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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子站在窑畔上大声地劝着我。
我抬头往窑畔上一看，只见好几个同
学都在着急地向我摆手，我心里默默
地向同学们说道；放心吧，兄弟姐妹
们，我绝不会给你们丢人现眼的。

我的行为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人
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望着我。目光中
有惊呀、有担忧、也有好奇。凭借着从
小喜欢运动，好锻炼的功底。我用力
将靠在石头上的柴架背了起来，感觉
还成，于是心里有了底。我上半身向
前倾着，稳住脚步沿着上山的小道走
了上去。同学们纷纷上前接应着我，
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大家都在
为我的举动捏着一把汗，走到窑洞门
口我直起身用力向后一推，一百多斤
的柴垛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哎呀，这娃还能行哩！”
“嗯，真是个好后生，不简单！”
“真没想到，你们北京娃里还有

人能背起这么重的柴哩！”
“就你老瞎逞能，这要是把腰扭

了可怎么办啊！”
“哥们儿你真够可以的，跟他叫

什么劲呀！”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大队长

心疼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道：“娃呀，你
们的骨头还没长硬呢，以后咋不敢背
这么重的东西了，要是把腰压坏了，
那麻达可就大啦（那麻烦可就大
了）。”

我望着大队长慈祥的面孔，不由
得想起临来时爸爸嘱托我的话：“到
了生产队以后，同学之间要相互团
结，要和乡亲们搞好关系，要学会照
顾自己，千万不要争强好胜动不动就
逞能啊！”爸爸的嘱托和大家的担忧
都是对的，刚才真要是把腰累伤了，
今后该怎么生活呀！更谈不上日后孝
敬父母了，一切的人生理想都将会化
为泡影，后果不堪设想。我越想越觉
得有几分后怕，同时默默地为自己的
行为感到万幸。

“你带来的这支队伍人不少嘛！
欢迎欢迎！”李自生笑着对李庚忠说，
同时把别在腰里的烟袋锅连同烟荷
包递给了李庚忠。同学们忙着把乡亲
们送来的粮食和土豆、萝卜往窑洞里
面搬，炕上堆着乡亲们送来的红枣和
熟鸡蛋。李队长的婆姨给我们做了黄
米面的油馍馍，香喷喷黏黏地很好
吃，大家有说有笑，那股子高兴劲儿
就像过年似的。

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人，窑洞里挤
不下，男人们索性圪蹴（蹲在）在院子
里拉话。李队长右手拿着烟袋锅，左
手握着烟荷包，慢悠悠地将烟锅伸到
荷包里装着烟。

“庚忠，人来得差不多了，你代表
二队的社员说上两句吧。”

李庚忠听大队长这么一说，腼腆
地对大伙儿说道：“哎呀，俄（我）这个
人没啥文化。平时也不爱说话，不过
今天例外。”

我一看队长有话要说，连忙招呼
同学们围拢过来。

“夜格（昨天晚上）一满黑乎乎
的，大伙儿围在一起光听见说话看不
清面孔。这哈（下）咋是看美啦！姑娘、
小子算是对上号哩。”

“哈哈哈……”李队长的开场白，
逗得大家一阵哄笑。

“没想到啊，咱队长还挺幽默
的。”大明在我耳边小声嘀咕着。

“从今天起你们六个人就是咱眉
毛寺二队的社员了，为了欢迎你们的
到来，大队长和李广玉代表生产队腾
出了自家的窑洞，解决了你们的住宿
问题。考虑到你们刚从城市里来，挑
水、做饭、推碾子、磨面这些活儿你们
没有接触过，恐怕一下子还不能适
应。为这，队上准备从今天开始派一
名社员专门给你们做饭，以后你们只
管参加劳动就行了，生活上的事情全
由队上帮你们解决，你们看咋样？”

李庚忠一口气说完之后，眼神里
流露出一种自信与得意的目光。他满
以为队上精心为我们安排的一切，即
使不能把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也会

迎来热烈的掌声吧。然而，让他没有
想到的是，当他那番热情洋溢的演说
过后，等来的却是我们切切的私语和
低头沉默。

我们这些毛头娃娃刚刚踏入社
会的大门，对于今后将要面临怎样的
生活一无所知，正所谓是“初生牛犊
不怕虎”。面对眼前天上掉下来的“馅
饼”，所表现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着实让几位村干部和在场的乡亲们
感到失望。

片刻的沉默中，我看见李队长脸
上的笑容已然被他那忐忑不安的心
情驱散的无影无踪。面对眼前尴尬的
局面，我急忙和同学们使了个眼色，
顺势说道：“感谢队上的领导替我们
考虑的这么周到，我同意李队长宣布
的的决定。”

“嗯，我也同意队上的决定，我在
家从来都是吃现成的。”

“我和英子一样，我也不会做
饭。”

“哈哈哈……”英子和华子坦白
的话语逗得乡亲们直乐。

“我会熬粥，擀面条。”桂琴自豪
地说着。

“瞧人家城里的女子，多享福啊！
都到了养娃的岁数啦，还不会炒菜做
饭呢！”

“你别看人家女子个子长得大，
人家还是学生娃哩！”

“早就听人家说过，城里的女子
可享福了。”

“城里的女子也上班挣钱哩，男
人在家不干活儿能行哩！”

几个婆姨挤到一堆，小声地议论
着。

“我也同意队上给咱们做..饭，甭
管吃什么，只要别…让我干活儿就
行。”

“呵呵呵……”
长顺说话有点儿口吃，他刚才一

直低头不语，默默地听别人讲话，这
会儿，突然冒出来两句，逗得大家笑
个不停。

“我们来到队上给乡亲们添麻烦
了，队里为我们的生活考虑得这么周
到，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谁还会有
意见呢？”

“啪啪……啪啪……”大明的一

席话引来了大伙儿的一片掌声，李队
长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气氛一下子有
了转机。

“既然你们一致同意队里的决
定，从今天起你们的伙食就由郑孝玉
负责了。咋过来一哈（下），和这些知
青见见面。”李队长边说边站起身向
人堆里一位身材魁梧的汉子招着手。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全都集中在了那
个中年人的身上。只见他中等个头，
三十来岁。胖乎乎的脸上有几颗麻
子，因为他的肤色比较白不细看还真
不显眼。头上戴着一顶褪了色的蓝帽
子，卷了边的帽檐下一双亮晶晶的眼
睛格外有神。身上穿着褪了色的蓝布
棉袄、棉裤，腰里系着粗布腰带，让人
感觉他是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庄稼
汉。

“刚才挑着一担子锅碗瓢盆上山
的就是他。”

“这人挺随和的，刚才还主动和
我说话呢。”

“队上安排俄（我）给你们这些北
京学生做饭，心里很高兴。俄（我）一
定尽力达到你们的满意，请书记和队
长放心。”

“啪啪啪……”郑孝玉朴实而坦
诚的话音刚一落地，立刻响起了一片
掌声。

“不要看他是个男人，论起做饭
的手艺可能行哩！炒菜、摊煎饼、蒸馍
馍、压饸饹这些都会。你们喜欢吃什
么就和他说，他的工分由队上负担。”
大队长说完之后，穆书记接着说道：

“你们这些年轻人，从首都来到延安
地区插队落户，这是一个很有勇气的
选择。城市和农村的生活差异很大，
尤其是咱这偏僻的山村条件就更差
了。你们思想上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要经得住艰苦生活的考验啊！今后你
们有啥困难就提出来，队上会尽力帮
助你们解决的。”

穆书记不愧是在部队上锻炼过
的人，说起话来有板有眼。乡亲们在
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以队干部的行动
为榜样，倾其所有无私无畏地帮助我
们。大队长李自生、李广玉，还有几户
人家，他们为了解决我们的住宿问
题，把自家的窑洞腾出来让给我们
住。自己家的人却要不论辈分、不分

男女老少地挤在一个炕上休息，生活
上极不方便。李庚忠把家里积攒了多
年、一直舍不得烧的木柴拿来给我们
用。更多的乡亲们自发地把家里积攒
的细粮、红枣、油馍馍拿来给我们吃。
面对他们那朴实、善良，热情与豪放
的真情接纳，沉积在同学们心中的那
种失落感，一下子被冲击得荡然无
存，乡亲们的行为唤起了我们对今后
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平安，你是知青的队长，你先表
个态，看看我们哪达（哪里）还有考虑
不到的地方！”穆书记的一句话，把我
从沉思中惊醒。我望着院子里越聚越
多的乡亲们说道：“我们离开北京以
后，沿途的环境和我们在学校动员会
上介绍的情况相差很大，心中不免有
一种失落感。但是自从到了咱村以
后，乡亲们像迎接亲人一样地对待我
们，这种情感是任何物质条件都不能
代替的。今后我们一定要在艰苦的环
境里磨练自己的意志，接受贫下中的
再教育，做一名合格的好社员。”

穆书记听完我的话，笑着对其他
几位同学说道：“哎呀，讲得好讲得
好。咋你们几个也说说吧！”

“今后我们一定要服从队里的安
排，为建设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全部力
量。”

“我…和大明的想法一样，听…
从队长的安排。”

“谢谢乡亲们对我们的关心，给
我们送来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李队长，我们还…没有工具呢！
一会儿怎…么干活儿呀！”

长顺突然冒出来的这句话，一下
子把大家全都逗笑了。

“好，今天先聊到这吧！以后拉话
的机会多着呢。你们这几天一路上很
辛苦，先休息两天，后天吃过午饭在
队部召开社员大会。和全村的乡亲们
见见面，同时让你们了解一哈（下）咱
村的阶级斗争情况。哈（下）面看看大
队长和庚忠还有啥要说的没有？”穆
书记说完以后，把目光投向了两位队
长。

“同意书记的意见，你们先休息
两天，咱们住在一搭（一起）里，以后
有甚（什么）事，随时找俄（我）。”

“俄（我）同意书记和大队长的意
见，一会儿留哈（下）两个婆姨和郑孝
玉一起，先帮这些娃娃们把厨具安顿
好。眼下地里也没有啥活儿，过两天
到集市上把农具买回来，再和他们交
代劳动和分配的事儿。”

书记和队长把事儿安排好以后
起身告辞，我们随在他们的身后一直
送到窑畔边上，目送着乡亲们的身影
渐渐地远去。

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
【三】 情义无价

作者 马平安

【四】 苦中寻乐
郑叔人很勤快，每次下山总是

挑着水桶。回来时顺便挑回一担
水。因为知青灶刚刚成立，许多生
活必需的东西都要配备，他把队里
为知青灶上置办的灶具、案板以及
装粮食用的瓦罐安顿好以后，又忙
着拿起门后那把长柄斧子劈起柴禾
来。看到他屋里屋外忙个不停，我
对他说道：“郑叔，您歇会儿吧，让
我试试。”

“这活儿你们可干不了，万一斧
子砍到脚上那麻达（麻烦）可就大
啦！”

“早晚得过这一关，您干了半天
了，休息会儿吧！”大明边说边从郑
叔手里夺下了斧子。

“可不敢大意了！手要握得紧一
点儿。”

“嗯，您就放心吧。”大明答应
着抡起斧子干了起来。其他同学好
奇地围了上来，刚才看郑叔劈柴时
挺轻松的，这会儿只见大明手里的
斧子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没一会儿
的功夫，额头上就冒出了汗珠。

“你歇一会儿，让我试试。”我
从大明手里接过斧子，模仿着刚才
郑叔的动作，将木柴放在一根横着
的木头上垫着，另一头用左脚踩
着，双手将斧子高高地举过头顶，
对准木柴用力砍下，斧子落在木柴
上震得手掌生疼。我不由得握紧了
斧子把儿，心里默默地想着：看来
要想随心所欲地玩转这把斧子，还
真得好好练些日子呀！

“好啦好啦，咋对了，够这几天
用的就行啦！你们以后有的是机会
练习。”郑叔见我们哥儿仨满头冒汗
的样子心疼地劝着。

“郑叔，还有什么活儿要做吗？”
“有哩，你们的口粮在队上呢，都

是原粮（带皮儿的），需要加工一哈
（下）才能吃。一会儿俄（我）去库房领
上些粮食，下午得去磨一哈（下）。”

华子一听，连忙对郑叔说道：

“我们和您一起去吧!”
“能行！粮食领回来以后，下午

磨上些面，晚饭俄（我）给你们压
饸饹吃。”

“郑叔，什么是饸饹呀?”
“哈哈，俄（我）一猜你们准没

吃过，做出来你们尝一哈（下）就
知道了。”

“我在北京粮店里见过，高粱面
的，紫红色，圆柱形的面条，咋一
看有点儿像粉丝。”

“好吃吗？”
“没吃过。”
“呵呵…”听着英子和华子的对

话，大家不由得笑了。
队上的粮库在村口那座山脚

下，顺着山体走势队里在这儿修建
了几间高大的土窑。靠东边两间是
粮库。粮库西边那间是保管员兼饲
养员的住所。再往西那两间没有门

窗的窑洞，一间是牛圈，另一间饲
养着队上的骡马还有几头毛驴。窑
洞前面那片平坦的空地上，有一个
十米见方用木桩子做成的羊圈。

我们跟在郑叔身后边走边聊，
感觉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的稀奇诱人。

“保管员住的这间窑洞太窄，俄
（我）进去办哈（下）手续，你们在
门口等着！”郑叔说完独自走进了保
管员住的窑洞。

这是一排早年间修建的土窑
洞，窑面上几处凹凸的地方滋生着
一簇簇的野草，门窗经过风吹日晒
雨淋已经变形了。我站在窗前透过
窗户上那块面盆大小的玻璃，只见
残缺的炕席上面摆着一张陈旧的小
炕桌，炕里边卷着一床被褥。保管
员从窗台上拿起一个厚厚的账本放
在了炕桌上，他和郑叔一边交谈，
一边认真地在账本上记着。不多时，

郑叔跟在保管员的身后从窑洞里出
来。

“窑里地方太小，让你们等了。”
保管员歉意地向我们解释着。

他中等个头，腰板挺得笔直。穿
着一身粗布衣裤，头顶上盘着一条旧
毛巾，看样子四十多岁。干瘦的脸上
布满了皱纹，嘴角两边各有一个圆圆
的疤痕。

“来，给你们几个介绍一哈（下），
这是咱队上的保管员兼饲养员老
李。”

“李叔您好。”
“这外面冷得很，看把这些娃娃

冻得。哪天俄（我）把窑洞好好收拾一
哈（下），再请你们来拉话啊！”李叔一
面说，一面摆弄着手里的那串钥匙，
脸上流露出一丝尴尬的表情。一阵微
风飘过，一股强烈的酸碱味和牲畜身
上的气味直扑鼻孔，呛得人喘不过气
来，此时我明白了郑叔刚才没让我们
进屋的真正原因。我望着眼前这位朴
实忠厚的山里人，深感作为一名饲养
员是多么的不容易。 （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