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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时节到了! 热情的南风吹拂着欢

笑的麦浪" 起起伏伏地滚向远方#$小麦

正在灌浆% 老村长组织十来位&庄稼筋'"对

全村各家各户的小麦进行估产% 他们来到

地里 "有人说 "要搁过去 "现在正是吃 &碾

转'的时候% 吕布(真名李布"人称吕布)说"

我昨天刚碾十来斤&碾转'"欢迎大家到我

家去吃&碾转'% 很多人就笑"吕布牙口好"

还能吃&碾转'"我们几个牙都掉光了"想吃

也吃不成了% 吕布问我" 多长时间没吃过

&碾转'了*我想了想说"几十年了吧!于是"

吕布就郑重邀请我到他家去吃&碾转'!

这十来位&庄稼筋'"在黄土地上摸爬

滚打大半辈子" 对小麦的脾气摸得一清二

楚"只要在麦地里瞅瞅看看"只要揉把麦籽

撂撂掂掂"立马就能说出这块地的亩产量"

一般不会错上七八斤! 他们在黄村周围麦

地里转悠一上午"估出一个&香喷喷'的消

息+++最高人家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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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最低人家亩

产
:17

斤! 吕布说"大跃进的时候"咱村最

高亩产
:9

多斤"最低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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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今昔相差

十来倍! 村民们喜不自禁! 黄村里喷着香,

飘着甜,溢着喜,流着乐##

下晌了"我随吕布走进他的家% 吕布嫂

子说"来来来"一会儿尝尝希罕物% 我说"好

好好"尝尝希罕物%

在农村"只要讲起吃&碾转'"老人们都

会想到那些灾荒年% 在农民的生活词典里"

有一个词语叫&青黄不接'"意思是说"小麦

成熟前的一段时间"去年的陈粮已经吃完"

今年的新粮还没有下来" 很多人家就断炊

饿肚子% 尤其灾荒年" 饿着人的事经常发

生% 这段时间"就是&青黄不接'的饥饿时

节%无奈之际"农民们只好吃&碾转'%其实"

农民们是不愿吃&碾转'的% 你想想"经过大

半年的汗水浇灌"一地麦子眼看就要成熟"

那是一年的希望啊" 如果把青麦穗子提前

捋下来吃了&碾转'"多可惜呀- 再说"今年

吃了"明年吃啥哩* 明年不还是照样断炊饿

肚子吗- 但是"没有办法"贫穷的农民也只

好寅吃卯粮"过一天讲一天吧%

吕布沉思了一会儿" 讲了一个那年春

天的故事% 大跃进如火如荼"大食堂却截了

伙% 人要活下去"总要吃饭吧% 地里能吃的

青草吃光了"树上能吃的树皮剥光了"还吃

什么呢"很多人得了浮肿病% 这时"小满时

节到了"小麦正灌浆% 虽然生产队里为防人

们捋麦吃&碾转'"派人日夜值守"但一到天

黑"男女老少都不约而同下地去捋麦% 即使

白天值守的人" 也要去捋麦% 谁不捋麦做

&碾转'"谁就瞪眼饿着% 吕布说"那时他正

上初中一年级" 星期天就和王铁一起
!

着

篮子去捋麦(人家都是天黑以后去)"正巧

碰到公社吴社长%吕布早趴在了地沟里%吴

社长问王铁"叫个啥*王铁说"叫王善文%吴

社长飞腿踹了他几脚"骂道"滚"回家准备

挨批斗% 后来"吴社长进村一问" 村里根本

就没有叫王善文的人" 这事才不了了之%

如果不昧着良心说话" 请问问从那个时代

走过来的人" 谁没有患过浮肿病- 几十年

来"吕布每说起这事"心里就不是滋味儿%

几十年来" 每到小满时节" 吕布都要以吃

&碾转'作纪念"咋也不能忘记过去的那苦

日子%

&.碾转 /好吃也难做 "甩起布袋汗成

河'! 如果要吃&碾转'"就要先到麦地里"把

正在灌浆,将黄未黄,将熟未熟的麦穗剪下

来或捋下来"用清水淘洗干净"用火烤熟"

或放在锅里蒸熟"然后脱壳! 脱壳只能靠人

力! 一般是把麦穗放在案板上或桌子上"用

手搓揉"把壳搓揉掉"这样比较费力! 黄村

人普遍采用&摔'的方法脱壳! 就是把烤熟

或蒸熟的麦穗"趁热装进布袋里"扎紧口"

再抓住布袋的一头"使出&洪荒之力'"甩起

来,摔下去"扑通,扑通"循环往复"直到把

麦壳全部摔掉! 下一道工序是"把麦籽放在

石磨上磨(或者叫碾)! 但与磨面相比"要把

磨脐垫高一些"要使磨口松开一些"如果用

牲口拉磨或用人工推磨" 那磨就呼噜呼噜

转起来" 磨嘴里就慌慌张张地不停地滚下

来长长的,圆圆的,松松的,绿绿的粗面条

条"这粗面条条就叫&碾转'! 但还要注意"

做&碾转'的麦子不能太黄"太黄就是老了"

做出的&碾转'发硬"不成条"不好吃0但也

不能太青" 太青了麦籽嫩" 麦籽里是一兜

水"制不成&碾转'! 由于小麦的灌浆期很

短"这就注定做&碾转'的时间也很短! &碾

转'虽然稀有"却不能大量生产!

蓝天上"布谷鸟在歌唱! 院子里"紫楝

花在盛开!

吕布嫂子笑盈盈地摆开一桌子菜"那

特殊的三大碗是&碾转'! 吕布嫂子说"来来

来"吃&碾转'! 我说"好好好"吃&碾转'! 吕

布嫂子说"过去&碾转'里只有咸盐"现在我

这&碾转'里"花样可多了"有咸盐,香油,味

精 ,辣椒 ,香菜 ,蒜汁$$吕布说 "过去吃

&碾转'"生活苦! 我说"现在吃&碾转'"日子

香啊- 不是吗* 这碾转"清香味美"怡人可

口"风味独特$$

&碾转'"如今"已被有的企业家开发成

一种特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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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先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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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初三时的老师!

我那时读书的学校" 简陋得连个三尺

高的院墙也没有"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数

来数去也就两排房子! 而且"它孤零于村庄

之外"东边是一条弯曲的小河"南边是一条

笔直的大路" 其余两边则是夏麦秋菽的庄

稼地!

就这样一个地方" 却让我多少次借了

梦的翅膀"重回那倒映着柳绿的溪水前"重

回那新蝉高唱的梧桐树下" 重回那简陋却

充满快乐的教室里$$

但让我最思念的还是我的老师! 而查

先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

查先生讳瑞成"教我们语文! 他大约五

十岁"中等偏高的个子"较瘦"面容白皙! 他

上的第一节课我还记得清楚1 一件灰色的

大衣"旧得一眼就看出有了一些年头! 他胳

膊下夹着教科书"讲台上静静地站了"轻声

慢语地道1&我姓查"叫查瑞成! 瑞是好的意

思! '然后用粉笔端端正正地将三个字写在

黑板上!

查先生教课很认真! 他朗读课文"声音

不高"但很清晰0板书一笔一画的"是标准

的楷体!

但先生并不是呆板的人! 他讲到课文

中有趣的地方时 " 会与我们一起笑起来

的+++这是我们多么期望的事啊! 我们的

查老师太需要快乐了!

我们有这种认识" 实在是因为我们感

到他生活很清苦,心情很抑郁的缘故!

那时"教师分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 民

办教师的身份其实就是农民" 干着与别人

同样负荷的劳动" 却领取只有别人三分之

一的报酬!

据说"查先生以前被划过&右派'"恢复

工作后"待遇还是一位民办教师"每月的工

资也就三五十元"顾不了家!

查先生的家离学校有十里地" 虽说不

太远"但都是土路"坎坎坷坷的"非常难走"

一到雨天"泥泞不堪! 到了周六下午"查先

生就骑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家"返校时"

就驮了半袋子面粉或红薯什么的! 他用一

个小煤火炉子烧饭! 因为煤球的质量不好"

炉子动辄就熄了火! 每遇这个时候"查先生

就找一些平时预备的干柴烧! 到烟熏火燎

地做好一碗饭时"他已经被呛得咳嗽不止"

满眼都是泪!

我们帮不上查先生"见到这样的场景"

只能默默地为他难过!

学校的老师不到二十个人" 一些离家

四五里路的"一放学都回去了"在校吃住的

也就四五个人!

那时不上晚自习"学生一走"校园里就

安静了下来! 蓊蓊郁郁的梧桐树和高高耸

耸的大杨树" 就将校舍遮盖成黑压压的一

片!

这时" 查先生就和一个年轻的老师在

住室门口拉二胡!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曲子"

只觉得很悠扬"很凄清"很哀伤"远远地就

能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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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我考上了高中! 大约在八年

后"我与查先生见过一面"此后就没了他的

信息! 去年" 因为参与一本纪念文集的编

辑" 我突然想起了查先生$$三十五年前

那个一身瘦骨,一脸病容的老师还好吗*

春节后"看见柳丝初绿"我又想起了查

先生! 于是" 我约了也是查先生的一位学

生+++王山峰君一起去看他! 当时"同去的

还有年近八旬的吴永方先生!

一路上"我们心里很忐忑"不知先生是

否还在人世! 因为"按年纪推算"如果活着

的话"先生至少在八十五岁以上了"但以查

先生的体质" 活到这个年纪怕是有些不可

能! 但我们希望他还健在"希望在他有生之

年"见到一个学生来看望自己"让他感到一

些欣慰!

驱车过一段烟尘滚滚的道路" 过一段

麦子绿油油的田间小路" 过一段新柳毵毵

的乡村公路" 我们终于来到了查先生家所

在的村子+++查大庄!

我停住车! 吴永方先生下车询问"王山

峰君也下车询问$$

但是"正如我们所担心的"查先生已经

不在了!

他是三年前去世的! 享年八十三岁!

三年前*并不久啊!我为什么没有在三

年前来看他呢* 在返回的路上" 我埋怨自

己!

两天后"我写了一首绝句"来纪念我的

老师"纪念我印象中一身骨骼清癯,一身衣

衫破旧的查先生1

春风初绿柳千枝!欲访先生一问迟"

三十年前清瘦骨!从今只在梦沉时"

查老师"我的先生"我永远也见不到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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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全

晚霞绯红的玫瑰

点燃宁静的小小山村

人们踩踏着斜阳

走进微风吹醉的黄昏

放学的歌声!清亮甜脆

伴着孩子们的笑语

悠远的牧笛!四野飘飞

送来收割人收获的晚归

溢流着岁月之梦的屋内

荡出人世之春的清芬

彩色电视!播放精彩的新闻

把农家甘美的气氛点缀

山石间流动着明净溪水

水中映着绽开的爱情花蕊

在憨厚青年被爱烧红的脸上

印下姑娘初恋大胆的热吻

天空的新月吐着银辉

清光抚照着朦胧的山村

浓阴下大地的主人碰响酒杯

杯中滴进富裕后欣喜的热泪

满斟着愿望#理想的山村

抖落贫穷#愚昧的风尘

荧光灯下闪着晶亮的汗水

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为考大学做

着准备

山村的夜啊!酒浓而美

中国的农民紧搂时代的春神

炽热的心!追随祖国疾驰的车轮

用勤劳和智慧谱写这山村壮丽的

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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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世民

暮春
媚态红唇瘦!莺啼万点愁"

香魂息满地!柳翠尽风流"

柳絮
迎春春色到!唤彩彩云飘"

柳絮若飞雪!春风几度消$

春潮
电闪雷鸣刚夜半!春风喜雨润新年"

庭前想象樱花落!一月还缺四五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