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已须须征征集集的的““乌乌货货””

安家正

乌货是一种土陶器，在塑
料大普及之前的岁月里，它可
以说无处不在，谁过日子都少
不了盆盆罐罐。而盆盆罐罐大
都是乌货，如果是瓷的，那就是
高级的了；如果是搪瓷的，那简
直就是奢侈品了。比方脸盆，家
家正间地里都有，但搪瓷面盆，
却只能在新房中找到，盆底还
常常装饰着大红的喜字。

可如今乌货已经销声匿迹
了，就算征集也殊非易事。听说

某地办博物馆，征集了一件直
径不过一尺的面盆，竟出资
3000元才成交。当年最普及的
东西，今天居然奇货可居！

当年确实太普及了，从早
晨洗脸到夜晚撒尿，都得用乌
货，洗脸盆、尿罐子，不同型号，
不同成色，不同大小，但都是乌
货。乌货甚至进了饭锅：将一个
乌盆边缘钻上窟窿，扣在锅里，
就成为“饭撑子”，熥饭必用。

听说有个电视剧要表现
老校长们的教育思想，情节是
学生夜间随地小便，教师批评
学生不讲卫生，校长反而批评
教师：“你光指责不行，得有解
决的办法，这种批评再正确也
是不负责任的！”校长提出的
解决办法就是在宿舍门侧添
置尿罐子，这自然非用乌货当
道具不可。可征集来的罐子全
是“歪瓜裂枣”——— 当年因为

变形太大，不堪使用才幸存下
来的。

乌货均是土窑烧制出来
的，烧窑需要很高超的技术，装
窑不能用任何粘合剂，干打垒，
都得整整齐齐、结结实实。这里
面临一个悖论，为了效益，要尽
可能多装，多装则难以稳定，窑
烧熟了，从“观察孔”望下去，简
直是一汪白水，亮晶晶的，只能
凭经验判断是否烧透了。这是
争分夺秒的时刻，得立即熄火，
不然发生“窑变”，产生“歪瓜裂
枣”是常有的事。

土窑后来被明令取缔了，
烧砖的土窑是为了保护耕地，
跟乌窑的消逝还不一样。乌窑
的消亡是因为塑料的大普及，
塑料完全可以取代乌货的功
能，还比乌货干净便宜。经济法
则起了作用，丧失社会需求的
产品只能被淘汰，乌货没人买

了，“乌窑”也就只能灭火。
砖窑在地下状态中存续了

一段时间，“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即使你动真格的，也扼杀
不了百姓要盖房子的需求。还
是得如老校长，找解决办法才
是真的正能量。随着新材料行
业的崛起，许多比砖头瓦片高
级得多的新一代产品受到了欢
迎。土窑就只能自消自灭了，乌
货的存续消亡印证了经济规
律。

烟烟台台最最后后的的舞舞厅厅

刘岩

二十年前，舞厅是个时
髦的地方，市区的各大宾馆
几乎都有。闪烁的霓虹、旋转
的灯光、震耳欲聋的音响，在
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聚集
了这个城市最时髦的男女，
年轻人在这里尽情地张扬自
己的个性，成了城市里一道
独特的风景。

舞厅是改革开放带给人
们生活的一种新鲜体验，它丰
富了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的思
想更趋活跃。但如今，舞厅却
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曾经悬
挂过舞厅招牌的地方，早已被
SPA、足浴、咖啡厅占领，现在
的年轻人更是对曾经的舞厅
一无所知。

然而，在这个城市不起眼
的地方，还留着几处最后的舞
厅。在市区大海阳立交桥下，
等待改造的一片老居民区中
间，一处舞厅就开在一个不起
眼的厂房里。

厂房与立交桥只隔了三
四米，房顶与桥面齐平。门前
杂乱、狭小的各式店铺在忙着
自己的生意，算作招牌的霓虹
灯挂在门口的电线杆上。招牌
不大，只有“舞”字，灰尘蒙得
很厚，字迹不显眼，要走到电
线杆底下才能看得清楚。倒是
舞字周围边框的霓虹灯闪着
红绿两色，远远地能提醒你注
意。

夏天的一个中午，试着走
进了这个舞厅。门口挂着很
厚、看不清颜色的门帘，稍一

触动它，里面的乐声就传来，
声音很大。掀开一条缝隙钻进
去，昏暗的空间让人有霎那间
的失明和眩晕。定下神来，适
应了昏暗，才发现偌大的空间
是一番让人惊讶的景象。

300多平米的厂房，人字
形屋顶，舞曲进行当中。几个
红灯笼挂在半空，几节闪烁着
的霓虹灯管跟着音乐闪耀着
鲜艳的颜色，忽明忽暗，还有
些早年间舞厅的“遗风”。舞池
里有六七十人在跳交谊舞，四
周是大小不一、规格不同的座
椅，很多人在座。空中几个大
风扇疾速地转着，只能看到轴
心在晃。地面是深色的复合地
板，但在舞池中央，却是明晃
晃的亮，应该是脚底常年摩
擦，表层被磨光，让它像上了
光一样亮眼。

吧台在门口，一束昏黄的
灯像是怕打扰了舞池里的人
一样，只是拘谨地打在老板娘
的脸上，老板娘五十多岁，发
型讲究，忙着跟进来的人打招
呼，翻开一个满是卡片的大本
子，对应来人，一个个注明时
间，这些是办理了月票的；也
有交钱的，算是散客，每人 3

块。
舞曲不停转换，但始终是

欢快、优雅、节奏舒缓的，舞池
里的人时多时少，大多数舞跳
得都很合节奏。始终在场上的

有几对，舞姿可圈可点，都是
些中年以上的人，白发老人不
在少数，3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
有，穿着大相径庭，皮鞋、旅游
鞋各式各样，拖地长裙和超短
裙交相呼应，寻常的装束在无
规无矩的舞池里，更多的是自
由自在。

舞曲音量很大，两曲之间
几乎没有停顿，不同节奏的舞
曲不时转换，喜欢的可以一直
跳下去，累了或者不喜欢，可
以随时退场。不少人自己带着
水，间歇时喝几口，用自带的
毛巾擦擦汗，是在舞曲进行时
也常常可见的情形。

一位50多岁的大姐走下
舞池坐在我身边，正是我先前
看到舞姿优美的其中一位。很
漂亮，一口普通话很优雅，我
夸她舞跳得好，她调匀呼吸，
浅浅地笑着谢谢。她是这里的
常客，就住在附近。她说，退休
了没什么事，就来跳跳舞，就
是锻炼身体呗，换个好身体，
挺好的！

时代的发展，让各种时尚
经历着涤荡，沉淀下来的一定
是满足了某种需要。最后的舞
厅，正是回归了本身的健身、
休闲功能，满足了这个城市里
一些人最根本的需要。相对于
广场舞，它更安静也更优雅。
它在城市的一角继续生存，延
续着人们的享受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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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胶东东农农谚谚撷撷英英
王新奉

胶东农村千百年来，一直
广泛流传着很多丰富多彩的
谚语。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
理，中及人间万象、富含哲理。
更兼其形式简短，内容通俗易
懂，而语言押韵，便于记忆传
播，深为广大农民所喜爱，故
经久流传不息。特别是那些

“服”胶东水土、对农耕有重要
指导意义的谚语，农民们将这
些谚语世代相传，在农业活动
中被奉为圭臬。下面择其要
者，以飨读者。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
季”，告诫人们，耕作首先要不
违农时、严格按科学规律办
事。一旦违时播种、管理，土地
就会减产乃至绝收，误你一
季。其次是要用足肥料，不能
糊弄土地。你糊弄地一时，地
就会糊弄你一季。想想看，这
其中的哲理又岂止是仅仅在

指导种地呢？
“有钱买种，没钱买苗”，

告诫人们播种时不能舍不得
下种，要考虑到天时、地利等
影响出苗率的各种因素。苗出
多了点可以间苗，利于优胜劣
汰、合理密植，可一旦下种过
少，苗稀难补。减产就成必然，
导致因小失大，悔之莫及。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
家”，强调的是肥料对于庄稼
的重要性。缺少肥料就会丰收
无望。因此凡农村勤奋之家，
世世代代都无不十分看重积
肥。人畜的排泄物都会小心归
积、储存，用以肥田。还想尽各
种办法，广开渠道扩充肥源。
锅灶、土炕堲、草木灰、沟渠污
泥，都是上好的肥源。更有勤
快之人，还要沤积绿肥，利用
零星时间拾粪。以上所积肥料
均属有机环保之例，种出的粮
食、瓜果蔬菜吃下去，一百个
放心。笔者老家地属海莱丘陵

地区，土地瘠薄，更需要农家
肥“滋补”。解放初期，政府为
促进生产、多打粮食，曾号召
农民开展“三大堆”运动，即土
堆、草堆、粪堆。其实前“两堆”
均与“粪堆”密切相关。1958年
毛主席领导制订的《农业宪法
八字方针》：“土、肥、水、种、
密、保、管、工”，亦是把肥放到

了极重要位置。当地农村小
学，均注重密切配合中心工
作，所以号召学生们要积极协
助家长搞好“三大堆”运动，成
绩每周按时上报。所以我记
得，当时自己放学回家后干得
最多的活计，就是和小伙伴们
一起积土、拾草、拾粪，外加剜
野菜，倒也乐在其中。

孩童游戏蹦杏核

孙宝庆

相约邻居的小伙伴找个安全
清静有台阶的地方，每个小伙伴把
自己参加游戏要拿出来的杏核握
在手里，随之大伙儿齐喊一声：“张
开手！”顿时，每个人手里有几个杏
核就展示出来一目了然了。然后以
各人手里杏核数量的多少，决定蹦
杏核的次序。假设有甲乙丙丁四位
小伙伴参加蹦杏核游戏，甲手里的
杏核有四个，乙有两个，丙有三个，
丁有一个。那么按游戏规定排出的
蹦杏核次序就是：甲1，丙2，乙3，丁
4。排好顺序，甲把总共10个杏核拿
在手里，贴着台阶跟底轻轻一撒，
然后用右手食指指尖压在中指第
一骨节左侧，对准地面上随意选好
的一个杏核边缘，发力压下去。

杏核在食指指尖压迫下立即
蹦上台阶。这个蹦上台阶的杏核，
就是甲赢得的。如果甲用第二次蹦
的杏核又上了台阶，那么甲又赢
了。甲继续蹦，可第三次杏核没蹦
上台阶。这样，甲就把蹦上台阶的2

个杏核拿走。接下去，丙就把剩下
的 8个杏核收拾起来，像甲一样按
步骤操作下去。如果丙连续蹦上 4

个杏核，第5个杏核没蹦上台阶，那
么丙拿去赢到的四个杏核后，乙就
将剩余的4个杏核收集起来拿在手
里，如同甲和丙那样照游戏规定接
着进行下去。如果乙只蹦上了 2个
杏核，那么就该轮到丁蹦了。倘若
丁把最后的 2个杏核都蹦上台阶，
到此10个杏核全部被赢完了，那么
这一盘蹦杏核的游戏就结束了。如
果丁只蹦上一个杏核或一个也没
蹦上，那么按次序又轮到甲了。当
甲把仅剩的这个杏核蹦上台阶后，
就意味着头一盘游戏玩完了。甲乙
丙丁四位小伙伴如果玩兴未尽，那
么再从头开始，玩第二盘蹦杏核游
戏。

蹦杏核游戏有两项规定：一是
当用手指压蹦选好的一个杏核时，
这个杏核不能触动其他杏核，若触
动了即为犯规，就不能蹦了，须等
到再轮到时才能蹦。二是蹦上台阶
的杏核如果被台阶反弹下台阶，不
能算是赢的。

蹦杏核游戏简单易行，具有魅
力，男女孩童皆适合。尤其是此游
戏可按参加孩童的意愿临场变通：

“蹦杏核游戏”说变就能变成“弹杏
核游戏”；而“弹杏核游戏”立马可
以变成“摔杏核游戏”。“蹦杏核”

“弹杏核”“摔杏核”，这三个游戏可
以互变，容易进行，玩的都是杏核，
这一独具的特点，是其他孩童游戏
不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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