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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八一”建军节就过去了。
早在一个月前，战友们就开始用各种方
式来纪念这一特殊的节日，有的写文
章，有的发图片，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 95 周年诞辰。我也是一名老兵，
每到“八一”节前后，都会勾起我深深的
回忆，遥想当年自己五年军营生活的时
时刻刻，感谢感恩人民解放军军营这所
大学校。

我是 1976 年入伍的。那时参军的
标准没有现在这样高。只要是家庭出
身好，身体健康，有初中文化就可以参
军。但实际情况是，进入部队的战友们
有很多人只有小学文化，甚至还有的只
能勉强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至于入
伍动机更谈不上了。虽说大家都已到
了十八九岁，也长大成人了，但参军入
伍的想法却是各式各样的。当然，也确
实有一部分的有志青年是胸怀崇高志
向，到部队就是为了锻炼自己，保卫祖
国。但大部分的人入伍动机不是很纯
的，或者说是不正确的。有的人参军就
想找一块跳板跳出农村；有的人是想在
部队入个党，复员回村后能当个村干部
找个媳妇过日子；还有一部分人参军就
是为了能穿一身新军装，能吃上白面大
米，能足足地吃上一顿饱饭。

就是这样一批有着各样想法的人，
在部队经常性的学习教育和思想政治
工作熏陶下，不仅提高了文化水平，提
高了政治觉悟，而且在做人理想上也有

了质的飞跃，当他们走出军营这所大学
校时，都成为了有文化、有理想、有责任
的合格公民。

我服役的部队在内蒙古集宁。当
时部队的生活是特别得艰苦。没有统
一的营房，各个连队分散在集宁市周边
的各个山沟里。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
我们全团的二十多个连队的驻地有近
50 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团部有大型活
动时，各个连队就从四面八方的山沟里
钻出来到团部集中。

和农村相比，部队的饭确实不错。
一日三顿饭除了白面大米外，吃的较
多的还是二米饭，但顿顿能吃个肚儿
圆。这就让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
小伙子们的心情轻松多了。“吃饱肚子
不想家。”虽说当时连队的主要任务就
是战备施工，打坑道、挖反坦克壕，军
事训练的时间很少。但我们始终是激
情燃烧，热血奔涌，浑身有使不完的
劲。往往是下了工后，晚上加班练习
军事科目。所以，不仅各项施工任务
完成得很好，而且各项军事训练科目
也是门门优秀。北京军区多次在我们

团召开军事训练观摩会，推广我们团
战备施工和军事训练“两手抓，两过
硬”的经验。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年后，
我们这些从军营大学毕业的军人们陆
续走出了军营，回到社会奔赴各个岗
位。但几年军营生活的磨练给我们这
些当过兵的人的一生注入了无限的正
能量，使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
宽，越走越顺。40 多年过去了，和我一
起参军的战友们有的成为了共和国的
将军，有的成为了政府官员，有的成为
企业白领，有的成为村里脱贫致富的带
头人，他们在各个领域里展示出了退伍
军人的风采。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个
人。他叫吴三全，是我同班的战友。当
年参军时吴三全基本上是什么也不懂，
不要说是认字，就是自己的名字都不能
顺利地写下来。听他自己说，他原来的
名字叫“吴耀斌”，可这几个字笔划太
多，他写不下来。就按着在家里排行老
三的顺序，把名字改成了“吴三全”。在
连队里他除了一身力气外基本上没有
什么别的特长。但在部队的四年时间

里，在战友们的帮助下，不仅文化水平
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还入了党，成为
了连队的军事训练的骨干。复员回村
后，吴三全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
面前，能说会道敢担当，办事特别有主
见。村里人选他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
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得到了村里人的
尊敬。

毛泽东主席说过，人民解放军是所
大学校。尽管这所学校没有毕业证，也
没有文凭；尽管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人
在上学、招工、就业中没有特殊的许
可。但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
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团
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和经常性
针对性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
育人的根本。你只要是关注一下就会
发现，凡是有特殊情况就会有军人和退
伍军人冲在前面排困解难。这些从军
营里走出来的人，时刻牢记自己曾经是
个军人，一点一滴中不能玷污自己穿过
的绿色军装，不能给自己带过的红领章
红五星抹黑！

部 队 是 所 大 学 校
●●杨惠卿杨惠卿

近读新华出版社 2022 年 4 月出版
的大型画册《百年庆典——隆重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1921——
2021）》，心潮澎湃，诗以颂之。

2021年7月1日，
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
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样子。

从高高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到天安门城楼的红色大道，
穿越金色党徽和年度字样的红桥，
广场上阵列的人海，

广场四周迎风招展的红旗。
啊！我看到伟大共产党的铁血刚毅。

仰望蓝天上71驾战鹰，
组成领航、标语和“71＂“100＂字样的编队，
鲜红的党旗在前指引，
拉烟彩带漫天跟随。
啊！我看到了伟大共产党的英神杰气。

从《百万雄师过大江》浮雕下出发，
220名护旗礼兵，
伴着56门礼炮100响轰鸣，
步伐铿锵英挺俊逸。
啊！我看到了伟大共产党的矫健雄姿。

民主党派衷心的祝贺，
永做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多少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创造了多党合作的政治范例。
啊！我看到了伟大共产党的坦荡雅仪。

共青团少先队代表致词，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梦在远方路在脚下，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嘹亮的声音动听嫩稚。
啊！我看到了伟大共产党的青春朝气。

天安门城楼上，
请来了“七一勋章”获得者观礼。
渡江战役英勇摇橹的毛相姐，
瞿秋白的英雄女儿瞿独伊。
更有女校校长张桂梅，
一生崇拜江姐爱唱《红梅赞》的桂梅，
衣装朴素面容质朴，
让人想起申继兰的人民脸。
啊！我看到了伟大共产党不变的质、色、味。

他曾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他再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领袖今天的讲话更如黄钟大吕，
任何人不要低估的警示赢来掌呼潮水。

今天的天安门广场集会，
雄壮的《国际歌》响彻天宇。
啊！我听到伟大共产党的声音，
我体会出伟大共产党的心迹。

共产党的心迹共产党的心迹
●●赵慧吉赵慧吉

2022年7月17日，郭培林同志与世
长辞。和他相处过的人无不悲伤。

郭培林，1932 年 11 月 17 日出生于
山阴县麻疃村。1945年7月到1948年6
月，就读于浑源师范，1948年7月，在浑
源县检察院工作，1949年8月调回山阴
县，先后在刘家岭、高山疃学校任教和
县文化馆、文教局、县人委办、马营公社
等部门工作。195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2年10月离休。

1981 年 3 月，郭培林开始担任县农
工部经营管理科科长的时候，正是党中
央突出强调农村经营管理工作重要性
的时候。当时山阴县和全国各地一样，
改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大力推广农业
生产责任制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县委
农村工作部门的人员，天天加班加点，
也感觉时间还是不够用。经营管理科
需要快马加鞭地掌握全县 20 个人民公
社，261 个生产大队，872 个核算单位推
行生产责任制的进展情况。

1981 年 7 月 31 日，县委决定于 8 月
份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村工作会议，
要求农工部负责10个方面资料准备，其
中大量需要经营管理科深入社队掌握
情况和整理材料。这 10 个方面资料涉
及到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继续清除

“左”的影响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推行
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等情况。为了
把这次会议的资料准备好，郭培林组织
工作人员在吃透上级精神的基础上，进
一步细化了调查提纲，设计出大量的统
计表格，然后分组深入社队调查。当时
郭科长年已半百，仍然骑着自行车和大
家奔波在各社队之间。

由于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革，
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是一项全新
的任务，工作过程中必须全面掌握中央
文件精神，认真学习各地经验。为此，
郭科长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文件，学习相

关资料。因此，经营管理科起草的材
料，提交到农工部，都能够顺利“过
关”。所以，郭培林所带领的“队伍”，在
县府大院里是引起了一些关注的。也
难怪霍文章县长还亲自到经营管理科，
向郭科长抽调科员随其下乡。

起草收益分配方案，编制一年一度
的全县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报表，是
经营管理科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是一项
比较容易出现差错的工作。可是山阴
县人民政府每年向雁北地区上报的相
关资料，连续数年都做到了一字不改地
被地区农工部审核通过。以至于后来
地区农工部干脆将审核全区其他 12 个
县的报表任务也交给了山阴县。由于
山阴县经营管理科的工作在全地区是
领先的，所以此后地区农工部经营管理
科逢会都要对郭科长给予表扬。

一晃 40 年过去了，作为同事，郭培
林当年的担当和敬业精神，一直留在我
的心中，成了激励我前进的标杆，也给
我留下了深深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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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榆林水库

湖水逐波一马平，远山恰似驾云行。
苍松翠柏迎风雨，滋养人民百万情。

游西山公园

欢歌一路荡青山，穿过林荫又转弯。
欲上顶峰无大道，凉亭观景赋诗篇。

心愿

悠悠万事粮为大，滚滚千流祸最忧。
遍地丰收民喜悦，人生路上畅舒游。

夏日

烈日放光辉，多情晒脸黑。
逢人开口笑，说我赛钟馗。

与妻去小泊村买虹鳟鱼

清泉喷贵水，茶酒待来宾。
细品鱼香味，多交义重人。

观钓鱼有感

鱼竿一甩水中穿，诱饵香甜就钓贪。
十有九人心蠢动，谁能参悟必成仙。

随吟

春风恣意吹，野菜寞然悲。
少女身旁过，如何不采归？

闲论

千里重山出万岭，三人众口品八方。
苍松翠柏搏风雨，莫论他人短与长。

有志者事竟成

铁树开花一百年，经风历雨万分艰。
无恒终必难成事，有志方能金梦圆。

缘

风雨阳光路，一生把梦寻。
有缘结雅趣，回首谢师恩。

风筝

风筝起舞邀红日，拉线飘飞傲碧空。
五彩人生多绚烂，抛开名利乐无穷。

寻春

寻春旷野如花海，追梦心中那树梅。
百草新奇生长快，任凭雨打北风吹。

七夕

天长地久情如酒，柳暗花明景有名。
月上枝头人易醉，逢春枯木更繁荣。

感恩相遇

纸上谈兵洋马列，书中探宝好学生。
活学活用寻真理，步步登高雅路行。

绝句十四首
●●高瑞宇高瑞宇

喜迎二十大 颂歌献给党喜迎二十大 颂歌献给党

朔县的元宵节，红火真是不少。在
这些红火中，踢鼓拉花队不像西街的“狮
子”和东关的“龙”那样分店稀少，而是遍
地开花，不少乡村都有，有的一个村子竟
能组建起四五支踢鼓拉花队。虽说这些
队伍的表演技艺有高有低，但他们都一
样的兴高采烈和意气风发，好像约好了
似的非把这个小城的天闹红了不可。

一
踢鼓拉花标准的叫法是踢鼓秧歌，

朔县人似乎嘴笨，这四个字连不在一
起，有的人叫“踢鼓”，有的人叫“拉花”，
还有人叫“秧歌”。“管它哩，反正叫应就
行啦！”每遇有人说应该叫啥名称时，大
半以上的朔县人总是这样回答。

从有关资料上得知，踢鼓秧歌在全
国比较少见，山西也仅仅流行于朔州、
神池、偏关、五寨等地。可见，朔州的踢
鼓秧歌同朔州的剧种大秧歌一样，不仅
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值得大力传承的
价值。不可小视。

关于踢鼓秧歌的历史渊源，1996年
版的《山西通志》说有两种情况：“一说
在光绪年间，有一恶霸勾结官府，鱼肉
乡民，无恶不作。义侠朱光祖广邀四方
英雄好汉，扮作士农工商等人物，于庙
会时布阵设伏，以美女诱其陷入重围，
一举将其剿灭。百姓感其恩德，赞其侠
义，据此编成秧歌，在广场表演，流传至
今。另一说是来自《水浒》梁山好汉三
打大名府的故事。”也有资料说是康熙
年间某地在秋收后，举办“酬酒庙会”，
唱“谢茬戏”，当地义士邀约各地男女英
豪除暴安良。为纪念这件事，便将这次
行动过程编为此种形式。还有一种资
料说，梁山好汉剿灭方腊后，接受了朝
廷招安，阮氏兄弟却拒受招安。朝廷恐
其东山再起，决定将阮氏全家斩草除
根。阮小七最终想出的对策是：全家人
乔装改扮，中青年男性扮头对鼓、二对
鼓，年轻女性扮拉花人，老弱病残跟于
其后成后八角，其他的壮年男子扮做敲
锣打鼓的即鼓道，稍事训练后成功逃离
虎口。踢鼓拉花从此流传下来。

二
朔县的踢鼓秧歌是一种融拳术、舞

蹈、戏曲为一体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
民间艺术。据说雏形于宋末，持续于元
明，发展于明清，兴旺于新中国成立后，
是反映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梁山泊英
雄惩恶济善、除暴安良、刺探情报、劫狱
救友的英雄事迹的。

相传水泊梁山 108 单将中的董平
是山西潞州人，在一次回家探母中，被
契丹人掳于黑水河（今内蒙一带），由于
契丹人也反宋，意愿相同，董平被释

放。董平在归途中，路过朔宁府（今朔
城区），正遇正月十五闹红火，于是董平
和当地群众以文艺的形式编演梁山好
汉迷惑官兵劫狱救友的故事。还有一
种说法是宋江被招安后，有一部分人不
愿意跟随宋江投降宋室，遂转移至长城
内外，以教练秧歌为名，积蓄力量准备
东山再起。无论哪一种说法，踢鼓秧歌
似乎都与朔州有密切的联系，大都是在
演绎和歌颂梁山英雄。

宋末时期，山西民间盛行太祖洪
拳，朔州地处雁门关外，又为古战场，群
众崇尚习武，因此，踢鼓秧歌的动作与韵
律是以拳术为基础演变而来。踢鼓秧歌
的男角称“踢鼓子”，以亮势飞脚为主，刚
劲有力，矫键利索；女角称“拉花”，以扭
步跌籽儿为主，灵巧活泼，轻盈细腻。男
女成对，少则2人多则108人，人物扮相
是水浒人物。有老生、须生、武生、小生、
花脸、青衣、花旦、彩丑、小旦、武旦等行
当，这是其它民间舞蹈所没有的。表演
程式有100多种，节目分三大类，一是小
场子，由2到5人表演的“双凤朝阳”“小
落帽”等；二是大场子，由40到108人表
演的“杀四门”“满天星”等；三是过街场，
有”天地牌”“双出水”等。

踢鼓秧歌在朔县比较普及，不少农
村都有，每年一过春节从初三起，村里
便开始排练秧歌，排练的头一天叫做

“起秧歌”。到了元宵节期间，就集中
到县城表演，乡间一直持续到二月
二。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闲散在民
间的专业踢鼓秧歌队伍仍有 30 多支，
从业人员上千人，如上泉关、上马石、
七里河、西街、南街、北邢家河村等。
解放后，踢鼓秧歌《落帽》曾获山西省
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二等奖、全
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一等奖，
在 2003 年 2004 年的全省第二届、第三
届广场文化艺术节上，大型踢鼓秧歌

《满天星》《庆小康》令观众叹为观止。
2004 年朔州踢鼓秧歌被山西省政府列
为首批民族文化保护工程项目，2006
年 12 月被山西省政府列为第一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
朔县人喜爱踢鼓秧歌，并不是一懂

事了就喜欢，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喜欢
上的。1983 年前，我就不喜欢看“踢
鼓拉花”，总以为不如猴儿尿尿、斗
子、老杆好看，也不如“狮子”“龙灯”
耐 看 。 同 时 ，对 大 人 们 爱 看 的“ 拉
花”，总是不以为然地说“那有个啥好
看上的？”不过，一个有关“拉花”的故
事至今没有忘记。

好像记得是 1980 年正月十五的晚
上，在东大街利民商场的门前，一支表
演的拉花队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围
着观赏，没想到的是一位”拉花“的女子
被一群坏小子裹在了中间，等到被人解
救出来后，据说已是惊恐万状、泣不成
声了。第二天，小城的人就传说，这位
女子长得太“袭人”（漂亮、美丽之意）
了，全身被人扭得红一片紫一块的，惨
不忍睹。传说显然夸张了许多，但那时
的社会风气的确不好，至 1984 年前，游
手好闲的小地痞在元宵节耍流氓的事
并不鲜见。好在 1983 年“严打”斗争
后，这种现象才销声匿迹了。

在我的记忆中，朔县元宵节期间的
踢鼓拉花，在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
初期是最为红火热闹的。每年正月十
四的上午，各个单位的文艺宣传队早
早来到政府门前，名曰“给县委和县政
府拜年”，县委和县政府呢，也早做了
充分的准备，摆一排办公桌子，苫上崭
新的龙凤呈祥提花线毯子，上置糖果
烟茶，一下就成了简易的迎宾台或者
叫观礼台，为的就是要接待好每一个
文艺宣传队。由于踢鼓秧歌队伍多，
只能派代表队在台前献艺表演。具体
如何选派代表队，我不太清楚，但凡是
能上了场子的踢鼓秧歌队都是十分兴
奋的，表演起来特别得卖力，恨不得把
看家的本领都拿出来。此时，台上台
下的掌声连成了一片，喧天的鼓乐震
耳欲聋，踢鼓的、拉花的演员们自然也
就陶醉到了极点。这踢鼓秧歌也就扭
到了极致。

成家以后，尽管还忘不了斗子和老
杆等焰火，但也开始留意这个“拉花”
了，慢慢的就有了兴趣。难怪有人说兴
趣是培养起来的。1996 年到 2006 年的
元宵节，我在报社具体负责接待“混玩
意”的单位，接待最多的就数“拉花队”

了。那时，报社有一位老司机叫胡志
金，朔城区七里河村人，他的祖辈们都
擅长踢鼓拉花，据说他也会踢腾几下
哩。老胡常常是我的义务解说员，边看
边讲解，头头是道。“看秧歌，你不能光
看那个络旄小子，得仔细看那个踢鼓和
拉花的人。”说着老胡又用手指着一个
拉花的女人说，“别看这位女人年龄有
些大，‘跌籽’’旋身’可到位哩。”

“老胡，啥叫‘旋身‘和‘跌籽’呢？”
“就是说拉花人的脚步必须迅速敏

捷，不能犹疑迟缓。要充分体现旦角的
婀娜多姿。”老胡耐心地解释道。老实
说，我对踢鼓拉花能有一点粗浅的认
识，多亏了老胡师傅的诲人不倦。

四
朔县的踢鼓秧歌之所以能够代代

相传，靠的是民间艺人们的真诚热爱和
无私奉献。

我妻子有个三表嫂，朔城区印刷厂
退休工人，喜爱“拉花”，近于痴迷。据
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家里连
糊糊也喝不饱，可是，正月初三一过，她
就跑到了“拉花队”。这一拉不要紧，半
个月的时间对她来说就像一场过云的
雨。可对她的丈夫来说就有些惨了，至
少得给娃娃们当半个月的妈妈。可是
这位三表嫂却浑然不觉。你要问她半
个月能挣多少钱？她反倒会问你：

“啥？……半分也没啊。呵呵呵……”
这位三表嫂对“拉花”情有独钟，退休后
虽说“拉”不动了，但依旧是踢鼓秧歌的
忠实粉丝。朔县的踢鼓秧歌能长盛不
衰，多亏了有数以百计的三表嫂这样的
人在无私奉献。

然而，时代到底不同了，进入新千
年后，人们开始明白，精神食粮再好，也
顶不住白面大米能填饱肚皮。于是，踢
鼓拉花的文艺队伍有些变味了：一是队
伍的规模不断精简，甚至只有三五人，
从初三开始沿街给商铺拜年，目的就是
为了打闹点现金或香烟。二是表演的
水平不断下滑，有不少演员缺乏基本
功，甚至是门外汉，匆匆上阵给商家拜
年，难免不受欢迎。

就这样，踢鼓秧歌队一年少于一年
了。近几年来尤为严重的是，不少老艺人
有的悄悄离世，有的年迈体衰无力献艺。
更为严重的是眼下的年轻人很少有人想
学这门艺术，他们的理由也简单：“我快叫

‘三座大山’（ 房子、上学和看病）压死啦，
还哪有闲功夫白络这个旄？”

仔细回味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人们络不起这个旄。然而，踢鼓秧歌这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我们朔州的一个宝
贝圪蛋啊。那么，到底该咋办才好呢？这
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话题。

朔县年俗杂忆（五十三）

踢 鼓 秧 歌
●●陈永胜

王
福

作

我赞天公好作美，睁眼便降及时雨。
极目田园禾苗旺，乐为农家道个喜。

道个喜
●●姬玉成

天长地久情如酒，日丽风和爱似河。
相会鹊桥千古愿，凄凄美美酿成歌。

七 夕
●●温孝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