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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洪军

用土和成泥脱坯，在我的家乡茌平
区博平镇已有多年的历史。物质匮乏
的年代，人们习惯用土坯垒墙盖房，家
家户户还会用土坯打火炕。

脱坯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并
不复杂。20世纪50年代末，每到春季
天气变暖，人们就把脱坯用的土拉到生
产队轧庄稼的场院里，场院既平整又宽
阔。到农历三月份，多数时间晴空万
里，再加上空气干燥，正是脱坯的大好
时节。

那时我家每年要打两个新火坑，有
时也打三个。首先，爷爷用地排车把土
运到场院里，土备完后把它们整理成一
个大约七十厘米高的圆形土堆，有时也
堆成长方形或方形的。顶上呈“凹”字
形状，像个脸盆似的，用来储水。土堆
堆成后，爷爷就用木杠子把土堆周边砸
几遍，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渗水。然后爷
爷就从坑里或井里挑来水倒在土堆上，
一直到水满为止，我们家乡人称之为

“洇泥窝”。爷爷接连几天都要挑水续
水，三四天后，顶上的水渗到底部后，就
说明土洇好了，可以脱坯了。洇过的
土，脱出来的坯不裂而且坚固。

泥窝洇好后，就找个晴天开始脱
坯。当时我父亲在水利部门工作，比较
忙，脱坯的活就落在爷爷、奶奶和母亲
身上。爷爷一早用头把泥和好，然后
和母亲用布兜兜着把泥倒进坯模具
里。奶奶生前精明能干、手脚利索，是

掌模的好手。脱坯的模子大多是用枣
木板做成的，坯长约 55 厘米、宽 35 厘
米，厚度根据坯的用途而定。如盖房
用，坯厚大约10厘米，打火炕用的坯一
般 7 厘米厚，坯薄一点儿利于火炕导
热。

脱坯开始后，奶奶一手拿着泥板，
仔细地把泥抹平后，再用一个木把槌
子，顺着坯模内径轻轻敲打两遍，然后
两手提起坯模两端的提绳，用劲一提，
一块土坯就做成了。就这样一块接一
块地反复脱，一块块土坯就整齐美观地
排列在地面上。爷爷他们干活，我有时
在旁边玩耍，有时折几根柳条，插在刚
脱出的坯上，它们就像盆景里的花树一
样，漂亮极了。记得爷爷他们每次脱坯
都要干一整天，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
腰酸腿疼。

坯脱出来后，要及时根据坯的干凝
程度，把坯小心地平掀起来，两块坯一
横一竖，排成丁字形，这样便于通风晾
晒。几天后坯干好了，再把坯一层层排
放成垛，每层底部都垫上秫秸。坯干透
后，如果盖房用，主家就会叫上十几个
乡邻，大家有运坯的、有垒墙的，配合默
契，三间屋的墙一天就能垒完。

我家曾两次用坯盖房，但最多的是
打火炕用。每年麦收后，我们村几乎家
家都换新炕，旧炕拆除后用木榔头砸成
炕土交给生产队为玉米和谷子上肥。
火炕经过一年的熏烤，土坯被烧得像琉
璃渣一样乌黑发亮，砸的时候有时呛得
人喘不上气来。据说这种被火熏烤的

土坯含硝成分高，是很好的有机肥料，
上到庄稼地里，庄稼就会茎粗叶茂，长
势旺盛。有些种旱烟的人，特意用炕土
上烟，旱烟叶长得又大又厚，吸起来特
别有劲。

后来我长大了，承担起脱坯这种单
调而繁重的活计。然而，我不再像爷爷
那样先“洇泥窝”再脱坯了，而是趁着好
天气直接和泥脱坯，为防止坯裂，我在
泥中撒上一层麦秸，就像在混凝土中放

置钢筋一样，效果非常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人们的生活和居住
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泥土
脱坯这种笨活儿渐渐地退出历史舞
台，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
用，在人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
记。那些远去的脱坯往事经常在我
脑海中浮现，不时唤起我对故土的眷
恋与不舍……

脱坯 摘自《博平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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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杰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开学第一天，
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张临海老师，披一
身金色阳光，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
牌自行车，驶入我们的校园——茌平
县孙桥乡丁楼小学（现茌平区杜郎口镇
丁楼村小学），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和全科
老师。

张老师那年 21 岁，身材如白杨般
挺拔，脸庞似蓬勃的朝阳，骑着锃光瓦
亮的自行车，如一位英姿飒爽的将军驾
驭着宝马良驹，从红日处飞驰而来，那
青春无敌的光芒，一下子把我们那破旧
不堪的小学校园照亮。

张老师是来我们村任教的第一位
师范生，村里人尊敬他，学校里的民办
老师爱护他。他在家中也是宝贝得很，
上面几个姐姐，眼看弟弟要上班了，便
凑钱给他买了这辆崭新的自行车。当
时，整个村子也找不出几辆全新的自行
车，家中能有辆不知辗转几手买的破旧
自行车就算不错了。可想而知，张老师

有多爱惜这辆自行车。他在
车座下面塞了一块干净的绒
布，一有空就仔细擦拭，从铃
铛到轮圈都保持一尘不染。

我们这帮围观的孩子，不

敢摸不敢动，眼馋手痒得不行，做梦都
想骑上它在操场上遛一圈。

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一场数
学小测验让我们美梦成真了。那天的
数学考试，十多个同学得了满分，张老
师乐得合不拢嘴，却两手一摊，做为难
状：怎么办呢？我的黑皮包腹内空空
了，该发什么礼物奖励你们呢？

这黑皮包是张老师回家时自行车
上的标配，方方正正，大肚能容。每到
周末，张老师把肚子瘪瘪的黑皮包挂在
车把上，伴着余晖赶回五公里外的家。
周一清晨，随着校门外一串清脆的车铃
声，张老师披一身朝霞飞驰进校园，车
把上的黑皮包鼓鼓的。里面有他母亲
为他准备的馒头、包子、咸菜等饭食，还
有他的姐姐们回娘家时带的零食，他母
亲舍不得吃，往往攒到周末让他带到学
校里慢慢吃。殊不知他把这些零食当
成了奖品，零零散散地发给了同学们。
学习进步的、积极回答问题的、拾金不
昧的、乐于助人的……这些需要表扬的
同学都有机会去他办公室领奖。他会
变戏法似的从黑皮包里摸出一粒糖、一
块饼干、一把花生、一个苹果等零食，也
有时是一块油饼或一个鸡蛋。对当时
常吃窝窝头的学生而言，那个黑皮包里
装着太多的诱惑与惊喜。可现在，它空

空如也了，咋办？
这时考了满分的虎子大着胆子举

手说：“老师，我不要别的礼物，想骑着
您的新车子在操场转一圈行吗？”张老
师故意皱起了好看的眉毛，一副下了好
大决心才忍痛割爱的模样，下令——以
后谁考满分、谁做好人好事，课间去操
场骑自行车一圈。班里欢呼声一片。

从此，张老师那辆心爱的自行车变
成了我们课间的玩伴。我们个子矮小，
又多是刚开始学骑自行车，有的从车子
大梁下弯一条腿拐着骑，有的跨在车子
大梁上左扭右晃着骑，有的坐在车座上
用脚尖勾着脚蹬子骑。有胆子特小的
同学不敢上自行车，张老师就扶着车后
座跟着跑，练过几圈，不知不觉就会骑
了。只是可怜了这锃光瓦亮的自行车，
难免被我们磕磕碰碰，弄得灰头
土脸，有时车把也被摔得歪歪扭
扭。张老师掰正车把的动作太
帅了，两腿夹住前车轮，两手握住
车把，找准方向，左右一
扭，说声没事了，
又把车子交给了
我们，一副毫
不在乎的样
子。

若干年

后，已参加工作的我，在回老家的路上，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迎面而来，我心头
一热，激动地喊“张老师！”他的背微驼
了，两鬓已有了银丝，还骑着那辆我数
次梦到过的自行车。我忍不住抚摸着
被岁月磨得光滑的车把，感受着时光
深处的亲切和温暖。此时已是小学联
合校校长的张老师感慨地说，好多人
说我这车子该换掉了，我一直舍不得，
这可是我刚上班时的宝贝家当，多少
双小手把着它学会了骑车子，一路走
来孩子们的那些笑声啊，忘不了、舍不
得……

一瞬间，热泪涌满我的眼眶，我多
想拥抱一下这辆沧桑又让人感觉温暖
的自行车，如同深情拥抱张老师为一届
又一届孩子付出的青春。

张老师的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