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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儿时拔猪草
我小时候的农村，麦田一大片一大片

的，一眼望去像绿色的地毯。风吹过，一层层
麦浪像行走在麦田的精灵，灵动而又养眼。

每天下午放学后，给家里的两头猪拔猪
草是我的任务。我提着小篮来到村西的野
地，那是一小片荒地，可能因为面积小又不
规整，所以并没有种庄稼。地里长满了各式
各样的杂草，是村里孩子们拔猪草的好去
处。猪并不是什么草也吃的，它们最喜欢吃
的是猪耳朵草，后来我知道那其实是车前
子，是一味中药。地里并没有多少猪耳朵，但
是我能快速地分辨出哪种草猪爱吃哪种不
爱吃。

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一起去拔猪草，这一
片野地可以让我们玩得很开心。有一种草可
以夹到眼睫毛上，还有一种草叶子一面是红
色的，可以挤出汁液染指甲，女孩子最喜欢
找这种草玩，满足自己臭美的愿望。大胆的
男孩会抓蛇虫子，他们会把它的尾巴弄下
来，看那尾巴在地上摆动，然后互相指着说:

“骂你呢！骂你呢！”
贪玩的结果，就是天快要黑了，篮子里

的草才刚刚遮住篮底。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
主意，把木棍放在篮底支撑起一个空间，上面
盖上小部分猪草，看起来篮子里的猪草就很
多了。于是孩子们纷纷效仿。我们先找几块合
适的木棍，在篮子底下形成一个空间，然后把
猪草覆在上面一层，再把上面的草抓得松散
一点。这样一加工，堪堪盖住篮底的猪草转眼
就成了大半篮。再胡乱拔几把新鲜的放在上
面，看起来就是很好的一篮青草了。

做好了伪装只是第一关，还有很重要的
一关就是回家后不要被母亲发现。好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回家都不算早，母亲一般都在家
里做饭，不会在门口等着我检查。到家后，赶
紧偷偷摸摸往猪圈走，把草和木棍一起扔进
去。那两头猪哼哼唧唧的吃草声在我听来是
最好听的音乐。“快吃吧！快吃吧！吃了就没
有证据了。”我在心里念叨。等个一两分钟，
估计母亲看不出端倪了，我再把篮子往墙角
一放，大声喊:“娘，我回来了！”

后来长大后跟母亲说起这事，母亲说：
“只要你每次回来直奔猪圈我就知道你又偷
懒了，你也不想想，即便你用木棍撑了看起
来满满一篮子，放猪圈里也是一小堆，猪也
吃的没你想象得快，我一看就知道了。”原来
如此！我竟然还沾沾自喜了那么多年！

儿时这段拔猪草的记忆，你有过吗？
孟祥杰

吴 化 学 ，原 名 吴 金 声 ，
1918 年 10 月生于山东省寿光
县卧铺乡吴家卧铺村。1925
年，中共寿光党支部成立，张
玉山任书记，开始四处活动，
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吴
化学，思想活跃，追求变革。
1930年，13岁的吴化学，就虚
报年龄，加入了共青团，并很
快转为共产党员。1932 年，他
任卧铺乡党支部书记。1934
年，曾潜入韩复榘部做党的兵
运工作,后在卧铺小学任教。

卧铺乡与台头镇相邻，在
这一地区活动的有两个重要
人物，即台头镇的褚景塘和陈
少卿（陈华章）。褚景塘，在县
立第一高等小学上学，共青团
员。陈少卿是褚景塘的密友，
经他介绍，也加入了共青团，
后转共产党员。陈少卿担任了
六区（今台头、卧铺一带）宣传
委员和区委书记。吴化学就在
这个时期加入了共产党，并在
褚景塘、陈少卿领导之下。

1933年，山东省的党组织
遭到严重破坏，党员转入地下
活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4
年5月，济南乡师和兵工厂的
赵健民、王文轩、陈太平组成
了济南市委，并与党中央北方
局书记黎玉取得了联系。在黎
玉的领导下，赵建民、王文轩、
姚仲明等，又分别回到家乡寻
找党员，恢复当地党的组织。

1934 年冬陈少卿返回寿
光，通过王文轩与上级党组织
取得联系，并和好友褚景塘一
起，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
这时吴化学、侯荫南等，与褚
景塘、陈少卿恢复了与党组织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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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后，
吴化学任八支队大刀队队长。
后八支队奉命东进蓬（莱）、黄
（县）、掖（县），与七支队合编，
消灭顽军、打退日本海空军进
攻后，又挥师西返邹（平）、长
（山）打退了八股土顽向清河区
的进攻。其中配合保卫武汉正
面战场，与日军作战多次，保卫
山东抗日总部、创建中心抗日
根据地，并于当年十二月挺进
到鲁中南，转战于沂蒙山区。

1938年秋，吴化学随部队
挺进沂蒙山区。他先后被选调
到山东抗日干校和抗大一分校
文工团组建的宣教队学习，除
学习政治、军事外，还学习了戏
剧、音乐、绘画理论，并与王杰、
李林、阮若珊等名家一起登台
唱歌演戏，接受了艺术实践的
锻炼。

1940年春，吴化学返回鲁
北战区，任清河军区清东剧团
团长兼导演。在以后的两年时
间里，他带领20多名小战士，克
服种种困难，排演了数十个戏

剧、曲艺、歌舞节目。其中，既有
话剧、歌剧、舞蹈等，又有根据
实际战斗生活自编自演的节
目，例如，根据部队在寿光县北
河村缴获敌人一挺九二式重机
枪的战斗故事编演的广场剧《胜
利的北河战斗》；根据当地一名
儿童团员机智勇敢地活捉了一
名汉奸的事迹编演的话剧《捉汉
奸》；根据我军在广饶县水磨村
英勇战斗的故事编演的舞蹈《战
斗舞》；以及大鼓书《夺机枪》、京
剧《王定保参军》等。这些节目，
不仅主题思想鲜明，而且形式多
样、生动活泼，深受广大抗日战
士和人民群众的欢迎。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编
导了20多个节目供剧团演出；
同时在《群众日报》、《曙光》报
上发表了《反扫荡的烽火》、《十
月革命的曙光》等诗歌作品。战
火为他提供了创作的素材,战
火要求他强烈地反映战斗生
活,又是战火指引他走向创作
的深层。(未完待续)

李沣 整理

吴化学说：“1937年 7月7
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卢沟桥震
动了全国，震怒了我们伟大的
中华民族！当此千钧一发之际，
我党中央立即向全国发出通
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
民族危急！号召‘全国人民、政
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
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
寇的侵略’！与此同时，号召我
党地下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
队去’！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投笔从戎，组建抗日游击队，动
员广大群众参军参战，抗日救
亡。作为一名地下中共党员，接
县委书记陈少卿同志通知后，
我马上就离开卧铺小学走出课
堂，与王墨庭、侯连三、王淮湘、
褚景塘、褚方普、孙月望、王佐
之等党员同志，到寿光南台头
褚景塘同志家里开会研究抗日
救亡事宜，经反复对《抗日救国
十大纲领》等党的抗日主张研

讨后，于当年八、九月间成立了
抗日救亡小组，宣传我党抗日
主张，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并积
极筹划组织抗日武装。”

1937年10月，中共鲁东工
委成立后，工委组织委员张文
通受命赴寿光开展抗日武装的
组建工作。在张文通与寿光县
委书记陈少卿组织下，寿光县
委于11月上旬，在牛头镇的共
产党员马保三家中召开县委扩
大会议，具体部署如何发动武
装起义。嗣后，“从各地集中来
的游击队员共同在寿光县牛头
镇乡公所门前的军旗下，参与
了八支队起义的壮举。在起义
誓师大会上，八支队指挥员马
保三宣读了《八支队成立宣
言》，张文通、王云生等领导人
也讲了话。进行编队之后，这支
抗日武装力量就正式成立了。”
（吴化学：《八支队赞——寄调<
沁园春>》

从大刀队队长到清东剧团团长

参加牛头镇武装起义

吴化学的摄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