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水库啊，嘿哟；灌庄稼啊，嘿哟；大丰
收啊，嘿哟；拽起来啊，嘿哟；咱慢着点啊，嘿
哟；大哥哥啊，嘿哟；小妹妹啊，嘿哟；沉住气
啊，嘿哟；看下边啊，嘿哟……”

这是1958年，我父亲参加烟台地区莱西
产芝水库建设时，打夯哼过的号子。至今我
还能哼出来几句，虽不完整，但韵味十足，朗
朗上口，诙谐幽默，妙趣横生。

过去，莱西归烟台地区莱阳县管辖。产
芝水库，又称莱西湖，兴建于1958年，由山东
省勘测设计院和烟台地区水利建设指挥部
设计，莱阳县负责产芝水库（莱西湖）工程指
挥部施工。

产芝水库建设，工期为两年，高峰时参与
人数达到三万多人。莱阳从机关干部到农民，
动用千军万马，日夜奋战，于1959年底完成施
工任务。

当时，在县委工作的父亲和在丁字湾畔
当幼师的母亲，有幸参加产芝水库修建，在
一起打夯、喊号子时，彼此产生情愫，最终收
获爱情。

父亲说，打夯前，先将大沽河地表泥土
挖开，打炮眼将石头挖掉，挖到规定的深度，
用扫帚清扫，要扫到一粒沙子都没有的程
度，然后开始往上垫黄（粘）土，边垫边用石
夯夯实。黄泥是事先准备好堆在岸上的。
黄泥的来源是库边熟土翻掉后挖出来的，粘
性很大。黄土一旦被夯实，就不再漏水。

“同志们啊，嘿哟；咱往东移啊，嘿哟；这
一下啊，嘿哟；有点猛啊，嘿哟……”

三万多人的“战场”，云聚着上百个打夯
点。一个石夯，四五百斤重，由九到十一人
打。工地上号声一片，热闹非凡，尤为壮观。

号头都是心明眼亮的人。父亲是号头，
又称夯头，负责喊号子。他有一副帕瓦罗蒂
般的好嗓子，喊声洪亮。打夯者回声有力。
夯要举得高、落得稳、砸得实，全靠号头掌
握，不能有半点疏忽，不然的话，夯柱一旦走
偏，会伤到人的。由于打夯人多，步调一致
尤为重要。所以，号头是总指挥，手里要一
提一放，不能抓得太死，使的都是巧劲儿。

号头一喊号子，打夯人一起应声附和。
大家喊声一致，动作统一，不能推泥带水，一
起一落，砸实泥土地基。号声越响亮，石夯
抬得越高，砸得越重，夯得越实。

号子有声，石夯无言，却镌刻着一段建
设者们艰苦奋斗、众志成城、无私奉献、顽强
拼搏的峥嵘岁月。

我喜欢欣赏聆听号子声。
记得我七八岁时，老家盖房子，我耳闻

目睹了打夯喊号子。

当时，左邻右舍的壮年劳力利用傍晚时
分到我家帮工挖地基，抬夯砸基。挖地基的
宽度要保证60厘米以上，深度在80厘米到
一米以上。打夯就是打地基，也称“夯实”，
是一种利用重物把泥土夯砸坚实的施工方
法，这样盖起来的房子才经得住风吹雨打和
岁月侵袭。

石夯一般是一个石碌碡，足有二百多斤
重，被两长两短四根木杠横竖用绳子绑定，
两头都留有四个人手握的杠把。

打夯时，一人喊号子，名为“号头”；众人
应和，名为“应号”。 号头喊着打夯的号子，
也叫硪号：

“社员们，嗨哟；盖房子啦，嗨哟；上大梁啦，
好哟；将媳妇啦，嗨哟；生孩子啦，好哟……”

抬夯的壮汉，随着号子的节奏，动作协
调、整齐划一，抬夯力道十足，落夯四平八
稳，整齐地落在白灰线的两边，不偏不倚，一
夯挨一夯地沿着地基往前移动。

上世纪70年代初，我的老家丁字湾一
带被盐碱严重侵蚀，公社决定，在五龙河中
下游的高格庄镇的光山村修建一处拦河
坝，蓄水引渠。水渠蜿蜒十公里，经高格庄
公社的胡城、穴坊公社东富山、富南庄、岭
南头、蚬子湾、山后、东蒲、南蒲、西蒲、贤
友、吕家滩等村，一直延伸到丁字湾青岛警
备区万亩稻田。

天刚蒙蒙亮，来自周边地区的社员各自
带着干粮，抬着石夯，推着架子车，带着洋
镐、铁锨、大锤、钢钎、撬杠、抬杠、条筐等，从
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他们发扬愚公移山
精神，开山劈地，挖接渠槽，当时在缺少机械
的情况下，全凭人工肩挑车推、装筐运出、石
夯打基，建起来一条胶东“红旗渠”。

在加固水渠大堤、稳固渠道河床时，号
头一声令下，众人应和，抬夯人“嘿嘿”一声，
拖着长腔把夯托向高处，又“嘿嘿”一声顺势
回带，给石夯一个向下的加速度，使夯重重
落下。石夯在浅浅地基堤坝上行进。除了
传统号子外，号头也临场发挥：

举起来哟，举得高哟，
砸下去哟，砸得实哟。
一夯接一夯呦，嘿哟，
夯夯挨得紧哟，嘿哟，
这夯打得好哟，嘿哟，
还差十来夯哟，嘿哟……
如今，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盖房打地基有了打夯机，筑路、建大坝
用上了链轨车、轧道机，早已不再需要人工
打夯喊号子了。那富有激情的号子声，却仍
然经常在我脑海里回荡。

苏轼荷月
接“知登州”令
吴忠波

石夯与号子
孙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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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
船”。元丰八年（1085）入夏，北宋的朝
政天空，风起云涌。

常州的荷月（又称伏月，农历六
月），炎热多雨。被批准在此居住的苏
轼，刚从烦闷的情绪里走出来，便又有
些浑身刺挠。他怎么也想不到，前脚御
批“得请归耕阳羡（宜兴）”，后脚又来皇
命——知登州。

像两头晃荡的钟摆，一边是常州退
隐躬耕的美梦，一边是登州出仕的宏
愿，他着实有些眩晕的感觉。

一
宋廷要求苏轼“端午后”知登州令

已下，他开始并不知情，仍忙于常州居
住的事儿。

入世还是出世，牵拉着苏轼的神
经。“乌黄”刑谪，垢辱，垦荒，伤痕累累；
途中失子（遁儿），哀嚎，悲怆，妾责天
遣；路途遥远，坎坷，饥肠，经济拮据。
哪一条理由拎出来，都可以作为退隐躬
耕的理由。实际上，经历大起大落的苏
轼，已对仕途淡漠。若不是神宗皇帝

“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的眷顾，他早已
选择“三亩二分地”，选择“竹杖芒鞋轻
胜马”。

1084年，苏轼从黄州启程前往汝
州任职，他四处求问田舍，安家于江淮
一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吴兴风物，
足慰雅怀”，他选择了常州，与挚友滕
元发（达道）说：“某至楚（州）、泗（州）
间，欲入一文字（给朝廷写申请），乞於
常州住”。

苏轼眼光超前，已经在常州购置了
一些田地。他向往常州山水灵秀久矣，
这得益于和蒋之奇等人的相遇。

蒋之奇（字颖叔）大苏轼6岁，二人
同年进士，蒋祖籍常州宜兴，当朝大臣、
文学家、诗人。巧的是，二人的叔叔蒋
堂、苏涣，在34年前也曾因科举结缘。

那还是嘉佑二年，春风得意的苏轼
与蒋之奇，邂逅于琼林宴，那是朝廷殿
试后新科进士宴会。蒋之奇介绍常州
风情，让苏轼与他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彼此相谈甚欢，立下“鸡黍之约”：退休
养老，比邻而居。

苏轼1084年秋路过真州（仪征）
时，作诗《次韵蒋颖叔》给居官于此的
蒋之奇：

“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
期。（蒋诗记及第时琼林宴坐中所言，
且约同卜居阳羡）岂敢便为鸡黍约，玉
堂金殿要论思。”

其时，苏轼笃定常州养老，他让蒋
之奇帮忙宜兴买田，“买田阳羡吾将老，
从来只为溪山好”。他向着自己崇尚的
陶渊明式的归隐生活，迈出了第一脚。

一次，苏轼入眼宜兴一处小农庄，
又让蒋之奇代办购得，“岁可得百余顷，
似可足食”。前后累积，耕住有余，20
余口人几近丰衣足食。

以上既成事实，也是他上表的理
由。1084年10月的《乞常州居住表》，
就这样带着声泪、祈求、期盼，踏上了呈
递转接的进京之路。

苏轼一边等待朝廷批复，一边携家
眷慢慢北上，访友，观光。眼看着一个
月过去仍无消息，一打听，是奏邸将这

个上表扣压了，不肯呈给皇帝。这可咋
办？苏轼只得再拟“一表”，派人亲自到
京投进鼓院，大意为：“朝廷啊！如今我
到汝州还有很远距离，陆上行走也非常
困难。到汝州后，没有房子田产，全家
老小20余口不知所归。但在常州，我
尚有薄田少许，希望圣上能慈悲于我，
允许我在常州居住吧！”

苏轼这次上书，真的感动了皇帝，
批准了他的请求！文书于1085年5月
到达苏轼居地。

得到皇帝批复的苏轼，赶紧写谢
表：“敢期择地，收暮景于桑榆？此盖伏
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聪明天纵。”

二
然而，此时宋廷任命苏轼知登州的

邸报已在路上，苏轼并不知情。
1085年 6月的一天，苏轼忽然接

到王巩（定国）的来笺，得知自己将“知
登州”的消息赫然在目。

王巩是苏轼的“铁杆儿”粉丝，小他
11岁，乌台诗案受牵连，其个人遭贬，
丧子，都不生怨恨。他在神宗皇帝身边
的侄儿王震，常常能带来一些消息。

苏轼认为这个消息不一定准确，他
的依据是：“都下喜妄传事，而此君又不
审。”意思是朝廷上下，乐意传播各类小
道消息，王巩有时难以审辨。

还有：“乃四月十七日发来邸报，至
今不说，是可疑也。”当时的任命靠邸报
刊送，俩月前邸报上没见，因此这事不
能轻易相信。

最后他在笺中说：“一夫进退何足
道。”这潇洒之语，尽显他的平静、寡淡、
无争，看得出他的境界超然。

俗话说，好饭不怕晚，该来的总会
来。苏轼知登州之事，传闻月余终于

“靴子落地”。一时间，“故人改观争来
贺”，朋友往来、祝贺之人气络绎不绝，
信柬进出、道喜之讯息漫天飞舞。

对久别官场的苏轼，这登州一任，
是福还是祸？他跟同榜进士、好友王琦
（文玉）征询互笺中便提出疑问（《佚文
汇偏》卷三）：知登州为“忝命过优，非许
予之素，何以及此”。

苏轼与王巩往来通信，更是掏了
心窝子：“谪居六年，无一日不乐，今复
促令作郡，坐生百忧。正如农夫小人，
日耕百亩，负担百斤，初无难色，一日
坐之堂上，与相宾餐，便是一厄。”（《佚
文汇编》卷二）

好在苏轼又说：“欲仕则仕，不以求
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这
正是真正的苏轼，随性而为，随遇而安，
是他的个性；不甘平庸，追求卓越，是他
的本能！

人生只管善良，福报都在路上。苏
轼不知道的是，就在刚确认“知登州”令
时，他将迎来仕途上的双喜临门。

司马光朝中“组阁”，已推荐苏轼、
苏辙兄弟等，言“或以行义，或以文学，
皆为众所推伏”。

同时，“布衣宰相”范纯仁等亦荐
苏轼兄弟等人。苏轼知登州后的一
再晋升，便是皇帝采纳重臣建议的结
果之一。

荷月，可谓苏轼从常州到登州、东
山再起至仕途巅峰的起点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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