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看瓜瓜

丁桂芳

每年夏天吃甜瓜，就想起
童年看瓜的事。

解放后，家里只种地，没有
其他经济收入，生活很清苦。我
们家，家大业大，爷爷早逝，奶
奶唱主角，三个儿子三个媳妇，
儿孙满堂，十八口人，是一个和
谐的大家庭。但是柴米油盐酱
醋，人来客去的花销不是个小
数目。所以，我们家想出了一个
挣钱的门路，一连六七年种甜
瓜，种西瓜。

我们家的土地，东山西山，
南泊北岭，很分散。村东有个山
叫万家沟，山前有条河，绕山东
坡、山前，向西流去。山坡的梯
田适合种甜瓜西瓜，浇水也方
便。

我父亲弟兄三个，他是老
大，解放前教过书，有知识有文
化，对种瓜有研究，他是主导
者，两个叔叔则是主劳力，再加
上哥哥姐姐们是帮手，成了种
瓜世家。

每当初夏，甜瓜西瓜就开
始爬蔓了，瓜是很难伺候的植
物，家人就像养育子女一样，殚
精竭虑德呵护，风餐露宿潜心
磨砺，才能有所收获。很快蔓
粗，叶茂，那叶子就像小孩的巴
掌大小，有角有菱地遮满了地。
必须及早按时给瓜蔓打杈，多
余的蔓要剪掉。打杈不能心慈
手软，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如
果让瓜蔓肆无忌惮地爬，就会
浪费营养，影响瓜的个头和数
量。不久，瓜就要开花了，一个
个黄黄的瓜花，从叶缝钻出来，
哑然开放，一出场就开得饱满
奔放、张扬大度、轰轰烈烈、铺
天盖地，散发着迷人的清香。花
下连首瓜蔓的是一个豆大的毛
茸茸的嫩绿的小瓜，预示着一
个个新生命的诞生。过一段时
间，花谢凋零，小小的甜瓜柔然
膨胀，现出了娃娃似的脸。而西
瓜，此时正要努力长蔓，像爬山
虎像龙贴地爬行，它开花较甜
瓜晚，生长期较长。

接近夏天，就要看瓜了。
看瓜需要搭棚子，遮风避

雨。棚很简单，用木头、高粱杆、
先草搭成A形棚子，里面用木板
石头搭成个床，那是休息、吃
饭、睡觉的地方。有时雨天，会
漏雨，这儿堵，那儿挡，凑合着。
后来几年，叔叔们在瓜地旁边
的山丘上盖了个四五平方米的
小房子，屋里有炕，可烧火赶
潮，比以前舒适多了。

瓜不熟，大人们忙着种其
他山上的地，看瓜的差事，交给
了孩子们。我们几个兄弟姐妹
分组轮班看。万家沟瓜地离村
远，深山沟，无人烟，有点寂寞
和胆怯，都壮着胆，两人一组

“执勤”。开始瓜小，上下午瞭望
一下即可，瓜快熟了，白天晚上
都离不开人，晚上是大人“值
班”，并且一天三顿要送饭。有
时阴雨天，逢暴雨，饭送不去，
就拌焦面吃。说起吃焦面很有
趣，焦面是用长长芒的大麦，上
锅炒熟，而后在石磨上磨成的
面，盛一些面在碗里，加点糖，
倒少许水，用筷子拌成疙瘩状，
即可食用，香甜可口。那时候，
没有暖瓶，在家里用小泥坎 (土
语：泥罐)提些凉开水到山上，有
时舀些山泉水拌焦面，无污染。

到现在六十多年没吃焦面了，
一想起焦面，就流口水。

看瓜很有趣味。整个夏天，
山青水秀，山花烂漫，可以到山
坡上掐黄花、石竹花；可抓蚂
蚱，打蜻蜓；阴雨天可捉水牛、
挖知了狗，拾雀菜；渴了到泉边
喝清洁的泉水，热了可到山前
的小河里洗澡戏水，抓鱼摸虾，
简直神仙般的日子。

盛夏，瓜很快要熟了，花皮
瓜由绿变黄，青皮瓜也不像原
先那么绿了，西瓜个头大，像金
灿灿的南瓜，瓜瓤一包面。所有
的瓜用中指弹一弹，登登响的
则不熟，扑哧扑哧的就是熟了。
有一次，我和三叔的大女儿一
起看瓜，她比我小很多，没耐性
看瓜，下午天不黑就闹着“撤
兵”，我劝她：“走早了会有人来
偷瓜的，待一会儿我摘个瓜咱
俩吃。”过了一会儿她又闹着要
走，并哭了，逼得我只好到地里
摘瓜了。我用手弹了一个又一
个，选中了一个大个的花皮瓜，
黄黄的，给了妹妹一大半，我们
俩开斋了，瓜瓤金黄色，瓜子很
多，统统狼吞虎咽下肚了，尝了
鲜，是那一年摘下的第一瓜。吃
了瓜，我心里忐忑不安，自家人
偷摘自家的瓜，总有点做贼心
虚，但又不敢告诉大人。可后来
父亲发现那个瓜少了，问我：

“地头那棵瓜蔓长了个又大又
早熟的瓜怎么没了？怎么看的
瓜？”开始我低头无语，后来说
了实话，父亲笑了说：“原来偷
瓜人是你俩！馋鬼，吃了就吃了
吧！没被外人偷去就好，算你俩
尽职。”

盛夏，瓜连续熟了，家里人
可忙活了，忙得不亦乐乎。大清
早家里人就忙着去摘瓜，而后，
二叔三叔每人推一辆老式木制
推车，车上装着满满两筐瓜，车
带套在肩、脖子上，两手扶着车
把，撬着腚，艰难地往县城奔，
寸步难行，气喘吁吁，大汗淋
漓。父亲是卖主，在市场上大声
吆喝：“卖瓜啦！卖瓜啦！贱卖甜
瓜了！又香又甜的大甜瓜！伍分
钱一斤！快来买呀！”我家的甜
瓜个大香甜，很快就卖完了。有
付出就有收获，有了小钱，家里
零花就不愁了，有时父亲还会
买几块芝麻糖捎回家。
末伏，西瓜接着也熟了。西瓜个
大，产量高，更累人，但丰收了，
进钱了，累也高兴。

各种瓜熟了，可以天天吃
瓜。那时的瓜原生态，纯环保无
污染，特好吃，瓜皮脆，金黄色
的瓜瓤，瓜肉香甜可口。特别那
大个西瓜，红红的沙瓤，吃了爽
到肺腑。但是好瓜要卖钱，坏的
才舍得吃，家里大盆小盆盛满
了破瓜，有时吃得拉肚子，土霉
素帮了大忙。

总之，整个夏天是瓜收获
的季节，我们家充满着丰收的
喜悦，充满着温馨和快乐。每年
夏天可以走一次亲戚，小孩各
人提着篮子给自己的姥姥家送
甜瓜。同时也要给街坊邻居送
瓜，都知我家种瓜，不送显得小
气，讨个好人缘。

大人忙于收瓜、卖瓜、种
地，小孩照样要看瓜，直到瓜下
市为止。幸亏刚解放后，村里没
有学校，上学晚，有时间看瓜。

甜瓜西瓜都甜甜的，但儿
时看瓜的记忆更甜蜜。

那那年年三三夏夏会会战战

贺宝璇

“麦浪滚滚闪金光，麦田
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
处传，社员个个麦收忙，麦收
忙。”30多年前，我哼着歌曲，
来到了三夏会战指挥部，因
为我参加阶级斗争展览馆解
说后，被选中到三夏会战指
挥部任播音员。那年月，我和
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从牟平
一中高中毕业后不能直接考
大学，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两年后经贫下中农选
拔，参加考试才能上大学。我
那年春天高中刚毕业，1 8岁
整日无忧无虑，没有家庭压
力和社会压力，整天说啊唱
啊，有人称为“百灵鸟”。

“三夏会战指挥部”设在
牟平北关联中，广播要到城
关公社广播站，我报道的第

一天，总指挥开会布置每人
的工作任务。我的任务是每
天凌晨4点起床直播“三夏”
中的稿子，下午5点半到三夏
指挥部拿稿子，晚上 9 点直
播。为什么要求直播，因为录
音效果不太好，有沙沙的声
音。我们的宿舍和工作地点
设在城关公社广播站，要求
我三夏期间住在广播站。

在“三夏”指挥部我见到
了十多名教师，他们是被选
中到三夏指挥部任写稿的工
作人员，坐阵的是我们雷神
庙联中的一位校长，负责审
稿子，但我高兴的是曾给我
作文打满分的语文老师也来
到三夏会战指挥部写稿子
了。我很开心有老师的帮助，
有校长的支持，多好的工作
环境啊！

工作开始了，第一天早

晨起来播音较顺利，因为第
一次播音，一晚上较兴奋，三
点半我就起来了，到院子里
亮亮嗓子，“城关公社广播
站、三夏会战指挥部现在开
始广播了……”随着凌晨广
播的开始，一天紧张的工作
开始了。刚开始还可以，工作
算顺利，随着写稿人员的增
多，有的老师的字龙飞凤舞，
我只得下午5点去拿稿子时，
悄悄地将稿子再抄写一遍，
免得读错。记得有几个傍晚
为了抄稿子不耽误晚上播
音，我连饭都没吃上，直到播
音后才吃饭。在“三夏会战指
挥部”熬夜，工作较累，但是
比起领导们来还是较轻松
的，因为那时公社党委书记
邹立贵和副书记李玉涛、主
任张传洲等领导也和社员们
一样战斗在第一线，裤腿挽
得高高的，早晨总是湿漉漉
的，昼夜和社员们一起劳动。

遇到特殊情况，我录音
后回家晚上听听自己的播音
有无错处，农村有的词有的
话还真难读懂，幸亏在农村
任团支部书记时对“车襻”等
有所了解，要不然遇到“换换
肩，换换车襻等”的句子真难
读准。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
然留意那段时光，那是我最
幸福的工作时光，没想到考
上大学学习、任教，到公安工
作后，我又回到了我阔别几
年城关公社广播站的原址，
因为这地方已改为宁海公安
分局——— 文化路派出所。

自自制制道道具具演演节节目目

王新奉

解放初期，凡逢“六一”
“十一”，农村小学都要组织
学校全体师生搞庆祝活动。
活动内容，多半是打花棍、叠
罗汉、歌咏比赛、说“武老二”
(山东快书)等，农村孩子们喜
闻乐见的节目。有的节目需
要道具，我们都是就地取材，
自己制作，如打花棍需用花
棍，我们就先到村边的洋槐
林中，砍一根一米多长、直径
约两厘米粗的直树条；然后
刮去树皮，用彩笔绕树条画
上红、黄、绿等彩线；再在两
端绑上个着了色的麻批做的
缨穗、栓上个小铃铛，就成了
一根上好的花棍。

说武老二用的道具是嘎

嗒板和沙啦机。嘎嗒板，是用
两片半尺长、两寸宽的竹片，
一端钻上两个洞。然后光面
相对，用绳子(最好是牛皮绳)

栓起来就成了。而沙啦机则
要一块约一尺长、一寸宽，和
四片半尺多长、一寸宽的竹
片。在长竹片中上部钻两洞，
短竹片每片的上方钻两洞，
然后把它们每片间用一枚铜
钱隔开，用绳子栓起来，就成
了沙拉机。

以上都是传统节目用的
道具，老师和一些大点的学
生，做起来都已经是轻车熟
路、得手应心，并不费劲了。
但是，有一年“六一”儿童节，
全乡小学要组织联庆会演。
我们学校领导突发奇想，要
学习解放军，搞个拼刺刀表

演。拼刺刀表演用的“步枪”
和”刺刀”，也需要我们自己
动手制做。但这也难不倒我
们。

我 们 各 自 回 家 找 好 粗
大的高粱秸、麻绳、铁丝、向
日葵杆等材料及刀、剪等工
具。大家先是把高粱秸用水
浸过以增加其柔韧性，然后
按真枪大小扎好枪把、枪身
(枪托 )、枪筒；再把与枪托等
长 的 向 日 葵 杆 纵 向 劈 去 三
分之一，挖去白瓤，打磨光
滑，镶套在高粱秸扎的枪托
上，用铁丝匝紧。这样枪托
乌溜溜的，就更像一支真步
枪了。再用木片削一把刺刀
绑在枪筒上，用根帆布条栓
在枪身上做枪背带；往身上
一背，嘿，还真像那么回事
呢！

“六一”儿童节那天，乡
中 心 小 学 操 场 上“ 人 山 人
海”，表演场被围得水泄不
通。各种表演项目异彩纷呈，
后面的人都要踏着凳子看。
那天我们都穿上了从部队借
来的黄军装，戴着军帽、扎着
武装带，身背自制“步枪”，还
真像一队威风凛凛的解放军
战士呢！

当 我 们 迈 着 整 齐 的 步
伐、高喊着队列行进口号“一
二一、一二三四”进场时，立
刻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眼球。
来到操场中心，队伍自动分
成相对的两列。在体育老师
的口令下，双方便认真地进
行起进退有序的拼杀。

我 们 表 演时逼 真 的 道
具和动作、震天的喊杀声，
让 观 众 们 真 如 身临战 场 一
般，操场上不时暴发出阵阵
掌 声 和 热 烈 的 喝 彩 声 。最
后，我们的项目，轻松拔得
了那 年联合 庆 祝 演 出 的 头
筹，为学校争了个表演冠军
的大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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