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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奉

民国时期在胶东南部的海莱
地区流传着不少民谣，有的直到
解放初期还仍在传唱。我那时已
经上小学，也曾和小伙伴们一起
唱过，所以至今还能记得一些。当
时唱也不过是跟人家瞎“联哒”

（指瞎吼嗓，并不甚解其意），而今
天细细琢磨起来，民谣的内容无
不和当时的社会政治、时事及民
情有关。现愿不惮浅陋择其要者
浅释如下，以待方家匡正。

一、嫚儿、嫚儿不用愁，打开
（解放）青岛住洋楼，大白菜熬猪
肉，锅里蒸的大馒头。

释：此谣当是成于日伪时期，
人们期盼着早日赶走日本鬼子，
收回青岛，进城过上住洋楼、吃大
白菜熬猪肉和大馒头的幸福生
活。

二、嫚儿、嫚儿使劲长，长大
了跟连长，穿皮鞋、披大氅，一进
门三路岗。

释：此谣可能成于北洋政府
或国民党时期。一个连长的太太
就有如此派头，自然难免让一些
势利心极重的“丈母娘”眼红。

三、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大
炮一响，黄金万两。

释：此谣当是成于军阀混战
时期，兵匪一家，趁火打劫。要不
一个小小的连长，哪来的黄金万
两？虽说不无夸张，但确是讽刺得
入木三分。

四、留分头，不戴礼帽；穿皮
鞋，走刚（硬）道；镶金牙，自来笑；
戴金钆（ga,戒指）子，不戴手套。

释：旧时某些浅薄、浮浪的富
裕儿，摆阔、炫富、虚荣的丑态昭
然若揭。但对今日之某些炫富已
经炫到了海外的“土豪”们，他们
实在应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今日
之“大巫”们，或又应该向他们认
祖归宗？

五、扁豆花，紫莹莹，俺和大
姐一起生，大姐生在靓床上，俺就
生在土炕上；大姐吃米，俺吃糠；
大姐穿的绫罗绸，俺就穿的烂衣
衫；大姐上了洋学堂，俺就上山放
牛羊；大姐当了阔太太，俺就做了
穷婆娘。

释：此谣可能成于已有了洋
学堂的北洋政府或国民党时期，
贫富悬殊严重，永远打不破的固
有命运枷锁，怎能不使谣中的女
孩如泣如诉，愤愤不平呢？

安家正

与木匠有关的歇后语颇
多。例如：

木匠吊线——— 正直。
木匠吊线———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木匠的折尺——— 能屈能伸。
木匠的推创——— 直来直去。
木匠遇上“盘丝头”———

难砍（看）。
木匠的锯料——— 一来一

往。
木匠破板——— 一锯（句）

一锯（句）来。
品味这些歇后语的感情

色彩，赞扬的成分居多。即使
那句不无粗俗的“木匠打老
婆——— 下手有数”，也是欣赏
这个行当，精于算计，不是简
单的粗人。的确如此，木匠曾
经是最为人艳羡的职业。

在“票证年代”，农民称
“社员”，广大社员都凭工分吃

饭。一个强劳力干一天活，挣
10分，称一个劳动日。工分值
凭所在生产队的经济效益结
算，年终结算，可以分得实物
和现金。那时的工分值极低，
一个劳动日绝少超过一元的，
许多人干了一年，反而成为

“欠款户”——— 因为不抵分得
的口粮。而木匠却是“耍手艺
的”、“高工码”，干一天至少五
块钱，交上劳动日，剩余归自
己。如果受雇于私人，中午必
有酒饭招待。所以，那个年代，
美女争嫁木匠，即使在“光棍
村”里，木匠也有娇妻。

木匠有粗细之分。所谓
“粗”，大体是指野外作业的，
盖房子之类的。盖房子得综
合匠人的劳动，木匠之外还
有瓦匠乃至石匠，但是木匠
是“五匠之首”。他是“掌尺
的”，众人都得听他的。他说
檐头还得砌上一层砖，瓦匠
就得乖乖地挥铲刀。细木匠
是做家具的，什么材料可做
什么家具，这可得凭眼力。而
眼力得凭经验，凭天赋，凭悟
性，光靠量尺寸是远远不行
的。俗话说：“长木匠，短铁
匠。”意思是木匠可以用锯将
多余的锯碎，铁匠可以用锤

将短了的碾长。然而，可以做
大柜的木料做了小柜，哪怕
是做了两个，也浪费材料，须
知两棵小树绝不等于一棵大
树。木匠也是学徒三年出师，
但顶多是会做而已，然后由
生手变成熟手，熟能生巧，成
为“巧匠”，俗谓“什么都会
做”。然而，要让经验升华，还
必须经过名师指点，才能一
见材料就作出判断。如果还
有悟性，能够把一块常人看
作是废料的木头，“啪！啪！”

几斧头就砍出一件艺术品，
在似像非像之间，那就不再
是匠人了。那是木匠的极致，
已经是“大师”水准了。

现在这个行当确实是式
微了，许多工具都已经机械化
了。破板拉刷，推创钻榫都需
要基本功，现在一摁电钮又快
又好。但在老照片或者旧木刻
画中，依然可以看到《拉大锯》
的画面，似乎也传出了当年的
儿歌声：“拉大锯，割破了姥娘
家的大槐树……”

农农具具中中的的配配角角软软晃晃
余爽音

在故乡邀上左邻右舍几
位老者，一边喝着茶，一边天
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聊天。信
马由缰，从时下粮食的产量
和田间管理，聊到农业机械
化前的粮田亩产量，和那些
繁重的农活、简陋粗糙的农
具。说到从前的农具，大家如
数家珍般地从耕种、田间管
理使用的犁耢耙杖耧、锄镰
锨 镢 钩 ；灌溉用 的 辘 轳 、水
斗、水车；运输用的人力小推
车、地排车、畜力大车到打场
用的杈、扒、扫帚、碌碡、连枷
说了个遍。说完回头想想，又
想 起 了 一 件 很 特 殊 的 农
具——— 软晃。说它特殊，是因
为它跟前边所提到的农具不
同，自身单独不能发挥作用，
只有在特定场合，跟其他农
具搭配起来才能发挥作用。

说白了，它是农具中的配角。
听名字，好像它是一件软

绵绵的东西，实则不然。它是
用熟铁锻打出来的硬梆梆铁
器，一般长约45厘米，分为三
节，每节的长度差不多一样，
三节连环而成。第一节是个像
鸡蛋一样，一头大一头略小的
椭圆形的环，与它相连的是个
扁圆的扣，和这个扣相连的是
一个挂钩。在使用耙或耢时，
先要把软晃的椭圆形的环挂
到耙齿或耢母子上，再把它的
挂钩和牲口套钩挂到一起，牲
口就可以拉着耙或耢，耙耢地
了。

为什么耙或耢跟牲口套
钩之间要用软晃连接，用绳索
不行吗？首先是因为绳索很容
易磨断。另外，耙耢地有两个
目的，一是要轧碎田地里的大
土块，二是要整平地面。要达
到这两个目的，必须使前进中

的耙或耢晃动起来，用绳索连
接套钩和耙耢，不能使耙耢柔
和地晃动。因为绳索一旦被拉
紧，它与耙齿或耢母子相接触
的地方就会紧贴在一起，耙齿
和耢母子就会像被缠住一样，
耙耢就不能晃动了。这时如果
耙耢的一端被大土块挡一下，
另一端就会猛地朝前甩去，严
重了会打着牲口的腿。而铁制
的软晃可以在耙齿或耢母子
上转动，使耙耢的摆幅不至于
过大。为了增加耙耢的压力，
也为了加强耙耢的晃动，一
般情况下，还要在耙耢上面
站或蹲上一个人。这个人必
须两脚左右分开，站或蹲在
耙耢上面。两腿还要轮换着
分出虚实。当一腿虚立时，体
重落到实立的腿上，这只脚
踩着的耙耢的一端因为比另
一端沉重就拖后了，而轻的
一端就会趋前。虚立的腿变

实，实立的腿变虚后，耙耢两
端的拖后和趋前就会发生相
反的变化，经过这样不停地
反复变化，耙耢就会有规律
地不断晃动，大土块就会被
轧碎，高出的土就会被耙耢
带到低凹处，地面就平整了。
平整的地面既有利于保墒，
又便于以后灌溉。没经过耙
耢的田地是不平整的，要想
让田地平整就得耙耢。要用
耙 耢 ，就 一 定 要 用 软 晃 。当
然，软晃是耙耢的配角。

戏剧舞台上的角色有主
角配角。现实生活中的人，在
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也可
以分为主角配角。但随着社会
关系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这
种划分也会发生变化。可是，
软晃从它产生之日起，直到退
出历史舞台，始终是一个配
角，但又不可或缺。从它身上，
我们应该受到哪些启发？

难难忘忘有有线线广广播播
杨进

前几天家里旧房翻新，在
正屋砖腰线的墙缝里扒出一根
细细电线。前来帮忙的年轻人
问我这是干吗的，我告诉他们
这是过去有线广播（乡下俗称
喇叭）的专用线，并给他们讲起
我那些年和有线广播的故事。

记得第一次看见喇叭是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农业学大
寨”的工地上，一个银白色的
大喇叭挂在高处，里面播放着
革命样板戏，女播音员时不时
喊几句标语口号鼓舞士气。七
十年代后来搬家，家里也有了
喇叭：一个蓝色四方的木头盒
子，中间圆形镂空有一块红
布，布后面就是灰褐色喇叭，
广播线路就是沿着各家各户
的砖腰线墙缝走的。

那时的节目编排播放是
由我们招远县广播站负责，各
乡镇设有广播放大站，每个村
里有专门负责维护的人员。节
目每天早晨、晚上播放两次。

以晚上的节目为主，早上一般
是重播。晚上内容比较丰富一
些：招远本地的新闻，转播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新闻联
播，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各地新
闻联播、评书快板、京剧吕剧、
电影的录音剪辑，有时候还有
县委重要会议、公安局公审大
会的实况录音，最后是天气预
报，播音结束。那时的精神生
活很单调，家里都买不起收音
机，所以每天晚上做完作业都
爱待在喇叭下听评书和电影
录 音 剪 辑 ，刘 兰 芳 的《 杨 家
将》、《岳飞传》，王刚播讲的蒋
子龙小说《蛇神》，电影《月亮
湾笑声》、《咱们的牛百岁》、

《在希望的田野上》、《大桥下
面》等等。

虽然早晨没有文艺节目，
但是每天早上“五点五十五
分，乐曲国歌，预告节目”声音
响起，我就得赶紧从炕上爬起
来给自己做饭，准备上学，所
以每天早晨的国歌成为我上
学的闹钟。到了八十年代末期

节目内容更丰富了：增加农业
科技、医疗保健、生活常识、周
末点播台，还有了广告，现在
我还记忆犹新的一句经典广
告：要买纸箱少走路，请到南
院张炳堡，非常押韵。那时候
就喜欢上《周末点播》，因为从
那里能听见童安格、潘美辰、

王杰、赵传等港台明星唱的流
行歌曲。

后来离家工作，没有机会
听见喇叭的声音，再回到老家
时喇叭已经不见踪影，因为广
播站都已经升级为广播电台，
全部使用调频无线广播，需要
从收音机上才能听得见。

芝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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