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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集集镇镇的的三三处处小小学学
文/片 于夫

上个世纪70年代，普集镇
还保留着三处小学校。根据校
址的方位，分别称为南校、西
校、东校。我在少年时期在三
处小学校都读过书，学校面貌
仍然记得一些。

南校在普集镇南门里路
西，这儿也叫范家湾。这是一
处三进院的民宅，校门灰瓦高
脊，海青卷檐，双门扇。门楣透
花木雕，两边垂云蓓蕾，门墩
是一对石狮子，被学生们抚摸
得光滑照人，门槛高高的，能
够抽插移动，进门入院是青砖
影壁，影壁做工非常精细，方
砖斜贴，花牙镶边，中间镌刻
着一个大“福”字。

第一个院面积较小，三面
房，计九间，全是砖镶门，土坯
墙，麦秸披顶。北屋是教师办公
室，两个木棂窗上糊着白纸，只
有中下方贴着一块玻璃，可以看
到外面，东、西两屋是教室。我是
1956年踏进南校门槛，在中院教
室(西屋)读完一、二年级的，当时
课桌是用土坯与秫秸箔搭垒
后，表面再泥一层白灰。座位
是学生自己从家中带来的，有
杌子、杌撑、板凳，样式不一，
高低不齐。学习写字用的是石
板石笔，每人还备有一个用布
或用毡做的小擦子。交作业时
须排着队，让老师用粉笔划对
号或错号。班主任是位年轻的
女教师，很和蔼，名字至今还
记得，叫牛素红。院中有两棵
香椿树，树下有条大石板，体
育课我们就在院中做操做游
戏。北屋是教室伙房，门口总
挂着块马蹄表，驼背王大爷除了
给教师做饭烧水，还有一个重要
任务——— 每到上下课时间，就摇
着一个铜铃在三个院中走一遍。

后院最大，院中有几棵老枣
树。西屋是教室，北屋是教师宿
舍，教室两侧是男女厕所。每到
下课时，三个院的学生都争先

恐后抢厕所，闹出许多笑话。
校门外是太平街，它南通

泰沂山麓，北达长白山区。街
旁还有一座高台小庙，同学们
也经常去玩。

在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离
开了南校，转到西校上学去了。

普集镇的东西大街是一
条贯穿济南、青州、胶州、登州
诸府的古道。镇西是三官 (天
官、地官、水官)老庙，镇东是大
佛古寺，三官庙旧址就是西校
了。据传说，三官庙最初的名
字叫三元宫，始建于明朝永乐
八年。在我的记忆中，这儿有

一棵能藏几个人的空心古槐，
古槐旁是石碑搭就的石桌、石
櫈 、石台阶。无围墙，也无大
门。只是一片高高的台基。三
官庙遗留下来唯一完整的是
北面一座石墙屋，屋顶瓦缝间
长满了青草，还有几棵小榆
树，春绿秋黄，像空中的小花
园。据说那里面原先供奉的是
泥塑神像。我们上课的教室在
西南角，是后来改进学校的民
宅，对面还有一座教室。两座
教室地面都很深，双扇木板
门，木棂窗户也很小，每逢阴
天，教室内就得点灯。所以，学
生们又多了一只用墨水瓶做
的小煤油灯。上完一节课，擤
出的鼻涕往往是黑的。西校共
计三个班(那座石墙屋也是教
室)，教师办公室在西面。办公
室后面有个小院，是教师宿
舍。上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又
从西校转到了东校。

东校是普集镇的中心小
学，它管理着南校、西校和其
他村庄的小学校，分四、五、六
年级，有三排新建砖瓦教室，
十一个班。学校南门外是操
场、篮球场，还有沙坑，双杠。那
时四年级毕业叫“小学”，六年级
毕业叫“高小”。我小学毕业后考
入高小，继续在东校读书。不过，
高小的教室“阔”多了——— 统一

的翻盖课桌，统一的双人板凳，
早自习、晚自习电棍照得雪亮。
门窗很大，采光透亮。普集镇只
有这儿才有高小，四村八庄的
高小生们来读书要自带中餐，
学校供应白开水。

东校是在大佛寺旧址上
建立起来的。在旧县志上，大佛
寺叫石佛寺，但它最初的名字还
要早，应该叫普济寺。因为“普
集”的名字就是由“普济”演化而
来的。寺貌早无踪影，唯一留下
的是几节两人才能合抱过来的
八棱青石柱。据老人们说这是大
殿的立柱，可以想见当年普济寺
庙宇的雄伟。

最初在这里建立学校是
民国二年。还有一个这样的故
事流传下来：当时镇东有个开
明绅士叫刘兰阁，是清末的秀
才，也是个维新派，竭力主张教
育救国。于是，他便号召组织了

“毁寺建学堂”的行动。由于人们
对神心有余悸，去扒神像的人在
动手前都默默念道：“神呀神呀
别怨我，有气去找刘兰阁。”学校
大门有两块青石组成的横匾，上
书“正德厚生”四字，并有建校碑
记一块，这都是听老人们说的，
实物早已无存。

东校东面是一条鸿沟，名
叫寺沟。北门外是普济桥、土
地庙。有两块石碑耸立，碑帽
上一块书着“大明”，一块书着

“大清”，赑屭驮着，十分气派，
记载着这方土地的厚重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经济
发展，百业兴盛，在镇外兴建
起了现代化的教学楼，普集镇
的三所小学校逐渐被淘汰。东
校被分割变为民宅，寺沟被填
平成为一条南北街道；西校改
建为幼儿园；而南校则被当年的
一位同学购买辟为私宅，幸好大
门还保留着原样未动。普集镇最
早的三处小学校已成为历史，但
历史不能忘记这三处小学校，尤
其是她的学子们，更不能忘记自
己最初的母校。

□邱蕾

数年前，因为身体不好，人
又胖，父亲便劝我锻炼，让我多
出去走走，并决定和我一起晨
练。本来我对出去运动是没有
一点兴趣的，可看到爸爸那充
满了关切的眼神，便也答应了。
从此，我便开始了和父亲一道
晨练的生涯。

记得以前看过报道，说晨
练不好，因为积了一晚上的有
毒气体这时会释放出来堆积到
地面，晨练反而会有害健康，建
议大家晚练。可是，我仍旧觉
得，还是清晨的空气更清新。而
且，似乎也更能令人体会到生
活的趣味与美好。

尤其是夏日的清晨应是最
美的清晨，不到五点，天空就已
放亮。这时起来，可以享受到一
天中最美最凉爽的时光。天空
是蓝蓝的，干净清亮，抬头，可
以看到东方初生的太阳和西边
将要消失的月亮，东西遥相呼
应。这种日月同时可以看见的
天象，也不是很容易就能见的。
有的人可能一年也见不到一
次，因为他们懒得早起，或是早
起了却懒得理会，不懂领略大
自然的风光，珍惜时下拥有的，
觉得它们太平常而总是忽略，
这就辜负了它们。

夏日晴朗的清晨虽是寻
常，却也应当是一年中最美的
时候，有刚刚升起的红日，像颗
红宝石、红玛瑙、红珍珠，真是
漂亮得让人看不够，绚丽的朝
霞只有一个字能形容，美，美得

够呛。那太阳散发出的光和热，
不多不少，让你觉不出热，但也
不会觉得冷。它和轻风的配合
真是相得益彰，沐浴着红日，沐
浴着和风，有温度有凉爽，让身
心顿感惬意万分。

这时候路边的树木花草也
是一天中最精神、最动人的，它
们如我一样也在快乐地享受着
大好晨光，享受它的每一分每
一秒，尽情地舒展着自己的肢
体，叶片是支棱着的，有精气神
的，上面还有些微露珠，那分绿
格外鲜亮养眼。街上的行人极
少，车辆也极少，路面因为勤快
的清洁工人的劳作，也是最干
净的时候，而洒水车工作过后，
又让这路显得更美，空气中也
有一种湿润在涌动。

这晨光里，没有中午时分
烈日的烘烤，没有上下班高峰
时的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没有
人来车往的各种嘈杂噪声，没
有人们制造的各种垃圾……一
切的生命，都是最精神抖擞，最
畅快无比。这个时候，只是简单
地走在干净整洁、漂亮的砖铺
成的人行道上，呼吸着每一口
芬芳的空气，欣赏着每一寸绿
景，看着漂亮整洁的柏油路，就
已经是很美的享受了。这种感
觉足以令人心情大好。带着这
样的心情，首先心灵就得到了
按摩，变得舒畅起来，感觉像天
空中偶尔飞过的小鸟，内心很
是欢愉。

那时，我们常常选择百脉
泉广场作为锻炼的场所，那个
地方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真

是很大。公园里锻炼的人太多，
合适的场地不好找，而这里可
以任我们选择。要说广场上，上
午以后的时光都是热得要命，
大半地方都在经受酷暑的煎
熬，可唯有清晨，即使站在没有
一棵树遮挡的空旷之处也不会
感到一点热意。有时，我们会选
择靠边的某处四方地打球，有
时会选一处通道，两边是高大
的树木，枝叶在空中握手，成为
一条绿色走廊，更加凉爽，而此
时又少有人经过，打球也是合
适，只是有时会觉得光线不够
明亮。有时，我们还会选办公楼
后面的空场，这里地方宽敞，周
围也种了不少树，已经很大，很
高，风一吹“沙沙”地响。这片地
方因为在楼后，又有茂盛的大
树，显得格外清静，即使是正午
时，也是清凉幽静的，和数米之
隔的广场空地的酷热相比仿佛
两个世界、两种季节。我和父亲
很喜欢在这里打球。

羽毛球是项很有趣的运动，
中间也常会发生一些搞笑的情
况，比如左手一抛球，右手挥拍
跟上，却拍了个空，或者远远看
见球飞过来，使出全身力气朝它
狠拍过去，竟然也落空了。眼神
不济，技术菜鸟，再配合那些煞有
介事一本正经的动作，想想就常
引得自己发笑。打羽毛球，不仅锻
炼了身体，更让人获得了快乐。

有时，我们也会感慨，你说
那些人也真是的，现在这广场
上的人寥若晨星，那些人也不
趁现在来玩轮滑，踢毽子跳绳。
空气又好，光线也好，场地又够

大。放着这么好的时候不来，干
吗非赶集似的晚上来？天黑人
多温度高空气污浊，现在也不
怕撞着人。父亲一哼，“懒呗”。
是啊，就是懒，反正每天都要拿
出那点时间来玩，何不早睡早
起？偏偏要熬夜晚起，辜负了这
美好晨光，违背自然规律，想想
这其实很不合算。

后来，因为父亲的身体原
因，我们不再打球，于是，晨练
内容又变成了疾走，我们不再
只是轧马路，而是改到百脉泉
公园里散步，那里风景更醉人，
空气也更清新。那样的散步是
在画中前行。有时我也会跟父
亲感叹，要是明水城的大街小
巷都有复古长廊相连，红墙绿
顶雕梁画栋，一挖一个小泉，满
眼是繁花密草，街上干净得一
尘不染，所有建筑都带有传统
特色，一看就很有味道，像新加
坡，就是个园林城市，走在哪里
都像走在古典画中。那应该会
吸引很多人流连其间，成为著
名旅游胜地吧。

可是，自从孩子上了小学，
我们便不再晨练，我也渐渐养
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虽然现
在也锻炼，可是，晚练，怎么能
和晨练相媲美？古人说的“一日
之计在于晨”是有道理的。不只
是这时候头脑最好使，在我看
来，清晨也真是一天中最美的时
分。而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作息
安排，不知浪费了多少大好光
阴，辜负了多少个美丽早晨。珍
惜时下拥有的，或许，也应该从
善待每一个清晨开始吧。

难难忘忘晨晨练练好好时时光光

小说连载 5500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编者按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
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
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
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
名。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
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
者。

（接上期）

李团长下令，刚才杀鬼子的
一营从山脊上绕下去抄鬼子的后
路；二营和三营沿着巴漏河越过
巨石阵向鬼子冲锋。崖上二排的
战士们开始猛烈地向崖底下的坦
克附近的鬼子和汉奸投弹。猛烈
的爆炸驱散了坦克四周的敌人。
鬼子坦克的炮塔依旧不能转动，
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二营和三营
的战士越过巨石阵，看见不能动
的敌人坦克后，往坦克上扔了几
个炸药包，“轰轰轰”几声巨响，坦
克彻底完蛋了。600多把明晃晃的
刺刀，向鬼子的汽车阵和大车阵
杀过去。鬼子的炮兵慌忙集中炮
火向我冲锋的二营和三营轰击。
战士们在炮火轰击下不断有人倒
下牺牲，有人负伤蹲下，但仍坚持
射击，没有人退却，没有人是孬
种。

李团长一看敌人的炮火凶
猛，命令改强攻为稳扎稳打。部队
纷纷利用有利地形和敌人对打起
来。二营和三营距离敌人越来越
近，山脊上的一营和独立连三排
以及高家峪的民兵们呼喊着从山
上冲下来，向鬼子的山炮阵地杀
了过去。鬼子军官一看不好，再打
下去要全军覆没，集中剩下的鬼
子爬上汽车，也不管汉奸的大车
队了，狼狈向北逃去。

鬼子北逃的汽车卷起滚滚烟
尘，惊醒了汉奸们，胆小的乖乖投
降，顽抗到底的哪里是两个营的
对手，一炷香工夫，汉奸被收拾完
毕。

一营在进攻敌人山炮阵地
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原因一是
在山脊上和敌人的拼杀，部队有
些劳累和伤亡；二是守卫山炮阵
地的全是鬼子，装备精良战斗力
较强；三是鬼子看见自己的长官
弃自己不顾，坐上汽车都跑了，他
们只能困兽犹斗，死拼到底。最
后，一营付出了死伤50多人的代
价。

这次战斗，鬼子来了1000多
人，只跑回去了100多名鬼子。600

名伪军或被消灭或被俘虏，200多
名鬼子被消灭。炸毁敌人坦克两
辆，缴获大车几十辆，枪支弹药一
大批。

部队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和
鬼子滚下山脊的金龙，金龙只是
头部受到撞击，再加上左膀子被
子弹贯穿，流血过多晕死过去，他
身下的鬼子已经彻底没气了。

部队迅速展开了对负伤同志
们的救护，支前的乡亲们的担架
发挥了巨大作用。孙祥的伤势最
重，被立即送进野战医院，军医就
地开始了手术。孙祥的手术完毕
后，大部队带着所有的俘虏和缴
获的物资以及金龙等重伤员们返
回了莱芜老根据地。

这次战斗本来有战后主力部
队顺便端了垛庄据点的计划。但
是因为重伤的同志太多，俘获的
俘虏太多，首长命令暂且不拔垛
庄据点，全力处理战后事宜去了。

（未完待续）

普集南校门楼

普集西校外的古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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