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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起来，站在阳台上一看，天空中
飘飞着鹅毛大雪，烟台真不愧是“雪窝子”
啊！街道两边的冬青树上，覆盖着厚厚的
白雪，楼房顶上、院子里的汽车、摩托车上
面也是厚厚的白雪，就连门口的石头狮子
上也都是厚厚的白雪……从窗户往外望
去，就犹如一个童话世界。我不禁想起童
年时那个飘雪的冬天以及父亲给我做的
冰车。

那时候，我才上小学一年级。冬天特
别冷，工人文化宫附近有个滑冰场，我和小
伙伴们都在放学以后去冰上玩耍。我们穿
着大棉猴、大棉裤、大棉鞋，在风雪中就像
是一个个小狗熊。

我的好朋友李英祥有一辆冰车，他带
着冰车去滑冰场玩，许多小伙伴都想坐一
坐他的冰车，我也很想试一试那种在冰上
飞快滑行的感觉，可是那天，李英祥却不让
我玩。他说：“小气鬼，你的作文都不让我
抄，害得我没有完成作业，以后不跟你做好
朋友了。”我既感觉很委屈，又无话可说，只
好哭着回家了。

那天是周末，爸爸在家里收拾地窖里
的萝卜，我趴在地窖口上说：“爸爸，李英祥
和伙伴们玩冰车，不带我玩，您能给我做一
辆冰车吗？”

爸爸听我讲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
“你不让李英祥抄作业是对的，爸爸这就给
你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冰车。不过，你要答
应我，等弟弟妹妹从老家回来了，你要和弟
弟妹妹一起玩。”

爸爸找来家里的木工工具，将一块木
头一破四半，其中两块厚厚的做主轴，其
余的用锯子锯成板材，把板材钉在主轴
上，然后用两根很粗的钢筋固定在主轴
上，就成了冰车的冰刀，最后用钢筋做了
两个冰锥，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辆属于
自己的冰车。

吃完中午饭，爸爸带着我去工人文化
宫的滑冰场，亲自为我做示范。爸爸坐在
冰车上，盘住腿，两个手里紧握着冰锥，往
冰面上一划，冰车就开始向前滑去。随着
爸爸不断地划动，冰车越滑越快，就像飞驰
的汽车一样，我高兴极了，大声喊着：“爸爸
加油，爸爸加油！”小伙伴们也对着爸爸的
背影大声呼喊“加油”。那一刻，我快乐极
了，自豪极了！我爸爸是一名技术工人，做
冰车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他做的冰车滑
起来又快又平稳。

从那以后，我喜欢上了滑冰，每天放学
后就去滑冰，通过滑冰还结交了许多好伙
伴。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滑冰的经验，后
来在寒假前夕，在五所铁路小学组织的一
次滑冰比赛中，我们第二小学的滑冰小组
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第二年冬天，弟弟妹妹回来了，我真的
带着他们去滑冰，不过他们太小了，不会自
己滑冰，只能靠我在后面推着滑行。

时至今日，每每想起童年的岁月，就
会想起爸爸给我做的冰车，想起爸爸对我
的爱。

父亲给我做冰车
张凤英

兄弟抗清 “皇帝”参军
刘甲凡

卫氏兄弟助于七抗清

牟平区水道镇杭北头村，位于镇
驻地东边的龙王山前，是一个三百多
户人家的靠山村。小山村普普通通，
但村里却流传着两段非常离奇的小
故事。

明末清初，杭北头村有卫金龙、卫
金虎两兄弟，自幼酷爱习武，都练就了
一身好功夫。哥俩平时务农，稍有空
闲，就利用手中的劳动工具对练一阵
子。锄、镰、锨、镢、棍、棒、叉、杖，随手
拈来就是兵器，有时单练，有时对打，
一攻一守，一进一退，攻防有度，自成
一体，在他们家乡那一带，那是“窗户
眼吹喇叭——名声在外”。

后来，他哥俩的名气竟然传到了
牙山英雄于七耳中，由此演绎了一段
兄弟二人助于七抗清的精彩故事。

清初，社会动荡。1650年，栖霞
人于七以淘金工为主体，联合胶东各
县失去土地的农民，发动了胶东第一
次抗清暴动。于七是栖霞唐家泊村
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
其祖父于进表是有名的大金矿主，栖
霞巨商，胶东武林名人。父亲于可清，
绰号“草上飞”，为明朝有名的武将
军。明崇祯二年，与入侵腹地的后金
军作战，以身殉国。于七的外祖父戚
继光是明朝抗倭名将，曾驻守登州及
东南沿海，屡屡大败倭寇，威名远扬。
母亲戚颜君是戚继光的长女。

于七率领千人攻陷宁海州（今牟
平），将知州刘文琪枭首示众。当时的
清政府忙于南方战事，无暇顾及，遂采
取怀柔政策，招抚于七为栖霞把总（陆
军基层军官）。有了这个身份，于七更
方便聚集人脉、扩大武装。他遍访名
士，结交豪杰，只等时机成熟，来一次
更大规模的起义。于七听说卫氏兄弟
武功高强，便多次派人前去邀请入伙，
然而每每无功而返。最后，卫氏兄弟
让来人捎话回去，除非于七亲自登门
相邀，而且要打赢他们兄弟手中的家
伙什儿，才考虑是否入伙。

于七求贤心切，这天，便和哥哥于
六率领一队人马，手执十八般兵器，早
晨从牙山出发，一路向东，傍晚到达杭
北头村西的龙王山下。双方一见面，
于七便诚恳地说明来意，并表示愿意
按照卫氏兄弟划出的道儿比试武艺。
就这样，卫氏兄弟用锄、镰、锨、镢，棍、
棒、叉、杖，让于七见识了什么是草莽
英雄的“独门兵器”。与此同时，卫氏
兄弟也对于七兄弟高强的武功心悦诚
服，当即答应了于七的要求，在家乡拉
起一支队伍，听从于七的号令，与栖霞
的郝晋，莱阳的宋番、宋琬兄弟、宋继
澄父子，即墨的黄培等遥相呼应，互为
掎角之势，齐心抗清。

过了几年，清廷平定了天下，政权
日臻稳定，便派出三大帅、六大将、二

十多万军队，决心剿灭于七的起义
军。于七率领队伍拼死抵抗，但终因
力量悬殊，牙山根据地被攻破，紧接
着，清军对分散在各地的小股起义军
逐个清剿。当他们来到卫氏兄弟家乡
时，为掩护乡亲们逃离险境，卫氏兄弟
守住从村庄通往外地的山口，一步也
不后退。他们的衣服被鲜血染红了，
脚下的尸体一层叠着一层，硬是挡得
清军不能前进一步。清军无奈，搬来
了红衣大炮轰击，卫氏兄弟双双被炸
得粉身碎骨。

待清军撤退之后，村民为他们哥
俩修建了大墓，并立起了六尺高的墓
碑以示感恩。在他俩的墓前，有两棵
合抱粗的大松树，遮天蔽日，像两个威
风凛凛的将军站在那里，几百年来一
直守护着这个村庄。

1991年版的《牟平县志》，在附录
“异闻轶事”栏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1929年，杭北头村因出了一个“假皇
帝”而远近闻名。这位“假皇帝”名叫
韩忠文，1911年出生，属猪。韩忠文
自幼不喜欢读书，但却善于绘画，那是
画啥像啥，惟妙惟肖。韩忠文的姥姥
家在莒格庄乡板子口村，家中有一部

“奇书”，大约是义和团兴盛时期留下
来的，里面记载着不少“法术”。韩忠
文自从读了这部书，自我感觉有不少
本事，在与伙伴们嬉戏时常夸口说：

“我能指木成龙。你们若是惹了我，我
就给你们一记‘掌心雷’，保证炸得你
们粉身碎骨。”小伙伴们都怕他。

韩忠文经常按照书中的套路躲在
家中修炼，因此村子里流传着多种说
法。有人说，他在屋里看书时，会看到
一条大蛇尾巴缠在梁上，头伸在他的
怀里，非常可怕。还有人说，韩忠文有
一次躲在家里修炼，有个邻居老太太
好奇，就悄悄地把脸贴到窗户纸上向
里窥视，没想到脸被粘在上面收不回
来了，只好苦苦哀求才脱了身。

最离奇的说法是，韩忠文自从得
了法术，还能驱使鬼神为自己办事。
他经常驱使一条大蛇为自己搬运东
西，凡是他索要的东西都会得到。到
后来，他居然让大蛇把“皇帝”的玉玺、
龙椅以及一些稀世物品都给搬来了，
怕是要登基当“皇帝”了。据说，莒格
庄镇马家庄村的一个老太太，每天夜
里都会见到一条火线划空而过，最后
落到了杭北头村。老太太预言：杭北
头村要出“皇帝”了。韩忠文的叔叔因
此很自豪，也跟着四处宣扬自己家会
出“皇帝”。

一天，韩忠文打开村里戏班子的
戏箱，穿上演戏用的龙衣蟒袍，装起了

“皇帝”。不久，韩忠文正式宣布称帝，
国号“后清”，全家人留起了清朝的发
型，并封韩成基为开国元帅、韩承坤为

军师、未婚妻为皇后、妹妹为皇姑……
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村民们信
以为真，于是，杭北头村出了个“皇帝”
的消息便在四乡传开。

韩忠文的姑表弟（家住张家沟村）
跟崮头村大刀会头目王凤云有来往，
参加了大刀会，而王凤云又是大刀会
总头目王文兰的部下，便把消息传递
了过去。王文兰得知杭北头村出了

“真主”，决意前去“保朝”。这年十月，
王文兰、王文花带领大刀会千余人，头
裹红巾，手执刀、枪、剑、戟，杀气逼人，
浩浩荡荡来到杭北头村。

大刀会会众在杭北头村南一带驻
扎，周围各村的老百姓都被安排送
饭。到了韩忠文“称帝”的日子，在王
文兰、王文花兄弟的带领下，大刀会会
众们山呼万岁，争相上前朝拜，场面如
同唱大戏一般异常隆重。

当“登基”仪式进行到韩忠文检
阅部队时，他见到队伍行进步伐整
齐，呼喊的口号威武雄壮，五彩旗帜
鲜艳夺目，陡然间心生怯意，居然吓
得从“龙椅”上跌了下来。王文兰、王
文花等人一看，觉得这个“皇帝”不像
真的，就向韩忠文索要印玺等进行验
证。结果，韩忠文在紧要关头乱了方
寸，竟然“搬运”不出来了。王文兰、
王文花感觉上当受骗了，便怒喝一
声：“这是个假‘皇帝’！”随即命令手
下人把韩忠文的家产抢掠一空。其
他会众也趁火打劫，凡是韩姓村民便
挨户抢夺，让村里的人无缘无故地遭
受了一场灾难。

大刀会押着韩忠文回到王格庄，
准备杀掉他。韩忠文这时反倒冷静下
来了，他说：“你们都别吹牛，你们根本
杀不了我。”大刀会会众大怒，就把他
押到崮头村的一个戏楼，要当众砍下他
的脑袋。就在刀斧手要动手之际，只见
韩忠文右手一挥，空中突然出现一个火
球，绕着戏楼转动不止。韩忠文这一番
神操作，吓得大刀会会众们目瞪口呆，
只得乖乖地把他放回家。事后村民们
说起来，那应该就是所谓的“掌心雷”，
好多变戏法的都会这一手。

虽然韩忠文安然无恙地回了村，
但他的事却惊动了地方政府，随即安
排人到村里进行调查，村里的人众口
一词，都说：“他只是患了疯病，哪里真
能做‘皇帝’。”此事便就此作罢。

韩忠文于1945年正月参加了八
路军。临走前，韩忠文跟父老乡亲们
说：“我一时鬼迷心窍，做了一件天大
的错事，给杭北头村的乡亲们造成了
太大的损失。我一定会立功赎罪，报
答乡亲们。”

韩忠文到部队后表现得非常优
秀，每次战斗中都是冲锋在前，多次荣
立战功，几年后当上了营教导员。他
于1954年3月转业回乡，在牟平县姜
格庄区任武装部长，1973年因病去
世，终年62岁。

“皇帝”参加了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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