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2013年6月13日 星期四
编辑：徐静 美编：金红

青未了

□ 周东升

谚语，作为口头传承的文化，
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展示着当地
的人文风貌。笔者的家乡地处鲁中
南，这里东连沂蒙山区，西接水浒
故里，北枕齐鲁界河汶水，南邻“文
化圣城”曲阜。因而，这里的谚语既
蕴含着浓浓的儒家文化气息，又吸
纳了些许齐国的简约风情。

“水瓮穿了裙，出门就淋人”。
从前乡村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
都用大水瓮当储水器具。水瓮是
用陶土烧制而成，阴雨天一到，
水瓮就“未雨绸缪”，在四周渗出
细密的水珠，就好像套了一层灰
黑色的裙装，颜色越重，说明雨
水来得越快，也下得越大，这时
候就不要出远门了。

“春分东南风，当时就搬
兵。”春分一到，气温逐渐升高，
风向渐变，由常刮西北风转而常
吹东南风，伴随着雨水也日益充
沛，并且开始有雷声出现，老百
姓称雷声为“雷公搬兵”。

“交了七月节，夜寒白天
热”。这里的七月节是指七夕节，

与立秋节气前后相差无几，这时
的天气白日还有几分夏日的余
威，而到了夜晚，寒意渐显，需要
加盖被褥了。

“先下牛毛没有雨，后下牛
毛不晴天。”夏日，若是天空中先
是飘起淅淅沥沥的牛毛细雨，那
十有八九下不了大雨；而若是大
雨过后，细雨如织，则肯定会阴
雨连绵，难以放晴。

“立秋三场雨，麻布褂子起
三起”。立秋过后，凉意日重，几
场秋雨落下，夹衣就离不了身
了。

“十月一起了西北风，棉袄
里面拉硬弓”。阴历的十月一，离
冬至不远，当天如果刮起猛烈的
西北风，就传递出这个冬天一定
十分寒冷的信息。

耕耙戗扬，秋收冬藏，看似
四季轮回，简单重复，于是一些
门外汉就轻松地说道：“庄稼活，
不用学，人家干么咱干么！”然
而，现实中的农活绝不是依葫芦
画瓢，其中还真蕴藏着不少门道
和学问呢。“有钱难买五月旱，六
月连阴吃饱饭”。阴历五月，庄稼

需要蹲苗，雨水太勤，秸秆发育
快，容易倒伏；而到了六月，天气
炎热，农作物疯长，只有隔三岔
五地下一场雨，才能苗全苗壮。

“椿树开花，麦子进家”。早
先，基本上每家都栽有椿树，端
午节前后，米黄色的小花开满枝
头，清香四溢，它提醒着人们，麦
子成熟了，开镰收割的日子不远

了。
“一麦顶三秋，过晌就难

收”。俗话说，抢麦夺秋，小麦成
熟后若不及时收割，一场小雨就
可能导致麦粒发芽，辛苦多半年
的果实就泡汤了；再则，这时节
经常下冰雹，冰雹过后，颗粒无
收，造成绝产。

“麦盖三层被，明年枕着馒

头睡”。这里的“被”是指雪，冬季
降过几场大雪，既冻死了麦苗上
附着的虫卵，又保护了根系免受
寒风的侵袭，明年一定是个丰收
年。

“庄稼重了茬，不如戳狗
牙”。在同一地块如果连续种植
同一种作物，就会严重影响产
量。因为相同的作物吸收的养分
也一样，上一茬吸收得差不多
了，下一茬肯定长势不好，收成
甚至还赶不上讨荒要饭。

“红薯下蛋，不是八千就是
一万”。地瓜的果实成堆出现，有
大有小，宛如一窝，而地瓜的产
量却高得惊人，亩产少则几千
斤，多则上万斤，因此地瓜成为
困难时期老百姓口粮中的主打。

时过境迁，物换星移，随着
天气预报的普及、机械化程度的
提高，农村的耕作方式、生活习
惯和思想观念也与时俱进，这些
曾经作为“宝典”的谚语将渐行
渐远，淡忘于这日益喧嚣的时尚
风情中。重温一下，只为留住这
亲切的记忆。

（请插图作者与本报联系）

■乡野民俗

谚语：口头传承的民间智慧

□ 张永红

飞地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人
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
政区划管辖却不与本区毗连的
土地。比如位于聊城市莘县南
部的樱桃园镇，就属于“一脚踩
着两个省”的河南飞地。

细心的读者查看山东省地
图时，会发现在聊城市莘县南
部的樱桃园镇驻地东北部，有
一个狭长的红圈标志，红圈内
标注着“河南省”字样，这就是
号称“全国一大怪，县城设在省
界外”的河南范县老城区。这块
大约二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周
边被山东省的土地包围，是一
块名符其实的河南飞地。当地
流传着这样一则顺口溜：“山东
省有个河南县(范县)，河南县有

个山东镇(樱桃园镇)，山东镇有
个河南村(金村)，河南村住着山
东人。”这话形象地描述了这一
地理现象。2012年，笔者在莘县
张寨镇担任省新闻出版局选派

“第一书记”期间，曾数次到樱
桃园镇，体验“一脚跨两省”的
奇妙感觉。

樱桃园有两个长途汽
车站比肩而立，一个是属
于山东省的樱桃园汽车
站，有发往北京、济南、聊
城等地的长途汽车；一个是属
于河南省的范县汽车站，有发
往濮阳及各乡镇的汽车。大街
上，遍地豫J牌照的汽车，一家
家河南烩面馆，让人真实感受
到来到了异省他乡。广告栏上
都印有两个电话区号，一个是
河南濮阳的区号0391，一个是山

东聊城的区号0635。到十字路口
处，只见东北角是山东省的樱
桃园供销社大楼，西北角是河
南省范县百货大楼。在一家烩
面馆坐定，同小老板聊天时得
知，相邻的两省居民拨打手机
是不收漫游费的。

还听到一个有趣的
故事：莘县樱桃园镇邮电
局和范县邮电局相邻，过
去，邮件就由两个邮局直
接交换。上世纪80年代后，

范县的邮件不能直接交给樱桃
园了，而是要经濮阳、郑州、济
南、聊城、莘县这条路线。相距
几十米的距离，一封书信却要
绕个大弯，历时好几天，还不如
自己跑着送去方便。

为什么会形成“全国一大
怪，县城设在省界外”？这要从

范县的历史说起。作为千年古
县，范县历史悠久，自汉高祖年
间(公元前206年)置县。因为地
理原因，范县县城从古至今有
过四个县址。置县之初是在今
范县张庄乡旧城村；明洪武十
三年(公元1380年)因黄河泛滥，
范县县城被迫迁往今山东莘县
东南部的古城镇；后因河南、山
东两省用水纠纷，1956年，再由
古城镇迁往今位于樱桃园的范
县老城。历史上，范县一直属于
山东聊城。1964年，为了泄洪需
要，将黄河北岸的范县划归河
南省，作为泄洪区，而将位于黄
河南岸、原属河南省的东明县
划归山东省管辖，同时将樱桃
园等5个乡镇划归莘县，形成当
今莘县版图。考虑到范县地处
滞洪区，又将原属樱桃园镇的

金村、张扶村划归范县，用以建
设范县县城，于是便形成了极
其特殊的行政区划。

正如莘县的另一个乡镇柿
子园乡不产柿子一样，樱桃园
镇也不产樱桃，而是以种植大
棚蔬菜和优质梨为主。樱桃园
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
莘县人口最多的乡镇。在距镇
驻地西南约一公里处，立有一
座刻有“十字坡”字样的碑亭，
相传这里就是当年母夜叉孙二
娘和菜园子张青开店结交江湖
好汉的地方，而孙二娘的娘家
就在如今的樱桃园村。

如今在范县老城，两个汽
车站比肩而立，大街上随处可
见悬挂鲁P和豫J牌照的汽车，
鲁豫两省人民比邻而居，和睦
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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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脚踩着两个省
莘县樱桃园镇“河南飞地”记趣

舅父参加北撤记
□ 张健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
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7月初，
国民党军向鲁南解放区进犯，
先后占领沙沟 、微山岛 、周营 、

邹坞 、陶庄 、夏镇等地。为暂避
锋芒、保存实力，临城县党政武
装及家属和群众积极分子逾千
人奉命北撤。我的大舅父杨家
合时任县民运干事 (后任滕县
轻工业部副部长)，参加组织了
这次北撤。

7月3日，北撤负责人会议
在抱犊崮山下的北庄村召开，
大会由鲁南军属管理委员会生
产委员 、滕县支前大队教导员
张立峰主持，鲁南区党委民运
部副部长穆林 (后任吉林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传达了华东
局(临沂)会议精神，在这次会议
上，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

令员陈毅指出：“枣庄不宜坚
守，一切早做打算，党组织要在
搞好扩军和后方机关军事化建
设的同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工
作。”县长蔡放(后任山东医学
院党委书记)宣读了北撤纪律。

随后舅父作为先锋中队长，带
领六个分队共二百三十人开始
北撤，途经白彦、新泰、莱芜、明
水 、邹平 、商河，历时月余到达
指定地点鞠家区公所。

在整个北撤行进中，沿途
军民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为迎
接远来的客人，各情报点、接待
处 、服务站都付出了极大的努
力。大雨中，夜宿鲁中山区铁车
村(即莱芜战役指挥所所在地)
时 ，当地妇救会扛来门板 、柴
草，送来小米煎饼，这让北撤人
员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到达
鲁北驻地，当地军民举行了隆
重的欢迎仪式，“欢迎革命老区

革命人 ，来咱黄河北落地生
根”。这里的人民正组织开展减
租 、减息和反奸诉苦的群众运
动，生活得到了改善，革命斗争
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到处充
满了欢庆解放的喜悦。北撤人
员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参加各项
活动，白天到农家劳动，晚上到
农会学习，很快融入到了革命
大家庭之中。

根据地委指示，除北撤人
员外，县委组织一批干部在各
区乡建立秘密情报站，开展工
作迎接再次解放。我的二舅父
杨家顺时任八区区长，在北撤
时主动要求留下，坚持地下斗
争。1947年4月13日，在塘湖乡
李张阿村执行任务时，被敌包
围，壮烈牺牲。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我的外祖母以民族大义为
重 ，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

组织群众给部队烧水做饭 、送
弹药、抬担架。1960年春，时任
国务院石油工业部办公厅主
任董尧卿 (原鲁南军区联络部
主任，二舅父的入党介绍人)回
山东探亲，专程到二舅父墓前
敬献花篮并看望了我的外祖
母 ，他说：“您的儿子家顺同
志，北撤时主动申请留下在敌
占区工作 ，不幸遇难 ，可以讲
他生前伟大 、死后光荣 ，您老
人家不愧是‘支前模范 、英雄
母亲’。”

北撤后，国民党顽固分子
和“还乡团”卷土重来 ，对未
撤走的中共党员 、干部及群
众积极分子进行灭绝人寰的
屠杀和疯狂报复 。从1 9 4 6年
1 0 月 到 1 9 4 8 年 1 0 月 ，两 年
间 ，临城县有近 7 0 0名党员 、

干部 、民兵和群众积极分子
惨遭杀害 。1 9 4 8年11月初 ，

我华东野战军挥师鲁南 ，驻
守临城 ，从此政权回到人民
手中 。先后两次参加北撤的
人员 ，分别从黄河北 、沂蒙山
区回到家乡 ，以饱满的革命
热情 ，投入到淮海战役的后
勤保障工作中 ！

忆
海
拾
珠

1960年大舅父杨家合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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