书，教书人称为私塾先生。普
通人家是请不起教书先生的，
所以那时大部分人不识字。

肖和洲就是这样一位私塾
先生，他不仅书教得好，而且字
写得龙飞凤舞，画画得栩栩如
生，远近闻名。为了鼓励孩子们
好好学习，对每次考试成绩好
的孩子他都奖励一只亲笔画的
猫。

肖和洲画猫跟别人不一
样，他是先画一只活灵活现的
猫，然后用虚线在前后分别画
几个猫影子，使人看着容易走
眼儿，好像猫子在前后走动。说
肖和洲字写得好很难形容，笔

者只好举个例子说明。1940年
胶东反扫荡取得阶段性胜利
后，北海军区文工团来我村慰
问演出，台子上的横标就是肖
和洲写的。从正面看是“龙虎
镇”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从左
侧看则是一条翻腾的巨龙；从
右侧看又变成了一只下山猛
虎，文工团的领导看了直夸他
是奇才。

后来肖和洲加入了地下党
组织，白天教书，晚上秘密活
动，传达上级指示，发展地下党
员。1938年春天，为配合“三军”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肖和洲辞
去了教书职业，回村成立了抗
日自卫队、农救会、青救会、妇
救会等群众团体组织，与日寇

大扫荡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
年6月下旬，为了扩大抗日根据
地，“三军”转移到蓬、黄、掖一
带，肖和洲随部队来到大泽山
开辟根据地。

当时掖县有帮势力强大的
洪胡子，匪头叫乔隆彪，人称乔
八爷。他不仅打仗凶猛，枪法特
准，据说骑着马能打碎电线杆
上的瓷瓶。肖和洲通过走访了
解到，乔八爷不仅打伤过八路
军战士，还打死过日本鬼子，特
别在杀富济贫方面倍受人们的
称赞。为了壮大革命力量，肖和
洲便多次登门找乔八爷谈话，
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和万众一心
奋起抗战的重大意议，终于使
乔八爷带着全班人马投入了八

路军。整编后乔八爷任胶东区
特务营营长，肖和洲任教导员，
二人配合相当默契，打了不少
漂亮仗，曾得到过许世友司令
员的赞扬。

1942年11月，日寇制造了
震惊全国的马石山惨案。在这
次反扫荡过程中，肖和洲住在
胶东军区三分所养伤。他不顾
疼痛，扮成一名富豪人士，身穿
大袍，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棍，
以此来麻痹敌人，多次组织疏
散围困的群众，后被叛徒告密，
不幸被捕。敌人用尽酷刑，让他
交出同党和兵工厂，肖和洲宁
死不屈，顽强与敌人搏斗，豆子
踩倒了大半亩，最后敌人下了
毒手，肖和洲不幸英勇牺牲。

我小时候，每到秋天就去
山上摘酸枣。摘酸枣一来是为
了解馋，二来是为了卖枣核。上
世纪七十年代期间，虽然衣食
无忧，可小孩子的零食还是很
匮乏的，每到秋天，待酸枣的叶
子落尽，光秃秃的枝干上挂满
了红红的小酸枣，一串串的煞
是好看。下午放学后，我们一帮
孩子就结伴上了山。记得那时，
满山遍野都是酸枣树丛，山道
两旁易采摘的地方，酸枣早就

被人们采摘得精光，我们只好
往深山里走。山里荆棘遍地，交
错缠绕，所以，每次上山需穿长
裤长褂，以免被荆棘划破皮肤。

摘酸枣可不是个轻松差
事，眼看着一串串的酸枣却不
能用手去撸，因为枝干上的刺
儿尖尖的，酸枣就夹在其中，只
能一个个去摘。纵然你再怎么
小心翼翼，也总是防不胜防，那
些像针一样的刺儿随时就会扎
进肉里，疼得钻心。即使这样，

我们也毫不退缩，拼命去采摘。
别看这些比黄豆粒大不了多少
的小酸枣，味道可不一般，酸酸
甜甜的，枣味儿特浓。我们边摘
边往嘴里塞，把枣肉吃了，把枣
核放在布袋里捎回家。

辛苦一个下午，通常能摘
到一书包酸枣，而此时，手和胳
膊上已是伤痕累累。回家捡一
些青里透红的留着吃，其余的
都放在水里浸泡。待枣皮泡腐
烂之后，用手使劲搓，把酸枣的
皮搓去冲洗干净，只剩滑溜溜
的枣核，捞出后晒干，收集起
来。待攒到三五斤之后，就结伴
去收购站卖掉换钱。

收购站在距套口往西约四
五里地的兜余镇。那时候还没有
修路，去兜余必须经过夹河上的
水漫桥。每次我们都是把鞋子脱
了，过河之后再把鞋穿上。兜余
镇在当时来说算是很繁华，逢
一、四、七赶集。所以我们通常会
掰着指头算计，赶在逢集日、而
那天又恰逢星期天的时候去卖
枣核，因为可以顺便到集市上逛

逛买点好吃的。好像当时的枣核
五六毛钱一斤，每次每个人都能
卖个三五斤，有时候顺便捎带几
个鸡内金或牙膏皮什么，这样
又能多卖个块儿八毛的。手里
握着几元钱，那股高兴劲儿就
甭提了，在集市上东游西逛，先
买上几个油炸糕过过馋瘾，再
买上一串糖球，咬一口，酸酸甜
甜好吃极了。边吃着糖球边去
看小人书，一直看到快下集了，
每人再挑选一本最心仪的小人
书带回家。一路上，我们兴高采
烈，吃着零食，手里握着小人书，
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所得，感觉格
外高兴和自豪。

酸枣核是一味中药材，能
滋养心肝，有镇定、安神的作
用。只是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用
采摘酸枣来解馋了，更不需要
卖枣核赚那点零花钱。山上的
酸枣灌木也越来越少，山地都
开垦栽上了果树，种了庄稼。不
过，在沟壑边、山崖间、地埂上，
仍有那么一簇一簇的酸枣，顽
强生长着。

儿时上山摘酸枣
鲁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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