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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启东沙地造房砌屋的第一步，先是用铁
锹开挖出三十到五十公分深的墙沟，填上砖屑后，再
仔细夯实平整，接着在上面铺上几层滚脚砖，方才开
始砌墙头，平整墙基离不开打夯。

七十年代前，沙地打夯大多用的是石夯。那石夯
通常高三尺左右，重约三百斤，四周均为一尺二的正
方形状。四角穿有四个孔，每个孔系上大拇指粗的麻
绳，供四个或八个人拉抛石夯之用。两侧对立的腰部
凿有凹槽，用来固定一个略呈弧形的光滑木把儿，供
前后两人扛抬之用。

打夯时，扛抬的两人对面而立，双手一高一低攥
扶住石夯侧旁的木把儿，掌控或进或退、时左时右的
方向，另几人则听令提拉夯绳，一紧一松，拽动石夯起
起落落，来来回回压整墙沟。平房的墙沟一般为五六
十公分阔度，须左夯、右夯，最后中间打三道夯，反复
多次，一直到整平夯实。而要把墙基夯得平整坚实，使
石夯平稳起落是个关键。为此，扶把儿中的一位，担当
起了领夯的角色，用类似号子的夯歌，协调大家的动
作。

夯头往往是这样起调的：“抬得高啊，夯得牢呀。
咚声起呀，好运来啊。天也惊啊，地也摇呀。人心齐呀，
财神笑啊。狗赶鸭子刮刮叫呀，癞蛤蟆变成金元宝
啊！”一人领唱，众人嗨嗨哟哟跟着附和，唱词实诚，曲
调铿锵，合辙押韵，节奏鲜明，声音时高时低，抑扬顿
挫，释放出沙地打夯汉子特有的那一种粗犷、豪放且
带有几分狂野的真性情，尽显原生态乡土音乐的特有
魅力。

夯头乍一听只是简洁地吼喊几嗓子，事实上并非
谁都能够胜任。其首先要求领夯的是打夯的一把好
手，在众人中有一定的范儿和号召力。其次呢，得有
一副震撼三条泯沟四条港的好嗓子，吼唱的夯歌入
调动听。此外，还得有一定即兴编词的创作能力。
因为在夯歌的吼唱格调与形式上，都是夯头一人领
唱众人和。譬如当夯头领唱“抬得高啊”这一句
时，众人一边应和“哎咳唷啊！”一边猛拉夯绳，在
身腰一仰一躬的节奏中，把石夯抬离地面一尺以
上，然后猛一甩手，让石夯重重地砸进墙基，“咚”
的一声，震得脚下一阵颤栗，墙基随即下蹾寸许。这种
一言出口、抓人心魄的魅力，没有上述三个要素作底
气，是断然不会有的。

再说这夯歌虽近乎顺口溜儿，土得掉渣，却也有
丰富的内涵。首句“抬得高啊”，既是提示，又含鼓励加
油之意。两三百斤重的石夯，死沉死沉的，抬起时两边
的把手主要负责撑“龙头”，全靠四根绳发力。四个拽
绳的要是集体偷懒不出力，石夯就抬不高，活计不
朝前；要是个别人耍奸不给力，石夯就摆不平，势
必影响打夯的质量。深知“小菜在橱里，生活在手
里”的夯头，一方面开门见山，一方面又委婉地要
求大伙儿齐心出力，同时含蓄地告诫众人“人心齐，财
神笑”的道理，将出工出力与劳动所得捆绑挂钩，以此
促进大家在打夯时的默契，这比指鼻子指脸喝驴骂槽
的效果无疑好多了。

打夯是个重劳力营生，许多夯歌都是在劳动中自
然产生的。老一辈人说，要是闷头打夯，会憋伤身子，
非得吼喊几声不可。尤其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
下，更得大声吼唱几腔，方能缓解重负，活血提气。这
时候，夯歌一般都是简练短促，一二字组合，三四字一
句，朗朗上口，短而有力，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大，节奏
性也就愈强。有的夯歌还大量运用衬词，甚至全由虚
词构成，十分激昂奋发，好似催征的鼓点，直抵人心。
如在大冬天里，打夯的人必得卸掉棉衣厚裤，寒气直
往身骨里钻，头上却累得出汗，口里吐着白雾般的热
气，时间长了受寒受冻，容易伤身。这时候，有经验的
夯头就会现编现唱道：“卸了衣啊，冷气侵哩。打起夯
呀，热汗滚啊。打夯小子，英雄汉啊。迎着严寒，吼几声
哩。哪怕喉咙筋呀，喊来像苷豆藤啊。一提绳呀，力千
斤啊。一声吼呀，喝退西北风啊。越冷越要加紧夯呀，
不打顿哩，越夯越结棍啊！”大伙听了，受到激励，应声
越发响亮。喊得越响，越觉得心里火热，拉绳不费劲
儿，那夯便越打越坚实。

许多领夯的佼佼者，虽说没多少文化，但一般都
有熟读《三国》《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小
说的底蕴，或是有着常看影戏、听评弹说唱的爱好，耳
濡目染，能将一些历史典故、民间传说，或是民情风俗
信手拈来，为我所用。诸如刘备桃园三结义、诸葛亮草
船借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拳打西门庆……说
古道今，津津有味，颇为引人。还有的经年累月，练就
了想啥说啥、见啥唱啥、即兴随意、现编现卖的功夫。
如见着有大姑娘小媳妇对夯歌产生兴趣，领夯者编唱
道：“不会种田轧大帮，不懂撑船望四方，若要学得夯
歌调，跟我拉夯吭三吭。”在夯歌的激励下，还真有些
泼辣的女子，衣袖一撸，扯起绳子拉起夯来。这时候，
场上的气氛往往达到高潮，大伙儿打夯越打越得劲，
应验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句话儿。

石夯起落墙基平，夯歌飞扬人间情。
启东夯歌自成一脉，颇为丰富多彩。其中或歌颂

启东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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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球

补镬子——硬揿

这是一句以补镬子为喻体的歇后语。
“镬”，启东话读“huo”，“镬子”即锅子。现在，家家

户户用的、超市里卖的镬子的品种很多，材质也各种
各样。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每家每户用的，基本
上都是铸铁锅子。规格有一尺六、一尺八、二尺二的，
也有二尺四、二尺八，甚至还有三尺二的。但二尺八以
上的镬子，基本上都是单位饭堂用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镬子价钱不贵，一般一元
一角，二尺八的镬子卖一元八角。然而那个年代，农民
一天的收入只有几毛钱，既要养家糊口，又要让孩子
上学念书，还要平日省吃俭用，好积攒点钱砌房子、张
罗儿女结婚等。记得1968年在启东中学读高中时，父
母每周只给我五角钱生活费，平均每天不到一角。所
以，家里一旦有什么东西坏了，能修修补补再用的，绝
不会买新的，自然就少不了补镬子这行当。

1967年暑假，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补镬子，也是最
后一次看到补镬子。

为我家补镬子的师傅，叫顾志乔，住我家附近，说
起来还是远亲。听父母讲，他补镬子这手艺，已有二十
多年历史，不但活干得漂亮，手脚麻利，收费也便宜。
一般补一个钉三五分钱，超过三个补钉，能更便宜点。

顾师傅一来，边跟父母打招呼，边放下担子，支起
火炉，配上风箱。在箩筐里拿出铁条做成的三角形支
架。先将要补的那只镬子的镬锈铲干净，并用铁刷子
将镬子破洞周围、里里外外都擦拭干净，搁在支架上
待补。接着，从箩筐里拿出几团事先捏好的稻草团，放
进火炉里，点上火，拉起风箱，使火焰更旺。然后从风
箱上层盒子里，取出一点煤屑，往正燃烧的稻草团上
撒。等煤屑着了，就拿几块又黑又亮的煤块，放到炉子
里。边放边向我们炫耀:“这是好煤，容易着火，但价格
也蛮高，托人开后门才买到一点。”只几分钟时间，炉
子点旺了。

炉子点旺后，顾师傅一只手拉风箱，另一只手将
一盏像老式酒杯那么大的耐火钵置于煤炉中间。这小
钵子通体红褐色，小巧玲珑。我问:“这钵子是现成的
吗？”“哪里，是自家做的。”顾师傅边答边将一小块旧
铁放入钵子内。我好奇地问：“这耐火钵你都能自已
做？”“这钵是我用上等陶土，掺和水后，用手反复揉捏
几十遍，然后像捏面皮那样，将边子渐渐收拢，才做成
这像酒杯一样的钵子。然后放炉火上烤成型。”说着，
他拿起一只手指甲那么大的小调羹，向我晃了晃说:

“这也是我用陶土自己做的。”我顿时赞不绝口：“娘
舅，你文化不高，手倒蛮巧！”我平日跟着表弟也这样
称呼他。“旧社会家里穷，不学点手艺怎么行。”

没过多久，钵子里废铁熔化了，像烧开的黄里透
红的玉米粞粥。这时，他风箱不拉了，两只脚有意分
开。事后才知道，他是为防火红的铁液溅到身上烫伤。
然后，他伸开左手掌，掌心里摊了两层旧布，布上再
撒上一层厚厚的草木灰，另一只手将草木灰抹平，
再用大拇指在灰上摁个小凹荡。右手用火钳将小调
羹夹住，从钵子里舀出一调羹熔化了的铁液，轻轻
倒入凹荡中。这时，我恍然大悟，因为有了这凹
荡，熔液便不会乱滚，也就不容易烫到手。然后，
顾师傅将灰上的铁熔液对准镬子的破洞口往上按。
另一只手快速拿起事先用老旧土布卷成的像婴儿手
臂那么粗的布棒，对着从破洞中将要溢出的铁熔
液，使劲压下去。而原先托铁熔液的那只手，也使
劲往上顶住。只听“嗤”一声，布棒青烟直冒。顾
师傅告诉我们，之所以将铁熔液上到破洞口时，下
面那只手要用劲往上顶，上面那只手拼命往下摁住，
就是为了让这铁液与原先的镬子紧密吻合，使其表面
光滑平整。等铁液完全冷却后，顾师傅叫我母亲在新
补的镬子里放些水，看看是否渗水。

母亲拿着新补的镬子，对着太阳光看了看，又摸
了摸补钉，从脸上看得出，母亲对顾师傅的手艺非常
满意。

我问师傅：“今天你补的这只镬子，破洞很小，只
有黄豆那么大，好补。如果破洞大一点，比如有手掌心
那么大，你也能补？”他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

“当然也可以补啰。”“大洞怎么补？”他笑笑说：“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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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少时学雷锋
樊惠彬

雷锋事迹满城乡，
队日歌声遍野扬。
勤俭八方收废品，
助人四季扫孤房。
无私互爱评先进，
拾物交公受表彰。
点滴细微淋雨露，
风清气正百花香。

春回大地
陈樊

春风送暖万物苏，
回首风霜与困苦。
大江滚滚东流水，
地藏潜力绘新图。

启东市融媒体中心地址：启东市汇龙镇港西路469号 邮政编码：226200 联系电话：办公室83128810、总编室80795110、采访部80795112、报纸编辑部80795125、新媒体编辑部80795113、产业经营部80795127

好书推荐

《太空的见证》刘思扬主编，新华社卫星新闻
实验室编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是新华社卫星新闻实验室编著的一部图
文书。乍一看书的封面，太空、卫星，还以为与宇宙
航天有关、与太空探索有关、与航天员生活有关。
但细读此书，却令人大感意外。原来，这是一本讲
述精准扶贫的书，这是一本聚焦三区三州翻天覆
地的书，这是一本忠实记录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强国梦征途中脚踏实地摄人心魄改天
换地的大地史诗，堪称《60万米高空看中国》的姊
妹篇。

《我的喜马拉雅》石钟山著，花城出版社
该作品时间跨度大，围绕两个家庭三代人的

故事，塑造了以顾红旗、杨明业、冷妮、王秀丽、顾
藏光、杨三康、杨戍边等为代表的三代军人形象，
展现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可歌可泣的非凡经历，
用时间链条和三代军人不同时期的成长、奋斗轨
迹，勾勒出西藏和平解放70年的历史和发展轮廓。
他们代表了不同时期解放军军人成长与奋斗的典
型人物形象，他们的家庭、情感、奉献、牺牲，浓缩
和彰显了西藏发展、建设70年的壮阔历史画卷。

《逐梦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路（青少年图文
版）》兰宁远著，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这部作品围绕着载人航天工程历史性的突破
和重大跨越，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
研制和发展历程，这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和科学
性高度融合的优秀作品。

《独一无二——诞生在中国独生子女时代》陈
丹燕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海峡书局

这个题材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书中三大部
分结合在一起，让《独一无二》成为一个非常完整
的、对独生子女这三四十年的记录，这是富有文学
性的记录，也是充满作家激情的记录。这本书，这
个题材，在我所阅读的作品当中，也是独一无二
的。这本书中讲述了很多独生子女的故事，展现了
独生子女正面向上的一面，但这本书的意义绝不
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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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

“春”来了
三年了，习惯了，走过来了，也回不去了。清楚地

记得三年前的武汉，也差点亲身经历了去年的上海。
这三年好像说来话长，又好像只是一晃，好像让我们
的生活雪上加霜，又好像我们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这好像就是生活的真相，就是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三年前疫情说来就来，毫
无征兆，三年后政策说放就放，措手不及。但你只要还
能见到明早的太阳，黎明前的黑暗就算长一点也无
妨。

看到车站的二维码被揭下，行程码被下架，心里
居然还有一丝不舍。因为这里面也是我们过去三年的
生活，为了见谁去过哪里，为了去哪坐过哪趟车，和谁
在一起……这被撤下的二维码里一定有你我的痕迹，
往后就被统统存进记忆里。十年、二十年后再想起，你
心里一定也不会有半分不平。

当夜幕降临，路灯下的影子或许会让你想起某个
排队的场景，张口测核酸的瞬间，你也不会再有什么
怨气，原来这也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段经历，旷古绝今。
是不幸也是大幸，因为只有痛苦的经历才能让人学会
珍惜，隔离过后才知自由可贵，失去之后方知岁月不
可追，康复以后当知健康不可没。只是以后你要学会
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再也没人关心你之前去过哪里，
吃过什么东西，做过什么事情，行程码已完成了他的
使命，功成身退，接下来的路将由自身免疫与你并肩
而行，天南地北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最终你能依靠
的只能是你自己。这和我们的人生何其相近，这个寒
冷的冬天，有些路你终要独自前行……

眼下寒意四起，早晚柳暗花明，始于近除夕，止当
大约在冬季。待春暖花开，愿你我都在，五湖四海安营
扎寨。

大难度。”他弯腰从盒子里取出一只夹子，边做示范动
作，边说：“先裁剪一块同镬子破洞差不多形状的废铁
块，用这夹针夹住，然后沿着补铁的四周，逐个打上补
钉，每个补钉之间也不能有一丁点缝隙。最后用铁砂
皮，将补的地方打打光滑就可以了。”

母亲手里拿着一张两角的钞票，想递给顾师傅。
他笑着说:“阿姊，这点小事，还跟我谈钱，不当我自家
人啦。”说着，他挑上担子笑哈哈地走了。

此后，我再也没见过补镬子这行当。渐渐地，补镬
子失传了，但“补镬子——硬揿”这句歇后语流传至
今。因补镬子时，左手使劲往上顶住，右手拿着布棒用
劲往下按压，沙地人称使劲按压为“硬揿”，形容处理
事情时，不是通过做思想工作让人心服口服，而是靠
压制，致使矛盾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有一次，一个朋友同我讲，他的外孙是大学生，
已30多岁了，就是不肯谈对象结婚，爹娘急得不得
了，就托人帮孩子找了个对象，小姑娘和她的父母
都同意，可小伙子就是不肯结婚。我马上对他说，
结婚是件大事，要两厢情愿，千万不能学补镬子，强
扭的瓜不甜。

赞美，或逗乐传情，或益智励志，或诙谐打趣。有对江
风海韵的情感抒怀，也有对乡俗乡情的传递调侃，更
有一些机敏过人的夯头，善于编排一些恭贺祝福的夯
歌，以博得东家的欢喜。如有夯歌这样唱道：“调转头
哩，夯中墙啊。夯实了啊，好上梁呀。上好梁啊，建好房
呀。老本家哩，娶新娘啊。不忘捧把稻柴根呀，对着里
床来啊。明年子呀，生个大白郎啊！”还有的夯歌为了
讨巧，直接点赞主人家热情、大方和待人客气，酒食丰
盛的。如：“我说老本家哩，热情又好客啊。顿顿老白酒
哩，吃到高粱烧啊。一台子鸡和鸭哩，青鱼尾巴碗头翘
啊。还有肉心馒头，云片糕啊。加上糯米团圆，又白又
糯得脱牙齿两三只。撒上赛雪白糖，甜到心坎上啊。唱
只夯歌，作回报哩。祝福老东家哩，日子红火，步步高
啊！”瞧，这哪里仅仅是打工，分明是和睦的沟通交流，
真诚的祈祷祝福啊。

至七十年代末，世事变迁，沙地的石夯逐渐被铁
夯、木夯替代，甚至被电动的机夯完全淘汰，最终淡出
了人们的视线。但是，那一首首凝聚了沙地汉子质朴
和敦厚、智慧与豪爽、充满了力量的夯歌，仍一直萦绕
在我的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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