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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已经
三十多年了。繁华的城市，车水马龙，
流光溢彩。但永远也忘不掉那个生我
养我、魂牵梦绕的小山村。乡愁是一棵
没有年轮的树，永远都不会老。

我的家乡，地处塞北雁门关外。“雁
门关外野人家，不植桑榆不种麻。百里
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
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

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这首明代
兵部尚书王越的诗，就是家乡的真实写
照，是古人眼中的苦寒之地。

家乡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地
势倒也平整。由于气候原因，从我记事
起，村里住的都是用山上的石头碹起的
窑洞。冬天，厚实的窑洞任凭外面寒风
怒吼，里面照样暖意融融。坐在热乎乎
的火炕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夏

日里烈日炎炎，骄阳似火，窑洞里面还
是清凉一片。它像极了山里人的品格，
憨厚，实在。村里唯一的水源就是那几
十年不断流的清泉，没有一点污染的泉
水，清澈见底，甘醇可口，春夏秋冬养育
着家乡的人们，周边村都羡慕不已。夏
天的时候，山上的野花遍地，黄的、蓝
的、紫的争奇斗艳。尤其是山上生长着
一种天然的调味品——“贼茉花”，它是

散发着奇异香味的野生调味品，是乡亲
们调凉菜必备的。还有野鸡和野兔，在
山林中乱窜，引吭高歌的公野鸡展示着
长长的五彩尾羽。最让人心动的还是
那红艳艳的山丹丹花，在山坡上独树一
帜，离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还有那
悠闲的牛羊，轻轻地摇动着尾巴，拍打
着烦人的苍蝇，尽情地用大舌头卷起嫩
草，细细地品尝。在山坡，在草地，可以
无忧无虑地奔跑，躺在松软的青草地
上，花香和草香沁人心脾。倾听着布谷
鸟的欢歌，蝴蝶结伴在身边飞舞，碧空
如洗的蓝天上白云朵朵不知要飘向何
方。

尽管那个年代并不富裕，但那个时
候的快乐却是那么的纯真和难忘。晨
风中炊烟袅袅，几只顽皮的狗在街上追
逐，一只红色的大公鸡站在土丘的高
处，扬脖长鸣。勤劳的村民开始了一天
的劳作。傍晚时分，几声清脆的鞭声，
牛群和羊群披着落霞，不紧不慢，信步
而回。荡起一团团的灰尘，淹没了时光
和岁月。

那个纯朴而土里土气的小山村，总
是闪烁在飘泊在外的我的脑海中。伴
随着人生的苍桑与回亿，故乡，总是给
人无与伦比的亲切。那种融入血液中
的感情是深入骨髓的，难以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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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哪里有爱，哪里就是我的
家。”但是，这所谓的爱是什么呢？友
情？爱情？亲情？

微笑，是每个人都会的，但每个人又
都不会。相互矛盾，又合乎常理。你对
别人微笑，别人也会回你一个微笑，这就
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升入高一的我，好像逐渐变得成熟
起来，也更深刻地感受着爱的真正含
义。感觉像在艰难向上爬山的时候，总
会有一个人，像一张大网一样，在下面时
刻保持紧绷的状态。

我的父母是一对开饭店的夫妻，勤
勤恳恳地工作，快快乐乐地生活。我和
姐姐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生活按步就班，也有难以避免的坎
坎坷坷。我仍记得那些灰蒙蒙的日子。

“你爸爸病了，暂时不能工作了，所以我
比原来更忙，你和姐姐要照顾好他。”妈
妈微笑温和地对我说。这惊天霹雳的消
息给我当头一棒，因为我知道，饭店的经
营如果失去爸爸这根支柱，那妈妈说不
定会累垮的。可是现实摆在面前，为了
让妈妈省心，我显得格外听话。

那几天里，我感觉自己长大了不
少。去补课也不用父母接送了，还可以
给自己和爸爸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
给爸爸换药……

谁知道现实多么残酷，没过几天，妈
妈也累倒了，我看着妈妈那疲惫不堪的
面孔，感到了无比的无助，我不知道该怎
么办。但是，作为一个在父母眼里乳臭
未干的孩子，一个父母用心呵护长大的
女儿，我深知我自己应该坚强。以后几
天，我到饭店帮忙，因为饭店有姨姨们帮
忙看着，所以我的负担减少了许多。

没过几天，妈妈身体恢复得差不多
了，但医生建议不可劳累，可妈妈还是坚
持回到了岗位上。就在那时，我看到了
一个坚强的母亲，一个任劳任怨的母亲，

一个普通而伟大的母亲。她满是皱纹的
脸上流着汗水，粗糙的手干着永远干不
完的活，可她的嘴角总是上扬着，那一丝
微笑温暖着顾客、员工和亲人们的心。
那一瞬间，灰蒙蒙的天，好像出现了一丝
阳光，照在妈妈的身上。那是我见过的
最美的画面，也是最美的人。

罗曼罗拉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
真正的英雄主义，那便是看清生活的真
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想，妈妈汗水下
的微笑，又何尝不是对这一主义的完美
阐释呢？爱在家中，亦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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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夕照桑河落余晖，碧波荡漾众鸟飞。
岸边杨柳钓金鲤，堤上游人忘记归。

（二）
桑干河水清又甜，点点滴滴润良田。
浇出万亩灵芝草，换来粮油万万千。

（三）
收头作客妹丈家，得暇水库去观花。
蓝天碧水映红日，湖心垂钓大鱼虾。

（四）
桃红柳绿春天里，桑干河畔草依依。
微风吹过水涟漪，笑看美女把步移。

盼春
八十已过容颜老，时日不多情未了。
不知何时春来到，草长莺飞漫山跑。

桃花
春到人间繁花盛，情窦初开潜入梦。
含羞绽放满是情，蜂蝶起舞汝作证。

赞东榆林水库（外二首）

●王鸿雄

忆明海湖
昨夜偶然翻旧照，明海湖边，朋友

开怀笑。浪里飞花千百妙，微风吟唱丰
收调。

窑洞依山杨柳绕，碧瓦青砖，仿古
还新造。赏景这边真美好，阳光沐浴沟
坡草。

挑野菜
谷雨时节挑野菜，携友邀朋，直面

阳光晒。双眼圆睁谁手快？春歌荡漾
云天外。

美女身材真不赖，轻扭柔腰，惹汉
心澎湃。金色小河披玉带，山村景色别
一派。

蝶恋花二首
●高瑞宇

卜算子·春回
泥燕绕梁前，裁剪巢如故。俯首耕

牛犬撒欢，解冻河流诉。
夜雨坠香珠，泛绿榆钱树。偷取闲

时半日无，守候春回路。

如梦令·梨花
一缕春风深处，摇落素英无数。千

叶雪白花，含泪暗香流露。羞诉，羞诉，
莫问为谁留步。

忆春二首
●李秀萍

又见杏花开满枝，清香曼妙令神驰。
耆年始悟人生乐，欲念偷心笑尔痴。

随想
●李建国

谷雨观花
老榆树下圆钱洒，新柳枝头玉絮扬。
点赞桃红盈秀景，唱吟竹绿映霞光。
海棠绽放添清韵，芍药频开送暗香。
万里晴空鸣布谷，牡丹争艳会群芳。

立夏感怀
深春一去柳丝长，立夏初来月季香。
老树枝头鸣布谷，新荷叶下戏鸳鸯。
娇容芍药红黄荟，玉骨梧桐碧绿镶。
草翠花鲜呈雅韵，城乡到处好风光。

小满即兴
小满归来夏日长，农家四月正繁忙。
樱桃上市荷撑伞，架豆盈丝麦灌浆。
藤紫榴红桐叶碧，葱青韭绿季花香。
施肥灭草除虫害，祈盼丰收绘锦章。

节令感吟
●全福寿

朔县人喜欢看戏，常常把看戏叫作
“看唱”。正月里，尤其是元宵节，“看
唱”的人更多。

一
中国戏剧主要包括戏曲和话剧。

中国戏曲是一种综合的舞台表演艺术，
它的舞台表演是歌唱、舞蹈、道白等要
素在音乐声腔的有机组合下共同生成
的。这就说明，戏曲艺术不是一下子产
生出来的。

戏曲艺术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
期，但形成的过程比较漫长，到了宋元
之际才得以成型。成熟的戏曲要从元
代的杂剧算起，经过明、清两代的不断
发展成熟而进入现代，历经八百多年而
繁盛不衰。

新中国成立前，朔县的剧种主要包
括大秧歌、赛赛、喜乐、晋剧（中路梆
子）、道情、耍孩儿、莲花落等。如今，继
承下来的剧种主要是大秧歌。

朔县大秧歌又称秧歌，主要流传在
朔县、平鲁、山阴、忻州和内蒙古部分地
区。它是由土滩秧歌演变而来的。所
谓土滩秧歌，即是不登舞台就地演出，
包括踢鼓秧歌和小演唱秧歌两种。小
演唱秧歌也叫小秧歌，往往和踢鼓秧歌
交叉进行表演，活动多在街头、广场、庭
院举行，有时一人独唱，有时两人或多
人对唱。常演的剧目有《拉老汉》《打酸
枣》《摘南瓜》等。

明末清初，朔县大秧歌在山西梆子
的影响下，经过艺人们的不断锤炼，开
始走上舞台，成为一种定型的剧种，剧
目多演大戏。1953年，部分艺人自发组
成“新乐剧团”，1956年，朔县秧歌剧团
成立，后起之秀周元（艺名兰花红）、白
俊英（艺名百灵旦）等人在唱腔上有许
多新的发展和创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流派，影响深远。

朔县大秧歌乐器演奏以板胡、笛
子、三弦为主，音乐活泼而高亢，唱腔粗
犷而激昂，表演灵动而遒劲，充分展示
了塞外人民的豪爽大气，风格独特，自
成体系。经过不断的改革，在乐器方
面，增加了笙、琵琶、扬琴、大提琴等；在
表演方面，增加了武打；在剧目方面，
还移植了其他剧种的剧目，如《算粮》

《赵氏孤儿》《打金枝》《姐妹易嫁》《李
双双》等。另外还自编了现代戏《潘家
园》《多情的小伙子》等。1979年，对传
统的小戏《泥窑》进一步加工修改，
1980 年国家文化部进行了录制，1990
年，在中南海演出获得成功。2006年
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

朔县有一条街名叫操场街，西自北
大街，东至东城墙，大约 700余米。它
的街名就来源于这条街的北面有一个
巨大的操场，大约有 1.5万平方米。操
场的最西端有一个12米宽、9米多深的
大戏台，台基大约有一米四五高，南北
两侧砌有供人上下的台阶，其戏台建筑
雕梁画栋、飞檐高翘、三面的墙上都有
彩画，古色古香。据说是民国初期的建
筑。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操场是群众集会、公审宣判大会、骡马
交易大会的主要场所。到了元宵节时，
这里就成了唱大戏、点老杆的好地方。
庙宇一般的大戏台，上面铺着规整的方
砖，平整而又美观。到了酷夏时节，是
十分凉快的，是我们小学生放学后的好
玩处，我们在这个戏台上吹过杏核、滚
过铁环、抓过齿齿、弹过玻璃蛋蛋。它
并不像崇福寺的千佛阁、大雄宝殿、弥
陀殿那样阴冷可怖，给我们的少年生活
留下了美好的印记。

好像记得是 1970 年的元宵节，操
场大戏台白天晚上都有演出，大人们搬
着板凳看戏，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我
们小伙伴们那时多数是七八岁，大的也
不过十二三岁，既看不懂戏，也不好看
戏，可是偏偏喜欢到那里去凑红火，每
人倒插里装上三五十个小鞭炮，再偷上
大人们一两根纸烟和五六根火柴，点燃
鞭炮后扔在看戏人的周围响，甚至扔在
看戏人群的头顶上，招惹的带红袖章的
维持秩序的人追贼一样地追着我们没
命似地跑。若问唱的是什么戏，我们根
本不知道。

大约是1972年，操场西头的大戏台
被拆除，新建了计量所；东头的空地新
建了四排部分县领导和科局级干部们
的住宅小院，当地人戏称是朔县的“中
南海”。留下中间的一部分成了北街
小学的体育场，唱戏从此与此无缘了。

不过，偌大的县城唱戏的地方总会
有的。在南大街二道巷里的有一座叫
做“灯光球场”的露天篮球场也是唱戏
的好地方。这个篮球场的外面是县工
会，西面是大秧歌剧团，东面是民房。
地理位置虽说偏僻了一点，但看唱的群
众依旧川流不息。1979年正月，内蒙古
晋剧团团长康翠玲率团来朔县演出，地
点就是这里。康翠玲是朔县人，成名于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朔县“新中剧社”，六
十年代成为呼和浩特市晋剧团著名旦
角演员。康翠玲在这里连续演了好几
天，场场爆满，观众无不拍手叫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朔县还有一个
看唱的好地方就是朔县影剧院，坐落在
东大街柳家巷口西侧照相馆和文化馆
的中间。朔县解放前，这个地方是关帝
庙，是专门纪念关羽关圣大帝的庙宇，
五十年代后期被拆除，兴建了人民影剧
院，规模比较宏大，大约可以容纳五六
百人。七十年代以放电影为主，间或上
演一些戏剧或晚会。

记得是 1980 年正月，朔县大秧歌
剧团改编的古装戏《十五贯》正式和观
众见面，演出的地点就在影剧院。

《十五贯》是清初戏曲作家朱素臣
创作的传奇。剧本根据《醒世恒言》中
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剧本描写
了淮安山阳县熊氏兄弟二人各遭冤案，
双双被判死刑。监斩前夜，苏州知府况
钟发现疑点重重后，决定暂缓行刑，连
夜求见督察院御史周忱，为其请命。周
忱虽说昏庸，不愿劳烦，但仍被况钟的
恳切感动，遂以半月为限，令其查明案
情。于是况钟星夜赶往淮安，实地调查
取证，最终使案情真相大白，冤案得以
平反。此据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主观臆
断和墨守成规的官僚主义作风，歌颂了
况钟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1980年，正是我国拨乱反正的重要
时期，朔县大秧歌《十五贯》的演出切准了
时代的脉搏，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因此，
连续上演了好几天，场场满员。说实话，
这是我第一次完完整整看的一场大戏。
当时只感到剧情曲折、表演细腻，唱腔高
亢，至于和政治有无关联，倒是没有想过。

三
1982年，朔县新电影院在东城门外

的北侧建成，在当时来说，算得上豪华
气派了，据说和太原同期建成的电影院
比也并不逊色，隔音效果好、音响设备
佳，座椅舒服，空间宏阔。从此，东大街
的影剧院日渐没落了下去。不过，元宵
节的大戏还是要上演的。

从1990年到2002年，元宵节期间，
朔城区都是要搭台唱戏的，比较固定的
地方在东门外电影院广场、北门口的财

政局门前、百货大楼门前等。演出的剧
团有本地的大秧歌，也有从太原、忻州
等地请来的晋剧团、北路梆子剧团等，
尽管戏台简陋，但是观看的群众可真是
不少。搭台唱戏，既丰富了元宵节期间
的文艺活动，更满足了广大戏迷的“看
唱”需求。

2004年，朔城区政府在东大街崇福
寺的对面兴建了崇福广场，在广场的南
边新建了坐南朝北的大戏台，其规模之
大、装饰之气派，可比操场街当年的大
戏台。从此，朔州人又有了自己的大戏
台。一般来说，尤其是元宵节期间，人
们看戏最喜欢的就是露天剧场的公演，
首先是场地宽阔，又不用花钱。其次是
出入自由，如果中途不想看了，撅起屁
股就可走人。第三是“红火不过人看
人”，尤其是大姑娘和大后生们，借看戏
之美名，饱看人之眼福也是司空见惯的
事。因此，这露天戏台前总是人山人海
的，笑语飞扬的。

2018年正月十四夜晚，应一位朋友
的邀请，观看了朔城区大秧歌剧团的新
编现代戏《草棚记》。

《草棚记》的故事梗概是：有一户山
里人家，女主人叫凤英，平日里对婆婆
缺乏孝道。某日，她儿子栓柱的对象桂
英要上门看家，凤英怕桂英来家后看见
自己的婆婆又脏又糊涂黄了婚事。于
是就把婆婆藏在院子的草棚里，不巧被
桂英发现。桂英把奶奶从草棚扶到正
房，并且给予了心灵上的安慰。凤英的
儿子栓柱回家后知道了母亲的“草棚之
事”，大发雷霆。贤惠的桂英不仅向栓
柱的父亲表明自己不嫌弃老人，而且日
后还要照顾服伺奶奶，同时也劝说未来
的公公不要对凤英大动肝火。

戏剧是需要起伏的。当凤英和桂
英谈到新婚典礼所需物品时，桂英故意
把自己假装成一个毫无孝心的冷酷女
人，旁敲侧击痛斥凤英，使凤英无地自
容追悔莫及。最终凤英认识了自己的
错误，决心痛改前非，表示今后要好好
孝敬自己的婆婆。

《草棚记》的场面虽说不算宏大，但
它通过桂英的实际行动，感化教育了未
来的婆婆凤英，走上三代人共建和谐幸
福家庭的阳光大道，弘扬了传统的中华
孝道文化，充满了正能量。

整场演出时间并不长，大约也就一
个多小时吧。朔州大秧歌著名演员谢
银花、卢尚卿等人的精彩表演给观众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唱戏比世情。但凡优秀的戏剧，无
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无论是古装戏还是
现代戏，都是有教化功能的。元宵节期
间，能看上这样几场大戏，实在是精神
上的享受。

朔县年俗杂忆（四十七）

看 唱
●陈永胜

破门空牖，美得不可方物，只因为它
的过去，如一位皱纹深嵌、发稀齿落的老
人，发黄的相册中，夹着青春的风流。

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也许算不
上浪花一点，然而，这斑驳光阴，装饰了
我们几乎一生。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这是《红
楼梦》中另一种意义的沧桑，对于我们，
现在置身面目全非的校园，说不准，每

位同学都在想，这里，曾经是我的温柔
梦乡。

新家园，原来叫薛家庄，六十多年
前的一场洪水，冲毁了乡亲们的房舍家
业，也改变了千年老庄的陈旧面貌，否
极泰来，一座崭新的村庄，一个诗意的
名字，彰显了新生小乡村的朝气蓬勃的
精神。

四十年前，朝阳照耀长长的十字
街，晚霞召唤户户炊烟升起，我们在北
边的中学，朗读晨星，书写明月。

走过空洞的窗口，里面没有桌凳，却
坐满了同学，讲台上，个子高高的苏华老
师，习惯地跃跃移动，粉笔点响水泥黑
板，点亮一双双迷惑的眼睛。武浩然老
师风火推门，皮鞋哐哐，啪啪打开书开
讲。地理张老师则长调慢慢：“同学们，
你们看书，不要看我，我脸上没图——”

走过空洞的窗口，路过李玉清老师
的宿舍，李平堂、张兴友老师的宿舍，任
彩霞、张美云老师的宿舍。灯下，是与
蜡烛同辉的不倦光芒。一幅幅剪影，悬

挂在一间间感恩的心房。
走过空洞的窗口，听见男同学们

说，女同学们也在说，为啥分 24班、25
班呢，教室、宿舍都连在一起，一样样的
老师，还不跟一家家一样。我们就像舒
婷的诗句一样，不是吗？“根，紧握在地
下，叶，相触在云里。”

那两年，每周一歌风靡，午饭时，女
生男生都跟着广播学唱，张全娥、李淑
玲、杨淑芳等等同学，都与李谷一、殷秀
梅、程琳等等红星有一比拼，“小小竹排
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王安军
逼真演绎李双江，刘旭东唱《飞吧！鸽
子》，比郑绪兰还柔美深情，“鸽子啊，在
蓝天上翱翔，带上我殷切的希望……”
王英军口琴吹奏《祝愿歌》，大家羡慕激
动，自不由然，同王洁实、谢莉斯混响：

“祝你愉快学习，舒心工作，焕发精神，
幸福生活……”，寒来暑往，白天黑夜，
唱不够，看不够，林涛的歌书像宝贝，传
来传去轮不到。

西边食堂前面，我们栽下的那排小

白杨，早就高耸入云。树后面，白面馒
头、玉米窝头、小米稠粥和山药蛋烩白
菜的清香，还在透过翻飞的叶子，飘入
我们鼻腔。

走过空洞的窗口，一位老师傅慈祥
的目光，抚摸着寒窗下清贫的学子们。
他跟我说：“我多揉几下，你们就能多吃
几口。”这话简单，道理却深刻，老人揉
的是发自心底的怜爱，他，是张生同学
的父亲。

操场后边，电力机组牵引的列车，
没有了当年蒸汽机热烈的轰鸣，那时长
长的白烟，已经随白云远去，只有长长
的高压线网，是我们课余望着火车遐思
的延续。

新家园柏油路宽阔，街灯、楼宇、店
铺时尚，原生态的清纯，披上现代气息
的轻纱，只有北隅，我们破蔽的摇篮，和
大街小巷豆腐的香味，执着地挽留着我
们和乡亲们一样缱绻的相思云朵。

不远处，就有两座绿荫红楼的学
校，东边是小学，孩子们天真烂漫，西边
是中学，少年男女青春飞扬。

蜕变，不只是自然界的法则。昨日
荡漾我们心海的白帆，启航的彼岸，不
早已是礼花满天了吗？

哦，这样也好，世上哪有不变的画
图，最华美的姹紫嫣红，永远珍藏在我
们心中高贵的庄园。

唯美在心中
●武国文

杏桃花绽竞香艳，柳绿河开燕归来。
山河又是新气象，诱得人们心花开。
无奈天下冠毒卷，悄在居家稳坐台。
待到明日阴霾尽，再行远望畅情怀。

望
●张新平

王孝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