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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农
村演变、农民生存的轨迹，构成了中国历史
画卷中最为丰富的内容。从西周的井田制到
汉武帝时的屯田制，从春秋鲁国的初税亩到
清朝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从秦朝商鞅变法
到北宋王安石新政，从唐朝的两税法到明朝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土地制度为重点的
农业农村改革贯穿历朝历代，与社会演变和
王朝更替交融互动。然而，封建社会的一切
变革，都没有能够根本改变农民的被压迫被
剥削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
大山，夺取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开
创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

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开展了农业社会主
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农民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相继进行过大跃进、四清、农业学
大寨等政治运动，农业农村的每一项改革都
有着特定的时代烙印，每一次运动都对包括
农村农民在内的社会成员产生了重大而深
刻的影响。和任何事物发展规律一样，我国
农业农村也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甚至有过
暂时的倒退，而总体趋势是螺旋式上升。在
土地改革完成后，党领导全国全面开展了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中央在酝酿过渡
时期总路线时认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发
展生产共同致富。1953年，全国各地先后成
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阶段，社员
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由
合作社有偿使用，保留了少量私有经济。高
级社阶段，土地无偿转为公有，耕畜、大型农
具等生产资料有偿转为公有。一个共同点
是，它们都从统一经营收入中提取公积金形
成公共财产。

当时，所宣传的是“社会主义是方
向，苏联老大哥是榜样”。兴化农村基层干
部深入动员走集体道路，向农户讲述这样
的道理：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小农
经济瓦上霜，单干农民爬鳖缸；描述这样
的美好前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
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出门轮船和汽车，
碾米不用砻子拉。兴化县的第一个农业互
助组早在1950年就成立了，这便是永丰区
联胜乡周家村刘长山互助组。海河区圣传
乡北夏村夏宏奎互助组于1952年初建成，
曾参加全县20个互助组的高额丰产竞赛，
生产丰收被县委、县政府表彰，还奖给了
铁风车、抽水机、收音机等奖品，为庆贺
和纪念，村里将原来不能行走耕牛的生产
桥进行改建，加固加宽，取名“方向桥”，
寓意坚定坚持社会主义合作化方向。1956
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高潮，基本生产
资料集体所有制的高级社相继成立，全部
以高级社为核算单位，生产队为包产单

位，遵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
则，完全按劳分配，土地不再分红，各类
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乘风破浪》的社论，提出：15年赶英，20
年超美，要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3
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举行
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
结建国8年来的工作，研究了经济建设的
有关问题，树立经济建设高速度的思想，
确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
线。会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
守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反右
倾”运动，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
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只要抓好这个
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力、财力、物
力，办出比原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倍
计的事业。会后，全国掀起了合并合作社
的高潮。4月，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率先在
全国成立第一个公社。最初定名“嵖岈大
社”，由4个乡合并，后改称“卫星集体农
庄”“卫星公社”，《红旗》杂志一位编辑前
往调查时加上人民二字，最终定名“嵖岈
山人民公社”。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
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7月1日，陈伯
达在 《红旗》 杂志上首先使用“人民公
社”这一名词。毛泽东在视察河南省七里
营人民公社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
个好名字”。8月，中央下达《中共中央关
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指出：人
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各地广泛宣传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迅
速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扬州地委当月就
召开了四级干部大会，各县、乡立即着手
操办成立人民公社。当年2月，兴化县刚
进行过撤区变乡的区划调整，原海河区的
大邹、钓鱼、春景、海河、长银、海南、
刘文、同盟8个乡，撤并为大邹、海河、
海南、唐港4个乡。1958年9月，大邹、海
河、海南3个乡组成海河人民公社，实行
政社合一、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体制，社
址设大邹镇。公社成立大会在钓鱼粮库晒
场召开，参加会议达万人，会上宣读了
《人民公社社章》。那时，公社还办了《海
河社员报》和《海河文艺报》，出刊了数十
期。中央文件出台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就
完成了高级社向人民公社的过渡，实现了
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总路线”和“人
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

大跃进时期，还兴起了大炼钢铁、大
办公共食堂。随着河南郑州的龙沟建立中
国第一个大食堂，各地争相兴办公共食
堂，普遍实行生活集体化、吃饭不要钱的
供给制。 （二）

从苏舍村的“包产”夭折
到小岗村的“红手印”

兴化是著名的泽国水乡，有着内涵丰
厚的水文化；水文化可以从诸多方面来解
读，若以民间信仰来论，则体现在对于

“龙神”的崇拜。“龙神崇拜”曾盛行于兴
化城乡，其中最具地方色彩者，莫过于

“得胜湖白龙神”信俗。
因为缺乏史料记载，早期的“白龙

神”故事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所以其诞
生年代无从确证。元末明初时，隐居得胜
湖畔水浒港的兴化人施耐庵在搜罗写作素
材时，将“白龙神”写进了他的千古名著
《水浒传》。《水浒传》中宋江、晁盖、张
顺等29人举行小聚义的“白龙神庙”原
型，便是坐落于得胜湖湖东口的“白龙大
王庙”，又称“胜湖龙王庙”。施耐庵曾卷
入同乡张士诚发动的盐民起义，而史料记
载，张士诚曾扎水寨于得胜湖；因为《水
浒传》一书便是根据张士诚起义为背景进
行创作的，由此可以推想，当年张士诚或
曾在白龙大王庙内与起义弟兄进行聚会，
其时施耐庵作为军师亦身处其中。后来施
耐庵因不满张士诚回到故乡兴化隐居，他
在创作《水浒传》一书时，有意将水浒英
雄小聚义之地定在了记忆里的白龙大王
庙。

在得胜湖一带人们的传闻里，“白龙
神”就居住在得胜湖心的深潭里，深潭因
此得名“龙宫潭”。这位“白龙神”并非
长年居于潭中，而是时常潜入大海遨游，
只要它一离开深潭，得胜湖湖面立刻浮满
杂草；当它归来时，湖水又恢复清澈之
貌。因此，当地人遂以湖面的变化来判断

“白龙神”的去留。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彰
显“白龙神”的亲民，人们之所以对它信
奉有加，是因其有求必应，久旱无雨时只
需告祷于白龙大王庙，可以立时普降甘
霖。传说中“白龙神”不仅施惠于兴化百
姓，还曾显灵于苏州，因此苏州人在西山
建造了“兴化白龙王祠”。得胜湖“白龙
神”信俗在明代已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
被采录进兴化现存最早的一部县志——明
嘉靖《兴化县志》里。

奇怪的是，除了得胜湖畔有名的白龙
大王庙，直到清光绪年间，兴化城一直都

没有专祀“龙神”的祠庙。自明初起，本
城“龙神”就一直附祀在东城外大码头上
的晏公庙里。晏公虽是水神，但名声毕竟
不如“龙神”响亮，让“龙神”屈尊在一
座小小的水神庙里，实在令人诧异。事实
上，这并未削减兴化人对于“龙神”的敬
畏与崇拜，历史上的兴化虽是洪灾频发地
区，旱灾却与洪灾同列地方“五患”之
中，负责司雨的“龙神”在兴化人心目中
的地位显而易见。兴化人祈雨的方式便是

“迎龙王”，也就是举办“龙王会”。迎会
的队伍抬着“龙神”的塑像由晏公庙出
发，一路走到北城内的海子池 （今海池
河），然后由僧道之流焚香作疏，地方官
带领百姓跪祷祈求。据说本城“龙神”十
分灵验，每次迎完会后，数天内都会降下
大雨，百姓无不感恩戴德，因而崇祀更
甚。

清光绪年间，兴化知县刘德澍将有求
必应的本城“龙神”上表朝廷，朝廷敕封
兴化城“龙神”为“利泽龙王”，并赐

“润泽万物”御匾一方。得到人间皇帝的
封号，本城“龙神”因此身价倍增，刘德
澍决定为它建造一所专门祭祀的庙宇。最
终，刘知县选中了东城外龙珠禅院东侧的
一间破旧大殿。将大殿改扩建为“龙神
庙”的工程于清光绪十年（1884）六月中
旬动工，至八月十五即告落成。龙神庙建
成后，阖城百姓敲锣打鼓将“龙神”塑像
从晏公庙迎入庙内正殿，并例定地方官春
秋二祭于此。为延续祈愿风调雨顺的传
统，民间仍举办一年两度的“龙王会”，
定农历五月二十日为“大龙王会”，五月
二十五日为“小龙王会”。当时迎会队伍
中途依旧停驻海子池，为方便神驾安顿，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梅占芳等地方
绅士集资在海子池南岸修建了一座“龙王
行宫”。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龙王行宫”与
“龙神庙”俱已不复存在，作为旧时兴化
城三大庙会之一的——“龙王会”却传承
了下来，迎会之处便在龙神庙旧址附近。

“白龙神”的故事还在田夫野老间流传，
成为宝贵的口头文学财富。

□杨应槐

甲鱼和尚
古代，南门外西侧靠近城墙处叫野

祭，乃坟茔旷野之地，本为所设的祭无祀
之鬼的祭坛。野祭西侧有座西方庵，西方
庵南边有一座靠近河边的土地庙，庙南侧
有一座名叫落魂桥（又叫升化桥）的小木
桥通向西南边的垛岛。庙的西北通往西门
外校场。

土地庙中住着一位不守戒规的和尚，
他喜欢喝酒吃肉，特别喜欢吃甲鱼。人们
不知道他的姓氏与法号，都称他甲鱼和
尚。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颈项，黝黑的
皮肤，佝偻的身体，长着一双突冒的眼
睛。他煮食甲鱼的方法：先将锅盖上开一
个小洞，再将清洗后的甲鱼放进盛水的铁
锅中烧煮，同时用绳线紧扣甲鱼头颈，使
之裸露在锅盖小洞外边。在烧煮的过程
中，甲鱼的嘴自然张开。和尚将拌加胡椒
粉的料酒、酱油、姜葱汁等佐料注入甲鱼
嘴中，使之流遍全身，再将甲鱼继续烧至
腐烂后拆碎食用。他说这样烧煮的甲鱼老
远就可闻到一股浓郁的野香，吃在嘴里的
甲鱼味道特别鲜美。

过去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寒冷，经常
大河封冻，屋檐口挂着数尺长的冰棱。在
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夜，和尚紧闭门窗后睡
觉，仍然感觉寒气逼人，于是起身喝酒取
暖，并在床前放置一个火盆取暖。和尚酒
喝得酩酊大醉后，睡到床铺上很快进入梦
乡。

半夜，和尚翻身时将盖在被子上的

衣服滑落到火盆上，引燃稻草、被褥、
蚊帐、桌凳、家具等，后来又引燃灶房
中堆积的柴草，接着引燃门窗、房屋。
周边居民看到土地庙失火，立即与救火
会人员抬着水龙前来救火。和尚在迷迷
糊糊中突然被惊醒，眼睛模糊地看到身
体周围全是大火和浓烟，憋得他喘不过
气来。屋中只有窗口流进一点凉爽的新
鲜空气，于是和尚将头伸出窗口透气，
并大声呼喊救命。

救火人员看到窗口露出一个人头喊救
命，立即用水龙头对准窗口和人头喷水，
此情景就像和尚以前往甲鱼嘴中注佐料的
情景。因为寒冬夜晚失火，救火水龙来
迟，所以庙屋被烧毁倒塌，将和尚压死在
庙中。人们认为和尚的死，是因为他不守
戒规，贪酒吃甲鱼的报应。

后来，附近的居民又集资在原址重新
砌建了一座三间屋的土地庙，人们特地在
神像周围的帷屏上画了一幅图画，内容就
是甲鱼和尚不守戒规遭报应的故事，警示
人们接受前人的教训。

上世纪30年代，土地庙中曾办过私
塾馆，老师王谢，家住马家牛行西侧，教
有十多名学生。南门外朱增寿（2017年93
岁） 小时候在土地庙中上学，曾听学长
（亦称长学，相当于现在学生班长）说过
上述故事，并看到帷屏上那幅图画。西方
庵和土地庙旧址在今泰山居民点南端西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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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徐马荒冬日徐马荒 沈海波沈海波 摄摄

大 集 体 种
田，人太累。累就
累在夜以继日，
累在随喊随到。
乡 民 们 白 天 割
稻、挑把，晚上放
完了场，摸黑走
在收工回家的路
上，浑身酸痛，像
散了架似的，每
个人都是跌跌撞
撞的。

吃过晚饭，
恨不得立即爬上
床铺。正酣然入
睡，生产队长又
在窗外喊工了：

“翻场啦！快起来
翻场！”人们揉着
惺忪的睡眼，很
不情愿地起来，去往打谷场。

阿龙第一遍场打下来，已是夜
里11点多钟了。稻场铺得厚实，稻穗
齿口又紧，仅靠一次打场还不能达
到效果，必须先翻一下场，再次将稻
秸铺展后，让阿龙打第二遍。

翻场，就是将阿龙已经打好的
第一遍稻场用草叉再翻个身，下层
的稻秸翻到上层，上层的稻秸翻到
下层。经过阿龙二次打场后，所有稻
谷才会从稻秸上脱离，这稻场才算
打得透熟。

石磙不停地碾压，打过的稻场
十分板结。翻场的男男女女都来了，
十多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把草叉。

夜色漆黑，场头组长点起了两
盏马灯，用草叉支在场边。在篮球场
一般大的谷场上，这马灯的灯光显
得极其微弱。生产队长拿着电筒，光
束在稻场上扫来扫去。

人们排成横队，从稻场的东边
开始翻场。

当初放场时，乡民是由西往东、
退着步子铺展稻把的。在摇摆抖落
稻秸的过程中，稻秸都向西侧斜。整
个稻场放下来，所有的稻秸都似“多
米诺骨牌”一样从东向西压着。现在
翻场，只有从东往西返回操作，一层
层板结的稻秸才能挑翻开来。从西
往东进行，所有的稻秸都被压迫着，
无法翻动，吃力不讨好。

翻场只能用草叉。草叉的前端
有2根铁打的宽大的叉芒。翻这板结
的稻场，也只能利用叉芒一小把一
小把地将稻秸操起，然后不停地抖
动草叉，使板结的稻秸再次蓬松，也
使夹在稻秸里的稻谷掉落到地上。
稻秸松散后，再用草叉翻到身后，铺
成新的稻场。

稻场板结，即便力气大的男人
翻场时也感到有些吃力。他们每用
力操起一草叉稻秸，草叉柄就弯成
了弧形。最吃力的是女人。女人力气
小，每操起一把稻秸，都觉得很重、
很沉，如同生了根一样。女人操起稻
秸时，便将叉柄紧贴着腹部，憋足一
口气，将稻秸操翻出来……

男人知道女人不是翻场的料，
但农忙季节，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
量。女人翻场，就是帮着男人干
活。明白了这个道理，男人会舍得
吃苦，甘于吃亏。男人们站稳双
脚，挥动大把叉，尽量翻起更多的
稻秸，抖动抖动后再挑翻到身后；
有时，他们也会将板结的稻秸操翻
出来，递到女人的草叉前，让女人
抖动稻秸，翻到身后。这样做，会
让女人更省力气。

十几个人，翻一次场，不到一个
小时就结束了。如果生产队长安排
吃夜顿子，这翻场的时间也许更短。

这一次铺好的稻场，比第一次
更松软，厚度也没有前一次的高了。

咕噜噜，咕噜噜，阿龙顾不上劳
累，又吆着他的大墩牛，来打第二遍
的稻场了。

□沈海波

“鸠占鹊巢”大杜鹃
宋人刘克庄《忆秦娥》词：“枝头杜宇啼成血，

陌上杨柳吹成雪。吹成雪，淡烟疏雨，江南三月。”
词中提到的是一个神话“望帝化杜鹃的故事”。

在周朝末期，蜀王杜宇称帝，号望帝。当时有
个死而复生的人，名叫鳖灵，当了宰相。而那时洪
水为灾，民不聊生，鳖灵凿巫山，开三峡，除了水
患。望帝见他劳苦功高，便把帝位让于他，自己隐
居于西山中。杜宇生前注意教民务农，死后仍不
改其本性，他化为子规鸟（即杜鹃鸟），每到春天，
总要呼唤人们“布谷”“快快布谷”，以提醒人们及
时播种。而此时，正是杜鹃花开放之时，古人见杜
鹃花上上有一块红斑，认为它是杜鹃鸟苦啼而流

出的鲜血染成的，故有“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
赊；尽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

杜鹃鸟是杜鹃科鸟类的通称，主要是大杜
鹃、三声杜鹃和四声杜鹃，通常叫布谷鸟、杜宇、
子规、鶗鴃、催归、郭公、喀咕。外形和行为类似鹰
属，以松毛虫、五毒蛾、松针枯叶蛾，以及其他鳞
翅目幼虫为食。也吃蝗虫、步行甲、叩头虫、蜂等
其他昆虫，为重要的森林益鸟。它看起来比较凶
恶，许多小鸟见之害怕，不敢接近。

大杜鹃总是朝着北方鸣叫，六、七月鸣叫声
更甚，昼夜不止，发出的声音极其哀切，所以叫杜
鹃啼归。

杜鹃鸟是一种是孵卵寄生的鸟，体长约为
32厘米。呈黑褐色，口腔上皮和舌呈红色。上体
灰色，尾偏黑色，腹部近白而具黑色横斑。“棕红
色”。飞行急速，循直线前进，飞行时两翅震动幅
度较大，但无声响，在停落前，常滑翔一段距离。
杜鹃鸟非常狡猾，它自己不会做窝，也不孵卵，却
把产的蛋放在画眉、苇茑的巢窝里，让这些鸟替
自己精心孵化。而且它每飞到一个巢窝里只产一
个蛋。为了占据别人的鸟巢育雏成功，在繁殖期
寻找与孵化期和育雏期相似、雏鸟食性基本相
同、卵形与颜色易仿的鸟窝，多为雀形目鸟类，以
便迷惑寄主不被认出和抛弃。

杜鹃鸟本性很凶残，在别人的鸟巢产卵成功
后杜鹃成鸟会移走寄主的一个或更多的卵，以免
被鸟主人看出卵数的增加，又减少了寄主幼雏的
竞争。更为残忍的是，大杜鹃雏鸟凭借自己强壮的
身体，趁养母外出的时候，会把剩余的卵或后出生
的大苇莺幼崽全部踢到水里淹死，只剩下自己！可
怜的大苇莺妈妈，这时还不知道辛劳喂养的幼崽
并非自己的亲生骨肉，而视作心肝宝贝，日夜奔波
劳碌，捕捉虫子来哺育这个“不义之子”。小杜鹃在
养母的辛劳哺育下，在羽毛丰满自食其力之时，忘
恩负义的杜鹃幼崽便在自己亲生父母的召唤下不
辞而别了，再也不回来看它的养父母一眼！研究发
现大杜鹃虽然自己不抚养后代，但也有领域，领域
范围大约是一公里左右。杜鹃需要保卫的是寄主
的巢，防止被其他大杜鹃寄生。

杜鹃鸟这一系列恶行使它得到了“恶鸟”的
称谓，据说是世界上十大恶鸟之一。可悲的是，失
去自己亲生骨肉的寄主鸟，对这杀子之仇全然不
知，仍然以巨大的母爱，精心哺育着杜鹃，直至杜
鹃成熟长大出巢，远走高飞。这种奇异的母爱，这
种诡秘迷离的母子关系，难道不是鸟类的绝唱

“鸠占鹊巢”吗？也许这个成语就源自于此。“望帝
化杜鹃”与“鸠占鹊巢”这两则故事都是对这个奇
异的鸟做了最好的诠释。

鸟人说鸟

有一种布料叫的确良。
有一种面子叫的确良。
有一种回忆叫的确良。
我们小时候在穿着上的最大理想，就是拥

有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
的确良是一种涤纶纺织品，俗称化纤料子。

尽管夏天的确良衬衫穿在身上闷热，皮肤痒痒
的。可对于忍耐性极强的我们来说那都不是事。

的确良面料色彩纯正不褪色，耐磨易干不
走样，挺括滑爽好清洗。再加上不耍布证购买，
在上世纪70年代红极一时，成了人们追求的奢
侈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没有任何一种布
料受欢迎的程度超过当年的的确良。

物质匮乏的年代，买油要油卡（每人每月4
两），买米要米卡（每人每月24斤，特殊人群除
外），买布要布证（每人每年约一丈左右）。购买
的确良尽管不需要稀缺的布证，但是它的价格
还是不菲的，一件衬衫要一个人半个月的工资，
普通人家须举全家之财力，才能为家中地位较
高的人添置一件的确良衬衫。谁家有人穿上的
确良衣服，全家人倍有面儿，跟着骄傲。

作为家中长子的我，上初中时穿上了人生
第一件白色的确良长袖衬衫。

那件的确良衬衫，颜色白得纯正无邪，明亮
耀眼。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每天穿着这件衣服
上学，人特别的神气，腰挺得直直的，走路脚下
生风，说话声如铜钟，遇到人主动打招呼，还用
手整理整理的确良衬衫，生怕人家看不见。

每天到教室，仿佛每个同学都向我投来羡慕
的眼光，走在路上连路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我
明显地感到他们眼神里传来的赞叹与赞美。

那段时间的确良衬衫已经好像不仅仅是一
件衣服，而是我向他人炫耀的资本，咱是有钱人
家的。

自从穿上那件白色的确良衬衫，人有点神
经了。

“人前显贵，人后受罪”这经典名言，全方位
地概括我穿的确良衬衫时的真实情况。的确良
衬衫给我挣足了面子，同时也给我带来不少烦
恼。正所谓世事无百好，总有一分弊。

每天下午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的
确良衬衫，拿来面盆，舀来清水，找来肥皂，仔细
地清洗衬衫。衬衫正身很好洗，就是领子不太好
洗，打上肥皂用手搓，怕把挺括的衣领搓松了，
用板刷刷怕把衣领刷毛了，只好在手指上涂抹
肥皂，再用手指在衣领上轻轻地来回擦，直擦得
衣领干干净净，洁白如霜。衬衫洗好后，还要到
大河里汰。

衣服汰好后，回到家找来家中唯一的晾衣
架，把汰好的衣服晾在晾衣架上，挂到屋檐下晾
干。自打穿上的确良，放学后其他家务都不干
了，就忙一件事，洗的确良衬衫，因此常常受到
家人的责怪。而对于习惯性地放学后把家务做
得逸事逸当的我来说，面对家人的责怪心里也
是不好受的。

的确良衬衫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不
久因为的确良衬衫我和同学还发生了一次难以
忘记的纠纷。

穿上举全家之力买的白衬衫，行走在教室
里，须提臀、踮脚、侧身、移步。担心学桌的边边
角角触碰到珍贵的白衬衫，使白衬衫受到损坏。
和同学在一起，也时刻保持警惕性，生怕他们的
手摸脏我的白衬衫。

一天下课，有人悄悄告诉我，我的白衬衫后
腰上有不少圆珠笔的画痕。我解开衣服，尽量把
后腰部分往眼前拉，扭头一看，不得了，后腰那
里真有好几道画痕。我立马紧张地吼了一声：是
谁画的？

我的吼声引来不少同学围观，很多同学看
了画痕位置，一致推断，是我后座徐美丽干的。
同学们纷纷提议，找徐美丽算账要她赔。

刚好离开座位的徐美丽从外面回到座位
上，在众人的怂恿下，我转过身，居高临下地对
坐着的徐美丽大声道：你为什么画我衣服？徐美
丽端坐在座位上，平静地说：我没有，是你自己
往后靠，自己蹭上去的，怪谁啊。我一时哑言，和
我要好的同学纷纷指着徐美丽说：你的笔放在

文具盒里，他怎么能蹭到呢？你为什么把笔尖对
着他？徐美丽笑笑说：我愿意。众人一时都无言
以对，面面相觑了。

这时同学许龙庆拨开人群，对我说：别吵
了，快到我家里把画痕洗掉。我疑惑地问：能洗
掉吗？许龙庆胸有成竹地说：能！快走吧。

课也顾不得上了，我随着许龙庆跑到粮食局
家属区，他从家里拿出牙膏、面盆、吊桶，领着我到
粮食局的大井边。我脱下白衬衫给许龙庆，许龙庆
把有画痕的地方，沾点水，再挤点牙膏，轻轻用手
搓，搓好后，用清水一汰。奇迹出现了，白衬衫上的
画痕不见了。我感激地望着许龙庆，喃喃自语：这
下回家躲过一劫了，谢谢你！许龙庆回应道：谢什
么，别婆婆妈妈的，快去上课！

白衬衫事件之后，我和徐美丽形同陌路，势
不两立。

多年后同学聚会，有同学当着徐美丽和我
提到当年白衬衫事件。徐美丽笑着说：我就看不
惯他那嘚瑟样，我故意把圆珠笔对着他，就是要
他白衬衫上有画痕。听了徐美丽如此一说，我也
笑了，并对徐美丽说：我还要感谢你呢，自从白
衬衫被你画过后，上学我几乎不穿它了，换上了
原来的粗布衣服，穿上原来的衣服，我又成了原
来的我，人也舒服多了。说完，我伸出右手主动
和徐美丽握手言和，冰释前嫌了。

不久前在家里整理衣柜，居然还找到那件白
衬衫，看一看还是那样的雪白，摸一摸还是那样的
挺括，嗅一嗅还是那样的味道。抚摸着手里的白衬
衫，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把它扔进了垃圾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