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记忆

国庆游行的童年记忆

■方言土语

沂南县的时间词

□张机

新中国诞生的那年，我刚刚

踏进学堂读书。课堂上老师给我

们讲：10月1日是国庆节，就是国

家的生日，我们应该记住祖国母

亲的生日。

有一年，为迎接国庆，全校挑

选出5名男生和5名女生，代表学

校参加全市少先队员迎国庆游行

的集训，我很荣幸地入选，激动之

情难以言表。

国庆前夕的彩排很严格，由

100名男女少先队员组成花束队，

每人手执一把花束，要求高高举

过头顶。经过主席台时，要求我们

精神饱满，热情奔放，振臂高呼口

号……指导教师一排排地给我们

纠正动作，检查我们摆动的方向
和角度是否整齐划一。一次又一
次的反复排练引来众多观众围
观，同龄少年儿童纷纷投来羡慕

的目光。

参加国庆节游行的前一天晚

上是我最兴奋的时刻。睡前要把

参加游行穿的白衬衣、蓝裤子、红

领巾整齐地摆放在床头，夜里还

兴奋地起来看时间。盼到天蒙蒙

亮，被闹钟声惊醒，立刻匆匆赶往

学校集合。当老师带领我们步行

近两个小时赶到“八一礼堂”南边
的集合地点时，那里早已是人山
人海的等候队伍。

会场设在当时最壮观的“八

一礼堂”正门前方。那时的“八一
礼堂”是一座坐西朝东的楼房，马

路对面是个可容纳万人，济南人

称之为“八一广场”的空地。国庆
前夕，“八一礼堂”大门外搭建高

高的检阅台，毛主席画像悬挂在

台中央，红旗分列两旁，主席台两

边建起阶梯式的多层观礼台。马

路南北方不远处各建一个用松柏

和鲜花扎的彩色牌坊，作为游行

队伍的南入口和接受主席台检阅

后的北出口，主席台对面的广场

有席地而坐观看庆祝活动的群

众。

游行集会在高奏国歌，鸣放
礼炮，各界人士代表讲话之后开

始。擎旗手簇拥着鲜艳的五星红

旗、巨幅伟人画像和彩旗队走在

前面。我们少年儿童的方队由气
球队、放鸽队、鲜花队组成。男生
一律白衬衣蓝裤子，女生白衬衣
花裙子头扎蝴蝶结，胸前的红领

巾迎风飘扬。当我们的队伍通过

主席台前时，带队老师一声令下，

绚丽多彩、五彩斑斓的气球腾空

而起，象征和平的白鸽扇动起双

翅翱翔蓝天，少先队员挥动花束

欢呼雀跃地奔向主席台……

我们少先队员的队伍通过检

阅后被安排在马路两侧观看后面

的游行。随后是威武雄壮，步伐整

齐的解放军队伍。接着是身穿蓝

色工作服、头戴工作帽系着白毛

巾的工人队伍抬着标志建设成就

的巨幅展牌阔步前进，农民队伍
则高举五谷丰登的模型，脸上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最引人瞩目最

好看的是体育方队和文艺方队。

体育健儿身着鲜艳的运动服，挥
舞着手中的花环不断变化着各种

队形，文艺界的演员们吹奏着各

种乐器载歌载舞。跟随其后的科

技界、医务界游行方队也各具特

色。

国庆节的夜晚，我们少先队

员还要来到大明湖参加篝火联欢
活动。老师们拉起手风琴，我们围
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绽开的礼

花腾空而起，照亮了天空，映红了

我们幸福的笑脸……

从戴着红领巾第一次参加国

庆游行，到读高中时参加的1959

年国庆十周年游行，再到做教师

后多次带领学生参加国庆游行，

我已记不清经历过多少次盛大的

国庆游行，而系着红领巾参加的

第一次国庆游行场景和纯真情感

至今铭记心间。

□陈正宽

秋风一吹，老潍县南邻的安

丘山里一带，就挂出偌大一幅秋

景长卷——— 望之无际，铺在地平

线，连环展开，姹紫嫣红，淡黄老

绿，眼花缭乱。七月里核桃，八月

里梨，九月里柿子来赶集。满山

的树，满树的果，满天的红，满目
的艳，鲜活美于二月花。问是啥？

山里红呀！那黄黄的呢？黄山楂

呀！对了，对了，潍城民间有谚，

“红和黄，喜煞娘”！

潍城南部全是山。山连山，

岭连岭，连到海边不消停，靠山

吃山胃口醒。一年到头，少不了

山货，尝鲜。这不！八月十五甫过

罢，安丘、诸城、五莲山里出的山

里红，便抢先进城。在城里，东

关，大石桥，后窑湾。有的是，罗

列的小摊，串街的小担，货声的

荡漾，山楂的相伴。叫卖山货，灿

烂一片。有红红的野山楂，有黄

黄的野山楂。红山楂，红得像火；

黄山楂，黄得如金。只是，红山楂

个头大，城里人不叫它“山里

红”，叫它“石榴”。不对吧，“石

榴”不是外皮内子的水果吗？酸

石榴、甜石榴、冰糖子、十八子什

么的，怎么把“山楂”叫成“石榴”

哩？莫慌莫慌。潍县方言，一向把

“山里红”叫成“石榴”的！只有黄

山楂，才叫山楂。同样是山楂，由

于颜色不同，叫法迥异。红山楂，

叫酸石榴；黄山楂，才叫山楂。

九秋十月早，日凉披棉祆。

出摊的小老头，又到了熬糖为业

的季节。熬糖干吗？用项很多。做

糖粽儿，蘸粒膏，捧沾果，压麻

片。粒膏是啥？就是北京的冰糖

葫芦呀。河南叫酸蘸，潍县叫粒

糕。粒糕粒糕，一粒一粒插起来，

蘸上冰糖甜如糕。粒糕原料，一

是山果，二是冰糖。潍城蘸粒糕，

主要用山楂。有红石榴粒糕，有

黄山楂粒糕，有山药粒糕，有山

药豆粒糕。其中红山楂粒糕，最

酸最甜，又酸又甜，面兜兜，酸溜

溜，食之开胃，品之醒口。秋冬时

节，进了潍县城，看街上风俗画

小景，蘸粒糕的，设摊街头。大糖

盘，小风箱，鼓嗒鼓嗒火苗旺。小

铁瓢，在熬糖，手拿楂串蘸糖浆，

风送粒糕甜甜的香。

先前，潍城四乡山会多。秋

收冬藏，乡亲歇冬，有闲工夫赶

集，逛山会。像浮烟山会，寒亭山

会，安固山会，望留山会，隆冬清

早，北风料峭，屋面严霜。太阳刚

刚出山，暖暖的，灿灿的，照得山

会，蜃气朦胧缭绕。摩肩接踵的

人声鼎沸，鸡鸣犬吠。但见那卖

粒糕的，没有固定摊点，只扛一

根长长的木杆，木杆顶部绑了麦

秸靶子，上头插满的，全是山里

红“酸蘸儿”，“冰糖葫芦串儿”，

“酸石榴粒糕”的大展现。电视台

记者前来采风，镜头一溜烟追逐

的，不是插满山里红粒糕的长木
杆，就是山村村头上那早经冷落

了的石头碾……可也是哪，物以

稀为贵。即今红石榴粒糕，在城

中不时可见。唯独那圆圆的大大

的沉沉的油碾砣子，一上镜头，

那就成了出土文物、老古董了！

隔邵明武

沂南方言中，时间词数量多，

使用频率高，它们的构成，既有山

东方言的共同点，也有沂南的地

域特色。

一天之中，拂晓，天快要亮的

时候，称为“露头明儿”或者“乌娄

明儿”。快要出太阳了，称为“东放
亮了”。出太阳的时候，叫做“出日

头门儿”。天刚亮，称为“天一露明

儿”。“早晨”读作“早伸”，也说“早

晨（读“陈”,又读“伸”）起来”。当

太阳升到离地面几米高时，称为
“日头一竿子高了”。太阳升起来

后，大人数落小孩贪睡，就会说：

“日头晒腚了，还不起！”上午称
“头晌儿”、“前半晌”。其中，当太

阳升到东南方向时，又专门叫“东

南晌”。中午称“晌午”、“晌午头子

（儿）里”。过午称“天晌歪了”、“晌

午歪了”、“过晌儿”。下午称“下晚

儿”、“下晌儿”、“后半晌”。夕阳西
下时，称为“日头西了”，或者叫做

“日头西门儿”。太阳落山的时候，

叫做“落日头门儿”。傍晚或黄昏，

则被称为“天上黑影了”、“蚂蚱眼

子了”或“丏（读作“免”）黄黑了”。

到了吃饭的时间，说成“到饭时头

儿了”。吃饭的时候，称为“饭时门

儿”：早饭的时间段，称为“早晨饭

时门儿”；午饭的时间段，称为“晌

午饭时门儿”；晚饭的时间段，称
为“下晚儿饭时门儿”；快要吃饭

时，称为“小饭时门儿”；过了吃饭

的时候，称为“大饭时门儿”。

喂牛的时候，叫“喂牛时门

儿”。夏天，人们在下午五六点钟

喂牛，七点多钟饮牛，“喂牛时门

儿”是指下午五六点钟；冬天天

短，人们在下午三点多钟喂牛，四

点多钟饮牛，“喂牛时门儿”则指

下午三四点钟。当然也有不同，有

的村子是先饮牛，然后再喂牛，但

时间段大体是一致的。

人们在午睡或夜里已经睡下
的时候，被笼统地称为“半晌午

夜”。白天称为“白眼”，夜晚称为
“黑眼”。

一月之中，农历每月初的几

天，称“初头门儿”；每月初十前

后几天（初八九至十二三日），称
“十头门儿”；每月二十日前后几

天（十八九至二十二三日），称
“二十头门儿”。

一年之中，春天叫“春上”，秋

天叫“秋里”，冬天叫“冬里”。春节

以后，正月初五称为“五母日”。麦

收之前，称为“头麦里”；麦收期

间，称为“麦口里”、“麦季里”或

“麦市里”；麦收季节一过，则称
“过麦”。过去，小麦播种面积小，

小麦不是主粮。早秋时节，秋季庄

稼还没有成熟，陈粮已经吃完，这

段时间，沂南方言叫“秋没下里”。

中伏，民间叫做“伏顶子”。早秋季

节，先收割黍子，再收割子，然

后收割高粱（方言称为“砍秫

秫”），割谷子，这一段时间，统称
为“春田市里”。到了晚秋，刨地瓜

的时节，叫“地瓜市里”。“冬至”，

民间称为“冬闲”、“冬下”。到了年

底，快要过年了，称为“年根儿

里”、“骑年靠近的”。年除夕称为

“年除日”；除夕之夜天快亮时，称
为“年五更”。过年以后，称为“崴

过年儿来”。

“市”或“市里”的用法，除了

上面所言之外，还有其他用处。例

如：汛期，民间称为“布雨市”；

1928年秋天发生的蝗灾，称为“蚂

蚱市”；刘黑七、刘天增等土匪被

称为“西南马子”，他们来沂南县
烧杀抢掠的时期，被称为“马子市

里”；1939年～1944年日本侵略

军攻占沂蒙山区的时期，称为“鬼

子市里”；1947年，国民党军队攻

占沂蒙解放区，还乡团也追随其

后，这时被称为“国民党市里”。当

一件事情正处于高潮时期，则被

称为“大溜市里”、“大溜阵里”或

“大洋里”。

其他时间词还有：今天称“今

门儿”，昨天、前天、大前天分别称
“夜来”、“前日”、“大前日”，明天、

后天、大后天分别称“闷（读去声）

日”、“后日”、“大后日”。“过去”、

“从前”说成“待早儿”、“早先里”、

“早先年”，“如今”、“现在”说成
“现今晚儿”，“近来”说成“这一略

（读阴平）子”。一段时间叫做“一

盼儿”、“一漠儿”。如：“这盼儿”指

这段时间。形容时间长短的词语

也不少。“一霎霎”、“一盼儿”、“一

盼子”都是指一会儿。当然，“一盼
儿”、“一盼子”在不同的语境，有

不同的意思。如：“这小孩一盼儿

叫你惯毁了！”其中的“一盼儿”则

是指长期，很久以来。“一转眼的

工夫”、“一挤巴眼儿的工夫”、“一

抹搭眼皮儿”都是指转瞬之间。吃
一顿饭的时间，称为“一顿饭时”、

“一个顿时”。用烟袋吸一袋烟的

时间，称为“吃一袋烟的工夫”。

“一略（读阴平）子”则指几天、十

几天或几十天。

■看图老济南

捏面人
□文/图 姜振民

过去济南有个捏面人的老艺人叫李俊兴，曾

背着一个小箱子，凭着一手捏面人的绝活，走遍

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还漂洋过海去过东南亚。他

的面人技艺已独成流派，在济南也有传人。面人

的原料是蒸熟的江米面，拌上蜂蜜，再掺入十分

鲜艳的矿物质颜料，分别制成品红、湖蓝、橘黄、

翠绿等色面。操作时以小竹棍为架，用一牛角片

作雕塑刀，塑出各种人物形象，如钓鱼老翁、孙悟

空、林黛玉等，既可买给孩子做玩具，也可摆在家

里当做一件装饰品，是一种享有国际声誉的民间

艺术。

■齐鲁美食

红红的

黄黄的

野山楂

●民间习俗、方言土语、生活风情以及咱山东的民

间特色吃食，无论您对哪方面有研究或感兴趣，都可以

给本版投稿。假如您是生活在老城、老街里的“百事
通”，也欢迎您到“口述城事”里来跟我们唠唠嗑。

●电子邮箱：wanghui3050@126 . com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几年，济南每年都要举行10万人国

庆大游行的庆祝活动。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的兴奋与激
动犹如昨日般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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