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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本勇
小船称为溜子，在马踏湖

区是方言土语，这里的人们祖
祖辈辈这样叫着，意为小船像
离弦的箭一样，在水面上飞快
地行驶。

俗话说南船北马，泛指南
方多水，北方多陆。然而在鲁
北平原的马踏湖，也可见到操
舟渡河、运载物品的北国江南
水乡之景。散居在湖区的十
几个村庄，均匀地分布着。自
横的木船，悠闲地泊在码头。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把木船
称溜子。马踏湖里的溜子，只
有一个光溜溜的船身，船体虽
小，载的分量可不轻，一吨多
重的货物不在话下。溜子能
坐十几人，中间也可设桌，稳
稳当当。

大海大江大河里的船是
造的，马踏湖里的船是打的。
从我记事起，湖区人把打船称
作“打溜子”。马踏湖溜子主
要以松木、柏木、桐木等优质
木头为主原料，辅以铁钉、麻
丝、石灰、桐油等。钉木船要
选择天然的老龄树木，树龄要
求必须在多年以上，这样的木
材材质结实、有韧性，所造之
船吃水浅、浮力大、能载重，轻
巧灵敏而且坚固耐用。船造
好之后，为了让船板防腐，保
证船体经久耐用，必须油船三
遍，等桐油完全干透后就可以
下水了。

溜子也需要维护和保养，
每年湖水结冰前，人们都把自
家的溜子抬上岸，用木架或者
板凳将其搁起来。找来当地
的捻工，将麻捻塞紧每一条船
缝，然后再用桐油与石灰合成
的油腻子封牢。湖区人把这
个修船的过程，称之为“捻溜
子”。冬天湖水冰层很厚，溜
子停在水面上，不但会冻坏，
而且大风容易刮出裂痕。最
好的办法是将溜子沉入水底，
来年开春再从水中打捞上来，
保准完好无损。

早些时候，湖区还有比溜
子小一点的枪排子，是专门打
鸟用的。溜子前头有蒙头，而
枪排子没有。溜子一根船梁，
枪排子两根船梁，船梁设有两
个枪槽，一高一低，分别放入
两支比土枪大且重的排枪。
十几支枪排子进入湖区后，如
遇野鸭等诸鸟，猎人们就会开
枪。先开低一点的那支排枪，
这时，野鸭等诸鸟就会惊起，
猎人们马上再开高一点的那

支排枪，铁砂子打鸟，十拿九
稳。大溜子长5.6米，宽1.5米；
小溜子长4.2米，宽1.2米；枪排
子和小溜子差不多一样大小，
只是船帮略矮一点。抗日战
争时期，枪排子打跑了前来湖
区扫荡的日军。

上世纪90年代，湖区有了
铁皮溜子，上漆红色。铁皮溜
子比木船大，载的分量大，但
是撑起来费劲也大。木溜子
每年都要维护，成本较高；铁
溜子经常除锈，每年都要重新
刷漆。这几年还出现了玻璃
钢做的溜子，结实耐用，不用
维护。

在马踏湖，水路都是相通
的。这里的人们都在走水路，
水路和溜子几乎成了沿湖村
子的“标配”。湖区有纵横相
连、交织成网的水路2100多
条，全程合计400多公里。这
些水路或长或短，或窄或宽，
沿湖各村少的几十条，多的几
百条。不过，请放心，这里绝
对没有“死胡同”。哪条水路
通到哪块地头，哪块荷塘、鱼
塘，从哪里进哪里出，湖区人
都熟稔于心。

在马踏湖区，以村居分南
坡和北坡，芦苇、莲藕、鱼类为
主的水地多在北坡，小麦、玉
米、地瓜为主的旱地多在南
坡。记得小时候有一年秋收，
我和弟弟撑着装满玉米的溜
子回家。傍晚，我撑着溜子前
行，和弟弟忍不住哼起了儿
歌：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
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
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
蓝的天……起初还行，可是走
着走着，由于水涨风大，加之
年幼的我们不懂深水中如何
使唤溜子，溜子进桥孔时翻
了。别担心，从小在水里摸爬
滚打的俺兄弟俩，都会在水里
扑腾两下，肯定淹不着。但是
打这以后，父母再也不让我们
撑着溜子上坡了。

在湖区人心里，溜子是游
走的桥，也是休憩的巢，甚至
是家的一部分。

置身湖心放眼环望，湖区
广布生有芦苇的浅滩洼地，且
多有条块分割的深沟大台田，
其上生长着庄稼、蔬菜、瓜
果……湖区的天然芦苇荡足
有2万多亩，藕田4000多亩，蒲
田500多亩。这些湖区特产生
长起来，全身上下都鼓着劲
儿。另外，还盛产鸭、鹅、蟹、
虾、鱼等。每逢收获季节，湖

中散发着清香。这时，溜子正
式派上了用场，它们在弯弯曲
曲的河道里行驶，一只接一只
出入桥孔，驶向岸边。

如同柴米油盐成了日常
生活的必备品一般，什么时
候，什么事情，湖区人离得了
溜子？

割苇、运苇、码垛可称为
马踏湖特有的劳动场面。记
得我读初三那一年，正值立冬
过“苇秋”，为了减轻父母的压
力，十五六岁的我也加入其
中。通常是父亲在苇地割苇，
我撑溜子运苇，母亲在场院码
垛。平日里撑着空溜子转悠
还行，但是装上满满的货物，
就不一样了。从生产队的场
院到北坡的苇地，少说也得两
公里。我撑着装满芦苇捆的
溜子，从苇地启程后，顺主河
道返回。主河道一共七八座
桥，有石拱桥、泥土桥，也有木
头桥。只见忙碌的溜子从一
个个桥孔进进出出，非常热
闹。离生产队场院还有二三
百米的时候，河道分叉，好多
的溜子碰撞在了一起。由于
撑溜子时间长，我的体力不
支，竹篙用力不足，溜子倾斜
后开始进水。撑着溜子跟在
后面的大叔大伯大声吆喝我，
让我赶快把溜子撑到岸边。
我缓过神来，拿起竹篙插入
水中，把溜子紧紧往岸边逼
靠。尽管这样，溜子还是被
水淹没了。得知消息的小叔
叔告诉了母亲，他们撑着溜
子来支援我。母亲和小叔叔
首先把芦苇捆一个个拖上
岸，然后又喊来村民帮忙，一
块把溜子拖上岸，直到溜子
里面没水了再放入河中。母
亲、小叔叔和我重新把芦苇
捆装入溜子，运至场院。尽
管天气寒冷，河水冰凉，但是
母亲、小叔叔和我都满头大
汗，累得可不轻。

湖区人都有撑着溜子进
湖挖泥脱坯的习惯，“早晚二
十五个坯”，谁还会相信鲁北
平原上竟然有这样的天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区居民
大多数还是建土坯房，少量砖
瓦房都是古宅，很稀罕。土坯
房使用土坯建成，用土坯就得
脱坯，脱坯就是用模子把湖底
的泥制成土砖。湖区人撑着
溜子下湖挖泥，多在炎热的夏
天，一来下水不凉，二来土坯
干得快。下湖挖泥还要会水，
因为你不光用锨深入湖底铲

泥块，还要把泥块完整地从水
里取出放进溜子里。淹死的
都是会水的，对于湖区的大人
孩子来说，这话不顶用。不
过，也有闹心的时候。这个节
骨眼上，人们更关注的是天
气，没有什么时候比脱坯的时
节天气更变化无常。平日里
哪家盖屋打墙，前来帮忙的村
民格外多。

湖区人撑着溜子下湖捕
鱼叫做“拿鱼”，拿鱼的办法真
多，下箔、下阙、捕罩、撒网、垂
钓、拉网、攉鱼、捞鱼、摸鱼等
等，不胜枚举。

小时候，我们经常跟随大
人们撑着溜子下湖捕鱼。爷
爷辈的主要以下箔为主，也叫
摆迷魂阵。湖区人撑着溜子
将打好的苇箔七折八拐插在
湖里，留上几个易进不易出的
小豁口，游鱼误入阵里便会身
不由己，只好等着湖区人撑着
溜子来拿。最“灭绝门户”的
捕鱼方式算是攉鱼了，估计全
国知道这个词语用途的只有
马踏湖区这个地方了。攉鱼，
主要是我们这些光着屁股一
起长大的孩子们干的活儿。
攉鱼前，我们撑着溜子先选择
一条鱼可能较多的河汊，叫做
寻湾子。找到位置后，就用铁
锨铲来硬实的泥块，截堵几道
堰子，降水拦住。然后，分段
用水斗或者水盆将水攉到堰
前的河里。湾子的水攉干了，
鱼子鱼孙来了个一锅端。然
后，我们把收获的鱼虾放入水
盆，撑着溜子乐呵呵地回
家了。

可见，马踏湖里的人和溜
子有着不解之缘。他们串门
走亲戚、赶集上店、送孩子上
学用溜子，下湖捕鱼捉蟹、放
鹅放鸭用溜子，侍弄蒲苇藕以
及 台 田 上 的 庄 稼 也 用 溜
子……溜子不用时就泊在河
里，湖区人不管离开这里多
久、多远，他们都熟悉溜子，就
像他们熟悉的亲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踏
湖溜子大大减少了。现在，
沿湖各村的溜子大多专门为
前来的游客服务。游客端坐
在溜子中的小马扎上，听洼
里人绘声绘色说湖光水色、
风物特产、民间风俗、名人轶
事、传说故事等，洼里人讲得
生动，游客听得入迷。溜子
载着湖区人的生活，也载满
游客们的兴致，这种拥有是
永远的情致和财富。

马踏湖溜子

父亲的“糊涂经”

□ 王国梁
认识父亲的人，对父亲的评

价有两个相反的方面：有人说，
你爸这人呢，糊里糊涂的，啥事
都不挂心；还有人说，你爸是个
有心人，别看他大大咧咧的，心
里可清楚呢。

那次我跟父亲说起这事，他
哈哈一笑说：“糊涂好，难得糊涂
吗；清楚也好，心中有数吗！”仔
细想想，其实父亲有他的一套

“糊涂经”。
父亲的第一条“糊涂经”是，

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家里的
小事，母亲找父亲商量，他的口
头禅是“随便，你看着办”。比如
家里添置碗盘，过年给孩子买衣
服，给双方父母买啥礼物，老李
家娶媳妇随多少礼，诸如此类的
事，父亲总是置身事外的样子，
让母亲决定。渐渐地，这类事情
母亲不再同父亲商量，自己就拿
了主意。有时候别人问起来，父
亲一脸茫然：“不清楚啊。”别人
见父亲糊里糊涂的样子，便以为
父亲在家没有地位，都是母亲做
主。其实，家里的大事都是父亲
说了算。这些年，我家盖房子、
开纸厂、做生意，这些大事的决
断权都是父亲，他拍板了才算
数。因为大事清楚，我们都很佩
服父亲的决断，连母亲都说：“你
爸该清楚的时候，一点也不糊
涂。”

父亲的第二条“糊涂经”是，
得失糊涂目标不糊涂。有一年，
我家因为纸厂亏损欠了不少外
债。父亲决定，先做个小生意周
转一下。母亲是个精细的人，每
天收摊回来都要计算一番，今天
赚了多少钱。赚得多了就眉开
眼笑，赚得少了就愁眉不展。父
亲却从来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
说：“这种小买卖赔不了，咱们不
会赔本卖，怎么会赔呢？这事不
是长远之计，等缓过劲来，咱把
货底一处理，再去干别的。”父亲
有他自己的一套规划和目标。
因为目标明确，父亲并不在乎琐
碎的得失。后来，父亲做了很多
事，人生起起落落，他从不觉得
遗憾。

父亲的第三条“糊涂经”是，
成败糊涂情谊不糊涂。这些年，
父亲跟二叔两个人去过东北做
生意，跟邻村的曹叔一起开过造
纸厂，还跟他的同学赵叔一起开
过汽水厂。很多人都知道，生意
场上利益分明，合伙人经常因为
各种原因闹掰。可父亲跟这几
位叔叔的感情却越来越深厚。
他们一起做生意，有赔有赚，有
成功有失败。无论什么时候，父
亲不会把成败和利益放在心上，
他认为情谊才是最重要的。以
前母亲爱计较，总抱怨父亲太糊
涂，吃了亏也不知道吭声。可渐
渐地，母亲受父亲影响，也不那
么爱计较了。大家知道父亲重
情重义，都很敬重他。

父亲的“糊涂经”是父亲获
得快乐和幸福的秘诀，也包含着
人生的大智慧。潜移默化中，父
亲的“糊涂经”也影响了我。把
日子过得糊涂点，把人生规划得
清楚点，生活中就没那么多小烦
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