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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

老宅后院的墙外有一大片高
岗，比村里其他地方地势高许
多，早些年，这里曾经大量栽种
地瓜。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父亲
从城镇中学被下放到附近的村校
教书，全家也跟随过来。父亲依
旧保留城镇户口，吃国家供应粮，
母亲和我们都成了农业户口，吃
生产队口粮。

起初，我们租住在一个老宅
里，前后院落都很大。后院的土
墙外边是生产队的土地，地势明
显高于院落，属于沙土地，适合种
地瓜。那年的春天，全家搬到村
里后，生产队就分给了八条垄的
地瓜地。

春天，正是村里栽种地瓜的
季节。种地瓜要将整个地瓜放在
热炕上，用沙土埋起来，让它们在
热炕上发芽，每个地瓜从芽子处
长出地瓜秧，长到大约二十公分
左右高的时候用力拔出。在地垄
间距二十公分左右的地方刨出一
个个小坑，栽种地瓜之前放些水，
将地瓜秧的根部弯曲放入泥水
中，然后培土，地瓜秧就会在水坑
的湿润下慢慢长大。

几场春雨过后，地瓜秧就开
始“支楞”起来，在微风中摇曳。
一些地瓜秧相继出现紫红色或紫
黑色，在阳光下闪烁，有的开始伸
展腰身，有的开始在地上爬蔓，原
来露出土壤的一些地方，渐渐地
被地瓜秧铺盖得严严实实。

夏天雨水勤，地里的地瓜秧
就更加厚实了，有的伸“胳膊”，有
的“练腿”，横七竖八，也分不清哪
根垄是哪根垄了，哪棵地瓜秧是
哪个垄上生长的了，就连人们走
的地头和小路边上，也被地瓜秧
占据，走路时只好绕开。

地瓜秧长得实在太密实了，
叶子厚厚的。我就割下一些喂兔
子，或是喂猪喂鸡，这些家畜、家
禽都特别喜欢吃。

秋风来了，天气凉爽了。拨
开厚厚的地瓜秧，忽然发现有的

地瓜垄被地瓜涨开一道道裂纹。
透过裂纹，有的地方还能看到红
红的地瓜，真是让人喜出望外。

起地瓜的时候，先用镰刀把
地瓜秧割下来，堆放在一边或者
地头，这时，人们就会发现，春天
时平平整整的地垄，被地瓜挤得
变了形。

起地瓜也很累人，几乎全家
老少齐上阵，大人举起镐头，孩子
跟在后面捡地瓜。大人不停地
刨，孩子不停地捡。

起地瓜虽然很辛苦，但是当
看到镐头下去，地里出现了红红
的地瓜时，心里就乐开了花，总有
一种成就感，那是辛勤劳作换来
的成果啊。

当初栽种的地瓜秧长势不
同，收获的地瓜也不同。有的一
棵地瓜秧结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地
瓜，有的还跨到别的地垄。可有
的地瓜秧结下的地瓜并不多，一
镐头下去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起地瓜时，由于家里人手有
限，体力透支，到最后的节骨眼
儿，已经人困马乏，实在累得不行
了，就只能勉强把地瓜收了回去，
就算完事。

表面上看，这片地瓜地收拾
得干干净净，其实再认真寻找一
遍，地里还会有遗漏的地瓜。

起过地瓜后，再次翻动地瓜
地，老家人俗称“溜地瓜”。

“溜地瓜”是孩子的事，大人
很少参与。从小学，到中学，每年

“溜地瓜”都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
乐、最幸福的活动。“溜”出来的地
瓜，属于孩子的“私有财产”，可以
自由分配，在街市上卖出的收入
属于零花钱，这就是“溜地瓜”的
动力。

第一次“溜地瓜”，是小学五
年级那年。一个休息日的上午，
我和几个小伙伴挎上柳筐，拿上
铁锨，兴致勃勃地来到高岗上的
地瓜地，漫无边际地开始“溜地
瓜”。

“溜地瓜”全凭运气。只有当

铁锨下去，扬起土来，才能发现哪
个地方有遗漏的地瓜。

有时连续几铁锨下去，都是
空空如也，白费力气；有时刚刚踩
下铁锨，只听“咔滋”一声，马上意
识到脚下有“货”。一根地瓜被拦
腰切断，冒出白浆，赶紧弯腰拾
起，收入柳筐中。

有了“收获”，心情就变得爽
朗起来，劲头也更足了。

地里遗漏的地瓜虽然不是很
多，但是大半天时间也能装满一
柳筐。

肚子饿了，满载而归。
几天时间，屋里的空地上就

堆满了“溜”出来的地瓜。“溜”出
来的地瓜，不同于自家地里起出
来的地瓜那样“溜光水滑”，整
根的很少，多数地瓜都是“残缺
不 全 ”，大 的 不 多 ，小 的 占 多
数，卖的价钱自然要比好地瓜
价格低。

几天时间，处理掉这些“溜”
出来的地瓜，卖了零零碎碎不到
十元钱，收获也算可观。

高中毕业那年，年龄稍大了
一些，“溜地瓜”的经验也随之丰
富了许多。

还是在那片地瓜地上，有时
逐个地瓜垄“溜”，有时在人家地
瓜地上翻动不多的地方用力，十
几天的工夫，“溜”出了五十多斤
地瓜，总共卖了十八元钱。

母亲知晓后不住地夸奖，认
为儿子长大了，有“出息”了。看
到街上流行淡黄色翻毛皮鞋，母
亲就让我赶紧去供销社买回一
双，“犒劳犒劳”自己。崭新的翻
毛皮鞋穿在脚上，显得特别精
神，随后，我用剩下的钱，又给哥
哥买了一双同样款式的翻毛皮
鞋。

离开老家许多年了，“溜地
瓜”早已成为一段往事。每当看
见市场上一堆堆红红的地瓜时，
还是会让我不时地想起家乡的老
宅，想起老宅后院高岗上的那片
地瓜地……

“溜”地瓜
□ 闫英学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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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靖宇山

浮现从前景象

那些滴血的日记

在密林深处绽放

孕育着燎原烈火

积蓄着涅槃的力量

一页一页信仰

如赤色之石

筑成民族的脊梁

一行一行誓言

像抗联的火种

将浴血征程点亮

红色基因

在白山黑水传扬

理想之魂

让奋斗者步履铿锵

将军队伍战斗的地方

刀光映着血泪

拼杀出一条光明之路

铿锵之声久久回响

将军从苍松翠柏间站起

我看见他高大的形象

那斑驳低矮的秘营

藏满了一幕幕悲壮

如今冲锋号依旧激昂

好像新航程的翅膀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坚定了追梦者的信仰

靖宇山怀想
□ 李景辉

秋天里的五谷

严严地包裹着村庄

玉米是大地的主色调

沉稳 和蔼 且柔和

在农民喜悦的目光中

圆了一年的梦想

高粱是一束束火焰

热烈 伟岸

又有力量

插在欢腾的大地上

映红了农民

一张张

喜悦的脸庞

向日葵的微笑

朴实 迷人

还很灿烂

在农民辛勤的汗水里

饱满的果实

散发着沁人的芬芳

丰收赞歌
□ 李弘恩

秋的热
高昂地进行着
炙热的土地上
一波一波的
在雨中褪去
雨后又继续
生长结束

成熟了生命的果实
这是季节的使命

山间小路
秋色里延伸
蜂蝶飞舞

一群又一群
微风里啜着露珠

吻着花香
蜜的香甜

和蝉蜕后的模样

梦里的天堂
小溪流淌

欢畅在秋韵里
浪花被太阳带起飞翔
岁月和过往一起走过

成熟的秋
灼人的热烈和奔放

留给生命
也留给

属于我们的季节

秋思

秋的叶
黄了山里

走着
秋天陪着

还有许多赏秋的人
走在秋色里

溪水静静流淌
带着岁月涌动

从不回头
浪花也无言
溅起、落下

扑入落叶和杂草中就
不见了

没有多余的话
叶子黄了

秋天成熟了
岁月走了

生命的过往
也藏在了秋色里
只有秋思在心里
秋思里走着你
走着我自己

秋天的思绪
□ 李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