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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风光

散文随笔
□许生德

一根扁担挑着岁月，乡间小

路，只管兼程；一顶斗笠遮挡风

雨，两只脚印烙出生活。售货郎走

村串户，把每一天的期待都放在

乡间小道，只有多走一步，多到一

村，才能把日子过好，田野村庄间

孤独身影，一步一个生活的艰辛。

“货到了，快来买啊！”一声声

吆喝带着嘶哑声调，唤醒单调的

村庄，手中的拨浪鼓“咚…咚咚”

“咚…咚…咚”。这是物资相对匮

乏年代闽南乡下常常看到的售货

郎标志性的“叫卖声”。小小的售

货郎，活泼了乡村生活，沟通了乡

村的物资有无，当年的售货郎很

受乡村妇女的喜爱，也是农村单

调生活的一道小风景。

“来了，售货郎来了！快去村

头的榕树下看看。”

村里的妇女一个告知一个，

三两结群赶往村头的榕树下。售

货郎都是城镇里的居民（当年农

村社员不能做小生意卖买，城镇

里没有工作的居民才能做），以到

公家百货批发日常用品，挑着到

乡下卖，赚点差价，维持日常生

计，也方便乡村民众的日常用品

需要。售货郎一般会相对固定跑

周边十来个村庄，特别是山村，当

时有一首好听的唢呐《山村来了

售货郎》，可见当年售货郎在农村

的生活中的不可或缺和深受欢

迎。售货郎要肩上挑着沉沉的特

制货架，一手摇着拨浪鼓，村东头

的榕树下就会招来许多家庭妇

女，大姑娘小媳妇围着售货郎的

担子，等着售货郎把担子放下，掀

开这副特制担子。

我们先来看看这副特制的担

子，担子都是用木头做的等边五

边形，可能有三四层，都是可以拉

出来的抽屉，最上面层分成多格

是用玻璃罩盖，可以掀开，家庭主

妇需要的针头线脑、拉链纽扣、别

针橡皮筋；小女孩喜欢的彩色头

绳、发夹、花手绢；大老爷们的卷

烟纸、打火石（火柴要凭票）等等

应有尽有，除了当年要凭票证供

应的商品，在售货郎这都可以买

到。把两边架子拼合起来，再把每

层的抽屉拉开，就像变戏法，简直

就是琳琅满目小百货店。

经常到我们村的售货郎其实

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齐

耳短发，中等身材，略显清瘦，脸

上总是带着浅浅的微笑，常年行

走乡村，经受日晒雨淋，脸上和村

里的妇女并无二样，只是从眼里

给人透着一股城镇卖买人的小精

明。村民们都叫她“敏姑”，敏姑把

东西摆得整齐有序，她和村里的

家庭主妇们显然是熟客，一边卖

买货品，还会一边拉拉家常。聊城

镇人的生活习惯，聊着人间烟火，

我们每天眼睛一张开就要花钱，

米要从粮店买，菜要到菜市场买，

就连酱油盐巴都要到商店里买，

烧火还要到柴火市场买，处处都

要花钱。农村虽然现金少，但油、

米、菜、柴火等日常东西都可以从

生产队集体分到，其实城镇里日

子也不好过。村里大嫂就说，城里

也有城里的难处，乡下也有乡下

的难处。一枝草，一点露，鸡在干

的地方讨吃，而鸭子在湿的地方

讨吃。边买边聊之间不时还带几

句妇人间的悄悄话，尔后爆发一

阵热烈的笑声，撒下一串清音，在

榕树下荡漾着，惊飞了树上的小

鸟，引来不远处一群抽烟的男人

们侧目：娘们集聚在一起就会咋

咋呼呼。这也是那个年代难得的

一种欢乐，一副人间美景，很有烟

火气息。

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谈

话背后透着生活的艰难辛苦。其

实，日子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但似

乎也没有那么糟，人对生活的适

应性是非常强的，也就是韧劲，苦

日子有苦日子的过法，千般磨难

不都过来了，愿世间生活万般美

好都与你我环环相扣，日子越过

越好。

售货郎脸上扬着笑容，会从

担子中掏出一些货物，这是王婶

交代的拉链，这是李婆婆交代的，

而纯朴友善的村里女人们也会给

敏姑端来一碗开水，一块烤地瓜。

大家对敏姑非常信任，因为从售

货郎买的东西不会比商店贵，就

是既方便又实惠，人与人之间就

是要有一种诚信，而彼此靠近，售

货郎也是凭着信誉受到村民们的

欢迎。甚至少量东西还可以农副

产品交换。

售货郎都有一个大概时间到

各村，如初一、十五的上午在这村，

下午在隔壁村，再来初二、十六那

个村，十里八乡的都是约定好的，

除了下刮大风下大雨，可以说风雨

无阻，这样轮下来，大约十天半个

月会来村里一次，如果按约定时间

售货郎还没来，一些主妇就会踮起

脚尖，伸长脖子，向村口来路眺望，

售货郎的到来成了农村妇女们贫

苦枯燥生活中的一点盼望，就像平

平淡淡的水加点糖一样。

售货郎是村里主妇们的最

爱。那时村中小巷里也经常出现

挑着两个箩筐的卖好吃糖的小

贩，卖好吃糖的小贩是拿着一把

小铁锤敲着一片用来斩好吃糖的

刀片“哐…哐…哐、哐哐……”用

拖腔拉调的声音：“卖好吃糖哟，

卖好吃糖哟，快来买啰”，“把家里

没用的东西拿来换好吃糖哟”。

“哐…哐…哐”是吸引小男孩的，

小男孩一听卖好吃糖的来了，就

会把早已藏好的准备换好吃糖的

东西（当年称废品）拿着奔向“哐

…哐…”响声的方向，通常是破铜

烂铁、牙膏皮、鸭毛等。卖好吃糖

的小贩一般都是中老年汉子，脸

上都带有一股狡黠神态，眼睛贼

溜溜的，他把小男孩拿来换的东

西在手上一掂量，眼睛斜着打量

一下小孩，掀开用粗布盖着的用

麦芽糖、红糖加面粉制成的好吃

糖，用小刀片和小锤子在边上斩

下一块，再用余光瞟看一眼小男

孩，又斩下一小块，算是加补的，

给小男孩一种心里满足。如果小

贩不再斩一小块，小男孩就会一

直瞪着小贩，直到小贩再补一小

块，然后小男孩心满意足地抓起

好吃糖放进嘴里，一边舔着一边

兴高采烈地跑开。

“咚…咚咚”“咚…咚…咚”为

女人们而响起，而“哐…哐…哐”是

吸引小男孩的，售货郎和卖好吃糖

的小贩产生于上世纪的那个年代，

为农村乡亲们带去了生活中的一

点点色彩，农村生活本来枯燥，因

为有了售货郎和卖好吃糖的小贩，

生活还是有点意思的，支撑着当时

人们走过那段艰难的时光。针头线

脑解决了家庭主妇的生活必需，一

条花手绢、一段彩色的头绳给小女

孩们带去了美和笑声。而卖好吃糖

的小贩也给小男孩们带去贫苦生

活的一点小甜蜜。

生活总是在慢慢变好的，社

会也在不断的进步，售货郎和卖

好吃糖的小贩已经从我们的生活

中完全消失了，但在老百姓的记

忆中总有那么一段历史影子，好

似阳光下乡间小道那个戴着斗

笠、挑着担子的售货郎的背影往

村里赶路；好似一声声：“卖好吃

糖哟，卖好吃糖哟，快来买啰”在

耳边回响。泰戈尔说过：“这个世

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历

史过程中经历过，出现过，真实相

伴过的小人物；每一个用力生活、

辛苦打拼的人，都应当认真地被

记忆，别小看这些曾经在不同年

代出现的小人物、小角色，让历史

车轮上留下他们的一条辄。这样

日后想起来，会少些遗憾，多些欣

慰和感动。

厦门渐成影视出品沃土
优质影企落地影视剧组留驻

□叶子申

日前，由厦企出品的音乐励

志电影《我们的歌》，在厦正式启

动拍摄，将重点讲述中国少年先

锋队队歌诞生的故事。记者走访

获悉，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不断

发展，厦门正逐渐成为影视出品、

影视制作的沃土。

“厦门出品”走进热播影视剧
日前开机拍摄的治愈系励志

电影《我们的歌》，以《中国少年先

锋队队歌》诞生地厦门为背景，讲

述了一个逐梦音乐的励志故事。

据悉，该片有着众多的“厦门元

素”———由厦门市张品成文化传

播有限责任公司出品，厦门清泉

美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厦

门永同昌集团投资，来自厦门的

青年导演邵大卫执导。

“剧组将本着说好厦门故事、

创作厦门原创的态度，力图打造

出一部原汁原味的厦门本土电影

精品。”邵大卫告诉记者。

除了电影《我们的歌》，另一部

由众海世纪(厦门)影业有限公司出

品的网络大电影《重度催眠》，将于

3月份正式开机。据悉，该影片讲述

了女主角张丽在目睹父母贩毒并

在扫毒行动中被警察击毙，从而患

上重度心理疾病，后在心理治疗过

程中，牵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的精彩故事。出品方表示，希望通

过影片的持续传播，让更多人关注

到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让这部直抵

灵魂的电影在更多人心间砸出声

响，激荡出百转回音。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多部

“厦门出品”的影视剧上映并受到

关注。其中，去年暑期上映并取得

不错票房的电影《白蛇 2：青蛇劫

起》，其联合出品方之一是抖音文

化(厦门)有限公司。据企查查显示，

该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在厦门成

立。在《白蛇 2：青蛇劫起》之前，该

公司参与出品《我和我的家乡》《拆

弹专家 2》等多部热门电影。

此外，去年年中，由厦门恒业

影业联合出品的电影《扫黑·决

战》，也获得了 4亿元票房。据悉，

这是恒业影业总部签约落户厦门

后，由厦门恒业影业出品并发行

的首部院线电影。而在去年 4月，

由厦门恒业影业出品的电影《在

最好的时光遇见你》，也于集美开

机。恒业影业集团副总经理张国

荣表示，该公司未来将逐步把产

业链上的出品制作、宣传发行、艺

人经纪、实景娱乐等核心业务落

地厦门。

影视企业纷纷来厦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厦门出台了

一系列影视文化发展政策，对影

视类企业给予重点扶持及政策优

惠，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影视企业

来厦落户发展，其中不乏中影集

团、华策影视、正午阳光、恒业影

业等一批头部影视企业和明星工

作室。

厦门市影视文化产业协会有

关人士告诉记者，随着优质影企落

地、影视剧组留驻，厦门也逐渐成

为影视出品、影视制作的沃土。数

据显示，去年厦门市电影剧本备案

143部，重点网络影视剧备案 102

部，发行电视剧 8部，影视剧备案、

公映和发行等数量均居全省首位，

出品了《山海情》《绝境铸剑》《绝命

使命》《扫黑·决战》等一大批热播

热映影视作品。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接下

来，厦门将继续发挥“金鸡奖”引

领创作和奖励优秀的领航作用，

鼓励电影人扎根创作，丰富“厦门

出品”电影，将厦门打造成有影响

力的中国电影出品地。

（来源：海西晨报）

种下蝴蝶兰开出致富花
□林辉 欧阳荣华

近日，在位于惠安县辋川镇的家兴农场蝴蝶兰基地内，

花农正忙着固定花枝、打包、装箱，把花卉运往全国各地销

售。该基地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拥有 10多个品种、2万余

株色彩斑斓的蝴蝶兰。据统计，今年省内蝴蝶兰销量 300余万

株，一盆10株的批发价通常在 300~600 元。近年来，花卉已成

为惠安县新兴特色产业。 （来源：东南网）

文化艺术

近日，在平潭综合实验区中楼乡大坪村的马铃薯种植基

地，农户忙着喷洒养护液，预计 3月将迎来丰收。近年来，平

潭以沙地马铃薯绿色、高质、高效栽培为目标，成为福建省冬

作马铃薯发展最快的区域。 （来源：东南网）

沙地新绿
□谢贵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