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行当

南皮县冯家口曾是著名的运河码头，有大小渡口，交
通便利，商贸繁华。运河在村南拐了个“几”字大弯，弯里
有上百亩土地。清光绪元年，淮军乐字营驻扎于弯内扼守
运河，当地人称之营盘。

民国时期，营盘依然有驻军。有位张姓驻军营长在镇
上购买了房产，安置两位小妾。张营长在镇上常住，很少
去军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张营长在镇上有位朋友。
朋友的父亲去世，张营长带手下来送葬，浩浩荡荡的官兵
队伍轰动乡里。张营长的小妾去世，葬在营盘大门附近。

那时期，冯家口有粮店、大车店、银号、中药铺、杂货
铺、包子铺、茶馆等铺面。傍晚，码头的泊船连成长队。卖
各种吃食的小贩纷沓而至，吆喝声此起彼伏。军营的人常
来镇上兑换军饷、采买生活用品。

运河为冯家口人创造了挣钱养家的机会，青壮年去
码头装卸货物，领了工钱再去粮店，全家的饭食就有了着
落。在小农经济的社会，这是令人向往的生活。

百姓平静的生活被枪炮声打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
军南下占领青县、沧县，继续追击败退的国民党部队。这
天深夜，国民党部队在冯家口一带组织反攻，收复部分失
地。但终因实力不敌，久战疲惫，南撤而去。

有位营长率领残部沿运河撤退有位营长率领残部沿运河撤退，，误入误入““几几””字湾营盘字湾营盘
地带地带。。追击而来的日军架起机枪封锁出口追击而来的日军架起机枪封锁出口。。抗日官兵英勇抗日官兵英勇
奋战奋战，，弹尽粮绝弹尽粮绝，，除少数人泅水渡河逃生外除少数人泅水渡河逃生外，，大部分将士大部分将士
壮烈牺牲壮烈牺牲，，无一降敌无一降敌。。枪炮声停息枪炮声停息，，硝烟散去硝烟散去，，百百姓含泪埋

葬了抗战勇士。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八路军游击队寻找一切

机会消灭敌人。有一天，车站炮楼的两个日本兵来冯家口
大集采买，几名游击队员装扮成赶集的农民悄悄凑过去，
突然掏出手枪射击，击毙了日兵。日军闻讯赶来搜寻，游
击队员已安然撤退。

冯家口有不少人在铁路站谋生，八路军游击队常在
夜间组织这些人去破坏铁路。大家都是熟手，摸黑破拆，
把道轨抬到营盘沉入运河水中。白天，日军逼迫民工重新
铺设道轨，大家消极怠工。日军调来一辆铁甲车，夜间巡
逻，探照灯能照出几里远。游击队员采取敌来我走、敌去
我来的战术继续破坏铁路运输。

抗战胜利后，沧县捷地水性出众的人撑船来冯家口，
摸清铁轨的位置，把铁轨打捞上岸。

冯家口的老人依稀记得，营盘入口有座影壁墙，弯内沿
河种有笸箩柳，一丛丛的，挤挤挨挨，特别旺盛。人们在营盘
耕种，发现有白灰抹缝的青砖房基，那是军营遗迹。农民在
地里还耕出过累累白骨，那是抗战官兵遗骸。

岁月流转。而今的冯家口营盘种满了白杨，粗壮挺
拔，直耸云霄，正如抗日勇士不屈的形像。河岸两侧的堤
顶路宽敞、平坦，通向辽阔的远方。

“万丈高楼平地起”。无论盖楼房还是平房，都要夯实
地基。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从前农村土房的地基处理比较简单，一不用深层
打桩，二不用钢筋圈梁，只需人工挑槽垫土砸实就行
了。

砸地基的工具村民称其为“石夯”，其主体是石磙（当地
称作“混”，大名叫碌碡）。由两根粗硬的木杠将其加紧，辅以
小木棒、铁丝、绳索捆拢扎实。石夯重约一二百公斤，需要十
多人合力托举抬起，一夯一夯地砸实前移。

众人推举一位“文化人”任掌班，负责指挥喊号子。号
子分慢、中、快三种，根据石夯分量大小和工程缓急情况
分别安排进行。

慢速号子——拉长音，慢节奏，缓 出 手 ，高 抬 夯 。
“（起）伙 计 们 那 个 准 备 好 ——（众）嗨 吆 我 的 嗨
吆”，夯号词是长篇成套的，一般是民间小调《送情郎》
系列，如“送情郎送至在大门以东，不睁眼的个老天爷
起了个东北风”，依次东、南、西、北说个遍。大家边听边

干，号子舒缓，夯体慢移，身体微微冒汗。夯窝砸得深，
工程质量高。

中速号子——夯号是：“（起）同志们加把劲吆呵——
（众）嗨吆乎嗨吆（声调上扬）”“夯夯往西排呀呵——嗨吆
乎嗨吆（声调下降）”。伴随着号子音落，众人弯腰抬夯，
举过双肩砸向灰土。石夯行进速度较快，大家稍感吃
力，浑身出汗。号子催人奋进，劳动效率提高。

快速号子——如夯体较小，或需要赶工程争速度时，
快捷号子是必不可少的。

“伙计们动手哇！”号令下，大家迅速围拢石夯。
只听得号夯人猛喝一声：

“嗯——”众人齐动手忙抬夯“啊——”
“（起）哎吆——”“（众）啊——”
“（起）哎了吆呵——”“（众）哎了吆呵——”
“（起）哎了吆呵——”“（众）啊——”
“嗯——啊”和鸣，夯起夯落。一组号子下来，
四五夯落地，砸出一二米开外了。夯号此起彼伏，节

奏类似戏曲里的“流水”快板。当然，这样的行进速度不能
持续太长，不一会大家就汗流浃背，腰酸腿软，或换班，或
休息。

砸夯的要诀是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即众人一把号，
合唱一个调，不能出杂音，奔向总目标。沟槽夯夯砸实，垫
土层层长高，直至与屋心持平。而后座碱（房子底座挑槽
砌砖）垒墙，上梁铺檩，挂泥起房。

地基现场往往插面小红旗，以示红火吉祥。主家摆放
桌凳，准备香烟、茶架，条件好的还有戏匣子（收音机）助
阵。家庭主妇忙里忙外，邻居亲朋喊来帮忙，粗茶淡饭，炊
烟缭绕。周围不时有商贩驻足，行人围观，孩子玩耍，鸡鸣
狗叫。一时工地夯号声，买卖吆喝声，孩子们的打闹声，收
音机里广播声交织在一起，人声喧哗，好不热闹。

岁月如梭。
如今，电夯来了，燃气通了，路面宽了。于是，土房倒

了，夯号没了。

砸夯号子
■王贵新

营 盘
■白世国

沧州风物

留住乡音
探寻一地的文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

倾听唇齿之间最鲜活的乡音。沧州方言

中，俗语非常丰富，而且言简意赅、风趣诙

谐——“这孩子真冲实，不像喃家的，忒腼

皮”“甭说了，你不就想扯引子喝酒嘛”……

几句沧州老俗话总能让我们听出代代相传

的乡情。

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些俗话

了。微信公众号“芦家园村史馆”推出了“老

俗话”栏目，每期介绍一个沧州老俗话，目前

已经推送了100多条了。

从今天开始，“大运河”栏目每期给大家

推介一个沧州俗语，咱们一起来品品沧州老

话中的独特味道。同时，我们也热忱地向广

大热心读者征集生活中口口相传、耳熟能详

的沧州老俗语。您不知道字怎么写，不知道

这个俗语的出处，没有关系。告诉我们，让我

们一起记录、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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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沧州话里指怕见生人，见了生人就害
羞，不善于和熟人以外的人打交道。也有窝
里横的意思，在家里滔滔不绝，敢说敢做，
可一和外人接触就紧张。 （知微庐主）

你说我说

若无闲事挂心头：沧州人说某人说话粘，没完没了
的，如果在家里，就说“这人屁股沉，那话儿没头儿”。要是
在室外，就说此人“话跟拿棍子挫出来的似的，没完没
散”。要是说谁磨蹭，叫大家等待，则说“他拉不出窝子
来”。

王吉仓：我们叫“拉不出栏来”。也有时指能力不行，
或怵头，上不了台面。

沧海一粟：我们说“处囊子”，怯懦，腼腆。

若无闲事挂心头：我们这里叫“死硬皮”，支支动动，
拨拨转转。慢三拍，没有主观能动性，没眼拉力。

老兵李：处窝子，可以说是愚笨窝囊，但侧重在怕见
人，不会交际。

吕游：也有说性格内向的意思。比如，这孩子天生处
窝子，见了人就躲一边儿去了。

海客：杵窝子，就是只杵在自己的小窝子里，不敢走
出去，形容人胆怯腼腆。杵，挺大个子，往那一杵，嘛也不
干。

王吉仓：处窝子，杵窝子，憷窝子，怵窝子，通用。

刘之龙：我们这儿就说“杵子”，有时还加上个“傻”
字。

杵窝子

沧州老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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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花园——五月的麦子

14 悦览——换位思考

15 非遗——传统手工制香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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