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土地 JI LIN NONG CUN BAO
■电话：0431-88600735 ■责任编辑/邹天韵2020年7月31日 星期五农村版 07

打场
□ 宋今声

过去秋收以后，庄稼进了
场，就陆续打场了。打场的顺
序大致是：“先打葵花后高粱，
荞麦糜子紧跟上。花生脱粒
快入库，芝麻豆类打暖场。苞
米谷子打完后，场院关门粮进
仓。”

打场有“打暖场”“打冻
场”和“打饱场”之分。啥叫

“打暖场”呢？就是不等场院
上冻就开始打场，像仲夏时节
打麦子一样，庄稼拉到场院以
后，倒出功夫，干了紧打，以免
减少损失。如宋代范成大在

《打场》诗里所描绘的那样：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
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
夜连枷到天明。”打暖场好处
很多，一是避免鼠咬虫害，发
霉变质，确保粮食质量；二是
减少牲畜糟蹋；三是天气暖
和，人不遭罪。打暖场虽然有
好处，但是也有“坏处”，就是
由于场院没有冻上，脱谷时场
院地面容易“起暄”，脱粒的粮
食容易被踩压进土里。沙土
混进粮食里，给入库筛选造成
不便。粮食里沙土含量过多，
发生霉变，影响粮食品质，甚
至因为杂质多而卖不上好价
钱。

下雪地冻开始打场，叫

“打冻场”。农村俗语
“ 腊 七 腊 八 ，越 打 越
发”。打冻场先把场院
整平打扫干净，然后在
场院地面上泼上井水冻
成冰。在冻场院上打
场，打出来的粮食极少
含有沙土。谷子必须在
冻场上打，一是脱粒干
净，二是谷草绵软不断，
便于铡碎饲喂牲畜。早
先年在寒冬里打谷子，是农村
冬日清晨里的一道风景线。
有人曾写《打场诗》描写打场
情景：“二马拉三磙，千圈绕一
翁。秋深凉浸夜，谷满穗滋
红。犬吠秸秆碎，人喧灯火
明。扬杴挥扫帚，西北正来
风。”杴（音 xiān ），锨的通假
字，即是扬场用的木锨。人们
踏着黎明，牵着牲口，来到场
院套上磙子以后，赶场人吆喝
着牲口，那拉着石头磙子的骡
马便一圈圈、有节奏地拉着磙
子跑在铺满谷子的场院里。
牲口跑冒汗了，一圈谷子也该
翻场了打二遍了。那时候，早
晨起来都要打几圈场再回家
吃早饭。

“打冻场”也叫“打饱场”，
意为五谷丰登、颗粒归仓。打
场的时不能说“少了、没了、快

了吧、完了吧”等不吉利的
话。更可笑的是，打场的时
候，不准女人进场院，怕女人
的“嘴碎”到场院里啥话都说，
给打场带来晦气。有的地方
把“马兜嘴”挂在场院门上以
示提醒，告诉人们进了场院，
要闭嘴少说话。打完场以后，
不管谁问起哪家打场，无论年
景如何，打场人家都要回答
说：“比头年强，饱场！”记得我
刚下地干活那年冬天，打完一
场黄豆，傍晚时分，大家正在
准备“扛场”入库，一个姑娘刚
要坐在装满黄豆的麻袋堆上
歇息，一个大叔见了，大声说
道：“起来！妇女不许在场院
坐粮食！”那姑娘红着脸急忙
站起身来，吓得她悄悄躲在一
旁。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故事，
觉得十分可笑。

如今农村打场，是农活当
中最省事的事了。打豆谷之
类矮棵作物，选中谁家水泥大
院子，铺场之后，开上小四轮
压上十几个来回儿，打利索
了，起完场，顺风扬场，完事儿
装袋子 ；半天功夫，打完场
了。打苞米更省事，脱粒扬场

“一锅出”。几袋烟的功夫，一
大堆的苞米棒子变成了一大
堆的粮食粒子。紧接着，收粮
车灌包过秤，装车点钱，一年
的收入到手了。今年农业大
丰收，家家户户打饱场。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
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步伐不断加快，农村的新鲜
事儿也将层出不穷。崭新的
取代陈旧的，先进的替代落后
的，永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
流。

一抹鸟鸣

脆响了四月的黄昏

黝黑的泥土

在铁犁下翻滚

裹挟着

肥硕的蚯蚓

小根蒜的种子和

苣荬菜经年的蓄根

父亲撒下一地麦种

就听到了麦苗咯咯的

声音

低矮的烟囱送出了

母亲的呼唤

去年的小麦

总蒸不出足够的白

掺了高粱面的黑馍馍

咧着嘴巴对望

端详的眼神

四
月
的
黄
昏

□
孙
迎
春

一

在老家
我们坐在初春的早晨

一杯一杯品味细碎的光阴

记忆深处的童贞
从农人呼喊的尾音里逃出来

去追赶一段幼稚和不舍

在阳光拖走的故人中
我找到了我的爷爷奶奶
擅长做各式家具的父亲

还有吃过三口井水
养育三个姓氏

十个儿女的母亲

更多熟悉的
或者已经陌生了的人们

和我的亲人一样
在遥远的地方

分别占据各自的位置

他们就像草尖上的露珠
在我的脑海里
一眨一眨的

二

百无聊赖的秋天里
我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去世多年的人
谁也不会知道

我为什么
突然想起了他

想起他的独断专行
想起他的乐观豁达

也想起了他的
幼稚、偏见和智慧

想着他
和我一样

站在残阳里
看着辽阔的远天

一片云追赶着
另一片云
云的那端

就是我的父亲

三

你又一次
袭击了我的梦
模糊的幻影

轻轻抚平我的心湖

多少次祈祷
才又走进记忆深处

岁月的蒿草
难以荒芜

你在我生命中烫金的深情

你用一生的劳碌
把阳光挤成缝隙

穿一串辛酸的故事
我就在你的故事里成长

你用过的物件
你缝制的衣被

还有一些微笑与嗔怪
它们以陈列的方式
表述着世间的风雨

其中的某个细节
长出一些枝枝蔓蔓
裹缚着我的思绪

复活在我们从没到过的地方

我清楚地记得

今天是你的生日
但愿我的思念
生出一双翅膀
飞向那个永远

四

披上春天的颜色
煮一碗故乡的爱

喂给孙儿
咿呀的嘴角

和风知心
藏着玉米的梦想

丛生荒草

民谣的韵脚
牙床上睡觉

梦回童年檐下的燕巢

涉水
爬山
乡音

轻轻掠过
日月的拥抱

许多
生
死
爱

扶起衰老的犁
耕起父亲的泪涕欢笑

捧一把炊烟
融入春天的辣椒苗

雨润童谣

我和土地里的母亲
从乡下回到乡下

岁月里
天地静好

记忆中的人间亲情
□ 王凤立

雨中
□ 海军

细雨落下

微波泛起

涟漪在梦里

思绪，拥堵成记忆

雨巷的尽头

撑着油纸伞的少女

仿佛青春的你

模糊的视线里

看到的你更加清晰

雨，漫无边际

融入大地

流淌出如烟的往事

抬眼望时，雨巷中的

油纸伞已经移出

都移出了，往事记忆

就像那把油纸伞

雨水冲刷过的街面

干干净净的

山间

伫立在山间

晨风掠过

朝阳撒下的金色光芒里

绿树、青草、花朵

都抖擞着抬起头来

浑圆的露滴从叶片上

滑下，无声落地

我喜欢这样的宁静

我的眼里汪着一眼

寂静的泉

泉里涌出的渴望

惊动了草窠的蝉

发出阵阵啼鸣

过河

远处山石间涌出的几股小溪

十几里奔腾到这里

汇聚成一条河

河面七八米

昨夜的一场雨

将木桥冲断

河的对面就是目的地

我童年的村庄

停车涉水过河

对岸有人接应

溪水有些凉

几十年前的这个季节

我淌过这条河

也从此告别了

童年和故乡

似乎找到了儿时的感觉

心里很舒服

感谢昨夜的雨

回望

山脚之下

一抹晚霞映着

缕缕炊烟升腾起的无穷幻化

炊烟之下

草房农家 满院鸡鸭

回望之下

半个世纪的光阴流过

恬静如画

（外三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