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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颂歌献给党喜迎二十大 颂歌献给党

一
坐席一词是朔县人的土话，也叫吃

席，意思就是去吃请。如今的年轻人已
经很少使用这个词了。但正头半月相互
吃席的习俗依然保持到了今天。

其实，“席”字并不土，《说文解字》一
书也能查到，《辞源》一书共收录其六种
义项，其中第四项就是“酒筵，筵席”，例
证是：“《文选》南朝梁沈修文（约）应诏乐
游苑钱吕僧珍诗：‘戎车出细柳，钱席樽
上林。’”可见，坐席或吃席比吃请似乎含
蓄了许多。

我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是一铺土炕，
上面铺的就是席子，高档一点的是用竹
子蔑或苇子蔑编制而成的，光滑、结实、
耐用、价高，使用的家庭不多；大多数的
家庭使用的是一种用茭圪榄（高粱秆）皮
编制成的席子，光滑却不耐用，但因价廉
而颇受欢迎。

“大孙子啊，明儿跟上爷爷去你老奶
家里吃席。”最一开始听到这句话，我是
十分的纳闷：“爷爷，茭圪榄咋吃哩？”

“呵呵呵，咋就闹成茭圪榄啦？吃席
就是叫你去坐席，吃馏碗子哩，那可好吃
哩。”爷爷笑着说。

到底是正月初几我就记不住了，反
正是第二天中午，我和爷爷早早儿就坐
在了老奶住的西正房炕上。老奶一个人
在地下忙着：把一碗一碗的东西披上“披
头”、浇上汤，放在笼床里开始蒸。“吧嗒
——吧嗒——”，老奶边拉风匣，边和爷
爷说着闲话。不大一会儿，蒸笼里的热
气就一股劲地窜了出来，冲向仰尘。接
着便有淡淡的幽香弥漫了整个屋子。

席分素席和荤席两种，最上讲究的要
凑够八碗，称“八大碗”。其中，素席八大
碗比荤席八大碗更为讲究。老奶知道我
和爷爷都是吃素的，所以准备的是素席。

“妈——，您儿专为麻烦哩，就咱娘
儿三个人还吃啥席哩？”爷爷和我老奶说。

“哎呀，你不看今儿还有谁哩？卬的
大曾孙孙可是稀罕人哩。娃娃还怕是没
吃过老奶的席哩呀。”老奶温和地说。

曾祖母，朔县人称老奶或老奶奶。
我爷爷是老奶的长子，我父亲是独生子，
所以我就自然成了爷爷的长孙。老奶是
清代光绪中期出生的人，对长房长孙格
外重视，因此要给我和爷爷吃席，和老奶
一个地下住着的东正房里的我三爷一家
人却没有这种待遇。

大约半个多钟头后，老奶的席就蒸
熟了。

“赶紧收拦好炕桌桌，给大孙孙端上
来，娃咋也饿坏啦。”老奶一声赶一声地
催促着我爷爷。

“这一碗是好粉面做的‘红烧肉’，这
一晚是粉面拌豆腐的丸子，这一碗是油
炸豆腐，这一碗是油炸山药，这一碗是金
针拌白菜。”爷爷往桌子上端一碗，老奶
就给我报一碗的名。

“还有一碗是糖蘸窝瓜。”
“咦？妈，您儿的荤席呢？”爷爷惊讶

地问。
“妈怕荤气窜进素席里，你和大孙孙

吃不香哩。妈今儿就和妞吃素呀。”老奶
说着就先给我的瓯瓯里夹了一块“红烧
肉”。这种“红烧肉”是用当地的一种“三
不吃豌豆”加绿豆磨制的粉面做成的，油
炸前先把出好的粉面染上一层丹红的吃
色，再切成红烧猪肉片大小，给人的感觉
像是红烧肉。

“吃哇，这不是肉。”爷爷示范性地吃

了一口后说。
我学着爷爷的样子，夹了一片送到

嘴里，只感觉未曾有过的香美，好像比母
亲做的还香。至于说是什么味道，至今
难以形容。这是我第一次跟着爷爷到老
奶家坐席。回想起来，这大约是1971年
正月的事。

老奶的素席和我母亲的素席差不多，
只是口感完全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母
亲的手艺原来也是跟着老奶学来的。

二
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礼尚往来的传

统，在亲戚和朋友之间，正月里，你如果到
人家那里吃了席，那一定是要还席的。不
还就是你的不对，是被人笑话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朔县人也陷在
了贫困的地洞里，席往往是有名无实的，
甚至连名也没有。烩一锅“三白片子”，飘
上几朵灰白的油花花就算不错了。然而，
即使如此，人们依然美名其为“席”，一部
分人依然乐于去坐席，依然乐于来还席；
还有一部分人则是穷得不敢去坐什么席
了。因为坐席容易还席难啊。

一碗一碗的席，与火锅或大烩菜比，
最大的优点是保证了各种肉菜的风味，
而且肉是肉、汤是汤，如果再装在细腻而
又精致的景德镇或唐山出产的瓷碗里，
那就更令人馋涎欲滴了。可是，做“碗
子”也有弊端，首先是费工费时。其次是
占地方，一个家用的四梢笼床顶多能放
四碗。第三是不好圪对，一碗就是一碗，

鸡肉就是鸡肉，羊肉就是羊肉，不像大烩
菜或火锅一样，啥多啥少并无定数。第
四是“席”是要讲究盛菜器皿的，七大八
小的碗碗不好看，粗瓷笨碗也欠美观。
因此，真正的“碗子”并不普遍。大概是
人们叫的习惯了，正月里的吃请和回请，
不管吃的是不是席，都说成是吃席或者
坐席。

1985 年以后，朔县人的生活好转了
很多，坐席之风很快地又一次时兴起来。

1986年元宵节后，我父亲说是要请厂
里的工友来家里吃席，让母亲给他们露一
手。其时，母亲早已从我老奶那里学到了
做素席的要领，露一手倒并不是什么难的
事。于是母亲一个人提前一天就开始忙。

母亲做的是四碟凉菜、八碗素席、一
个荤火锅，另外还有油炸糕、馍馍和素饺
子。父亲的工友们来了七八个人，满满
地圪挤了一大炕，没一个是戒荤的，但偏
偏都喜欢吃素席，等他们酒足饭饱回家
后，剩下的往往是那一个火锅。1986 年
前，街上的饭店还很少，人们正月里请人
坐席都是在家里的。

翻过了新千年后，街上的饭店多了，
档次也高了，再加上人们的光景也富裕
了，一部分人正月里请人吃饭就从家里
移到了饭店。虽说比在家里吃费钱，但
方便又省事，很受人们的青睐。

凡事一旦成了定律，就有些叫人头
疼了，坐席和还席也是这样。如今，人们
的生活节奏快了，正月里闲暇的时间也
少了，楼房的空间也小了，如果遇上亲戚
朋友多，一个正月里席是坐不完的，成了
很大的负担。因此，近几年来，坐席的热
度降低了不少。好事还是坏事，不得而
知，但从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角度看，坐席
频率的大幅度减少，反映了信息时代里
人们的人情往来正在由浓到淡地发生着
深刻的变化。

风俗的变化，人们是想拦也拦不住
的，那就随遇而安吧。

朔县年俗杂忆朔县年俗杂忆（（五十五十八八））

坐 席坐 席
●●陈陈永胜永胜

昨天回朔州参加高中同学孩子婚
礼，没想到竟然见到了几位四十年不见
的初中同学，让我大吃一惊大喜一场又
感慨万分。四十多年前我们在一起读书
学习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重新出现在我
的脑海里。那时候，我们都是少男少女，
纯洁无邪，天真烂漫，皮肤像水一样嫩，
头发像墨一样黑，快乐像星星一样多，时
间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一样。

确切地说，是 43 年前，也就是 1979
年，我从南完小考入朔县二中，在初中14
班读书，这是我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
阶段，十二、三岁的年龄，世界观正在形
成，老师同学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我。

当时，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学好数理
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还没有形成，
正处在变革的前夜，老师迷茫，学生混
沌。二中教室的玻璃被淘气的学生打得
一孔不剩，西街农业社早早辍学的少年骑
着毛驴在学校横冲直撞，有的甚至坐在讲
台上起哄，老师含着眼泪讲课。我们入学
的时候是二中建校的第二年，没有围墙，
没有大门，我和同学们在雪地里踢着一颗
足球，从操场一直到了西古城。

担任我们十四班班主任时间最长的
是李增老师，城西高庄人，刚刚从朔县师
范毕业，年轻气盛，热情似火，和学生打
成一片，我们都亲切的叫他“老李”。他
们那一届师范毕业生，是恢复高考后第
一届学生，功底扎实。李老师教学有方，
循循诱善，有一次我因为上课看连环画
被李老师没收，下课后我到宿舍找李老

师要书，李老师问我什么书，我说《爱由
生》，其实是《爱迪生》，但是很惭愧我那
时候还不认识这个“迪”字，李老师说不
对，回家搞清楚再来，这个字我是终身难
忘。有一个阶段，我们学习划分句子成
分，就是主语谓语宾语等等，我因为买了
一本参考书，所以对这方面知识理解透
彻。李老师课堂上布置的作业，我每次
都能准确划分，他总是摸摸我的头，半是
疑惑，半是欣赏。我考上高中后，他继续
关注关心我。那时候不像现在，人与人
相遇相见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每次
遇见我都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打好基
础，少看参考书”“要提高学习效率，利用
好课堂45分钟”等等，好像还是我的班主
任。遗憾的是，自从高中毕业后，已经40
年没有见到李老师，一想起这件事，我心
里就有些不安。

我的同桌王金红，他父亲从山东来
到朔县工作，是一名医生，在毛织厂对面
的一处院子里居住，房屋狭隘拥挤，我常
常去他们家找他玩耍。他有音乐天赋，
老师教授的歌曲一学就会，我记得有一
次在期末考试我和他合唱了一首《我们
的生活充满阳光》，被那位留着长发的冀
月先老师打了一个高分呢，当然我是那
位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他头脑聪
明，适应能力很强。参加工作不久学会
了开车，在企业里那是一份好职业。后
来又自己创业，在火车站路上开了一家
饭店，我就是那个时候机缘巧合与他再
次相见的，时间当是 1994 年，我刚刚结

婚。他当时已经有一辆二手汽车，拿着
一个惹人注目的大哥大，要知道那时候
几乎没有家庭轿车，他取得了和自己年
龄不相符的成就。我清楚地记得，第二
年我孩子住医院出院还是他开车送我们
回母亲家的。随后几年因为孩子岁数
小，我回朔州次数少，慢慢就又与他失去
联系，捏指一算，又是快 30 年时间了，好
像做了一场梦。

还有一位同学叶林，个子不高，也和
我一样在前排就坐。当时我们正是青春
叛逆期，但是老师家长都不善于引导教
育，而是简单粗暴打骂。他和我小学就
是同学，那时候他就调皮捣蛋，打架斗
殴，老师把他父亲请到学校，他父亲在
东关农业社放牛，估计也是文盲，拿起
鞭子就抽他，但是最终也没有改变他。
上初中，有一次物理周老师也是很粗
暴，拿扫帚在讲台上打他，把扫帚打烂
了打散了，他还是没有屈服没有讨饶，
而且是昂首挺胸走下讲台。这位同学
最终没有走上正道，这是他们家庭的必
然，也是他自己注定的命运。尽管这
样，他也是有同学情谊的。九十年代
末，我父亲做生意失败在一个小区看大
门，他正好住在这个小区，有一次和我
父亲交谈，知道我父亲姓高就问，我有
一个同学高伟不知您认识不认识，我父
亲说，那是我儿子啊。由此，他经常在门
房和我父亲喝酒聊天，我是这样知道他
的生活情况的。

还有一位同学，我们都叫他小名卢

二仁，是从上一届学生留级到我们 14 班
的。他父亲是县武装部参谋，在朔县城
内小有名气。他以家庭出身及岁数优
势，成为我们班的“领袖”。那时候学校
里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
思议。当时在学校里打架斗殴较多，我
们班同学每次被人欺负，卢二仁都会挺
身而出，“报仇雪恨”。他带领一帮同学
去一中冲锋陷阵，打的一中学生跪地求
饶。他拿着铁锹把比我们年龄大得多的
高中学生打倒在地，“凯旋而归”。后来他
在铁路参加工作，我坐火车回大同经常在
车站见他，他还是大哥风范，对我热情有
加，让我到他办公室喝茶休息，有时候时
间充足，他还领我去他们单位浴室洗澡。
我们14班还有一位丁姓同学也在铁路工
作，当时生活不如意，二仁和我一起去看
望他，但不巧他不在，我们扫兴而归。有
一年我回大同，火车到站时间尚早，于是
又去单位找他，他们说卢二仁死了，我大
吃一惊，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正是青春
年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同学死亡的消
息，感情上一时不能接受，我就又问，不
可能吧，去年我见他还好好的。他的同
事不耐烦地说，这种事情我们还能骗
你。于是我只能接受这个事实，我的那
个同学兄长确实是离开我们到另一个世
界去了。以后我每次在朔县火车站等车
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想起他
穿着一身黄军装乐呵呵笑眯眯青春年少
的样子。

如果把人生当成一场旅行的话，那么
我觉得交通工具就是列车，我们初中的时
候乘坐的是绿皮火车，晃晃荡荡，慢慢悠
悠，时光如歌。再后来，变成了快车、特
快、动车，现在我们坐在高铁上，风驰电
掣，一日千里，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有
苦难言，终日忙碌奔波，就连与朋友同学
叙旧都成了奢望。所以，我还是怀念过去
的慢时光，怀念初中时的懵懂时光。

少 年 时 光 懵 懂 行
●●高高 伟伟

有朋远方来
●●王秉权

邀师友来访前日
约日临期绪万千，心头雀跃夜无眠。
神交师友明朝至，疑恐轻疏顾不全。

与师友聚餐
小店今朝爆满宾，群仙荟萃聚凡尘。
千杯浊酒言难尽，再借刘伶几百钧。

送别采风团
握别宾朋小店东，愁思尽在不言中。
如何抛却凡尘事？共踏山河万里风。

访龙园
●●郭志宏

驱车来宝地，鹊语远相呼。
绿海翻波浪，苍穹入画图。
秧垂红玛瑙，藤挂紫珍珠。
主谓田间客，元为捉笔儒。

龙园一号葡萄
●●杨静函

串串玲珑幻紫光，平畴秀色郁苍苍。
勤枝摇曳珍珠满，高架分明锦绣藏。
解意熏风催熟果，含羞倩影罩轻霜。
龙园落脚添诗梦，颗颗甘甜胜蜜糖。

小桃红·葡萄
●●贺桂梅

千 畴 烟 紫 几 经 秋 。 串 串 玲 珑
秀。惊了须眉讶红袖。数回头。

尝来浓似田家酒。饱看仙境，漫
题心净，一醉在云州。

参观葡萄园
●●宣 莹

植志沃田勤力耕，紫晶藤蔓绿生生。
香甜多汁人回味，金水土园承秉情。

游玩鲁沟网红桥
●●王爱芬

傍云吊着倒长虹，犹许竹排垂碧穹。
坐卧英雄疑醉酒，飘摇孤胆试轻功。
扶栏幸有肩同臂，列队蹒跚妪与翁。
桥下烟波虚气垫，江湖何故此身中。

梦筑田园
●●武映梅

梦筑田园花果蔬，辛劳付出廿年余。
栽苗肥土高科借，戴月餐风野旷居。
垄亩吟诗多故友，清茶煮日有闲书。
壮心雅兴同飞起，料定陶公叹不如。

清平乐·龙园种梦
●●尚花平

龙园种梦，几载青春奉。鬓角添
霜何足痛，践约初心念重。

终得瓜果飘香，闲来夜赋诗章。
野村林泉乐享，平凡岁月悠长。

赠田园诗人
●●王文泉

爽心秋日访能人，迎面大棚相比邻。
藤蔓拥门凝紫翠，葡萄满架赛奇珍。
修长辣子争鲜美，圆滚西瓜引咽津。
梦在田园堪艳羡，蒸蒸事业醉红尘。

登清凉山
●●王永忠

泉出山尖顺势流，清凉漫漫雾云稠。
神仙俱在空灵地，一片禅心自可修。

登清凉山
●●张秋娟

林岚葱郁掩飞甍，笑口弥陀迎众生。
放眼还须凌绝顶，抒怀何必叹浮名。
龙泉玉泻涤尘垢，心字香烧许太平。
袅袅梵音陶本性，虚无舍得一身轻。

登清凉山（外一）

●●赵贵平

北岭梵音钟磬声，南坡蓊郁鸟虫鸣。
修行悟道清虚界，领略风光大不同。

“塞上果王”王秉权
掌中千亩田，笔下涌诗篇。
播种山川绿，歌吟锦绣园。
男儿存远志，执意返乡关。
归隐桃源里，兴农梦点燃。

赠农民诗人王秉权
●●赵志霄

陌上桑田案上书，忙人犹练静功夫。
青藤架下清秋夜，一枕吟歌带露珠。

怀仁行
●●陈永胜

游览鲁沟村
怀仁大美鲁沟村，名不虚传动我心。
花海芬芳花竞放，乡村振作地生金。

致王秉权
龙首高山荡白云，秉权果业喜迎君。
人人都赞果园美，四季何曾不费心？

清凉寺
清凉寺里正清凉，唤起秋风阵阵香。
仰望半山弥勒笑，人间处处好风光。

游秉权葡萄园
●●杨怀胜

一
风渐清时路渐深，香能咀嚼画能临。
葡萄串似珍珠串，润在舌尖甜在心。

二
褪去浮华见本真，玲珑一似女儿身。
心中自有佳滋味，依旧年年迓故人。

赠金水土果业
●●王碧君

紫玉垂垂照眼明，春华秋实赖人耕。
时光入酿芸芸念，水土流金碌碌情。
天勉先生鸿雁志，地酬我辈稻粱成。
何当做个逍遥客？也说丰收再举觥。

秋行金水土果业公司
●●王文昌

清风满路碧云间，绿意缠绵向远山。
陌上葡萄凝紫玉，栏前辣椒笑丹颜。
东篱酒话犁锄苦，书客吟怀稼穑艰。
安守耕耘知露冷，春秋几度一心闲。

清平乐·鲁沟游玩网红桥
●●温秀芳

阳光正好，细柳乘风袅。七彩虹
桥云水少，共我童心不老。

顿时兴起堪豪，凭高一望霜凋。
难奈人间欢趣，桥心取道飘飘。

登清凉山顶魁星砖塔
●●李宇霞

凡心何以寄，一步一禅台。
俯瞰白云漫，莲花朵朵开。

金水土果业采风记
●●李必剑

云州八月金风爽，塞北东乡感澍濡。
龙首苍茫一秋醉，桑干迤逦百年纡。
流香瓜果凝霜露，宴客诚心在玉壶。
守拙归田诗兴好，觥筹邀庆敬屠苏。

龙园一号葡萄吟
●●胡文霞

紫霞仙子素衣裁，何处芳园香袭来？
应是怀仁耕读乐，清风常访秉权台。

鲁沟游园
●●孙振兴

足壮赏观名朔方，山光水色似潇湘。
老夫也识秋兴美，一样流连赋乐章。

访金水土果业感赋
●●赵瑞玲

采风诗友约金秋，欣向清香访沃畴。
最是葡萄藤上挂，堪怜蜜串望中收。
龙园一号蟠桃赛，顾客千人车水流。
塞上果王迷果植，骚人哪个觅丹丘。

参观金水土果业有感
●●郭 劼

相集清词事，长情结伴栽。
今晨同约道，轻辙共飞埃。
果碧珍珠坠，椒红翡翠培。
殷端诗韵酒，独为一人来。

朔州诗词学会
金秋怀仁行吟（下）

每年秋天，我都要去一趟大山深处
那条被红叶染红的山谷，山中那个明净
的小村是必经之地，村头的李大嫂家便
成为我每回往返的小憩之处，时间长了，
竟似亲戚般亲热。

记得去年刚到李大嫂家时，就见丰
收的农家里，透着满院的喜气，大门上的
那片挂红，在秋风里飘摇，昭示着小院有
喜。果然，李大嫂迎出来笑嘻嘻地说：

“今秋不光收成好，俺家还进人了呢！”
大嫂正说着，就见西屋里走出一个

穿一件红衣的小媳妇，山露泡出的姑娘，
透着水灵。李大嫂给小媳妇介绍：“这是
城里来的魏作家，赶紧拿喜糖去。”

小媳妇两腮飞红，羞嗒嗒地应着，忙
去了。

我坐在小院里，看着小媳妇又沏香
茶，又上糖果，宛若彩云般飘移在小院，
真替大嫂高兴：秋天里添人进口，这是山
里人家最大的喜事……

今年进山，是在一场秋雨过后，空气
里弥漫着被雨浇透的庄稼的味道。远远
地，望见大嫂家门口的那棵老榆树了。
驱车近了，我看到一幅金秋农家特有画
面：榆树下堆积着小山似的玉米，树桠上
吊着一个竹篾摇篮，大嫂嘴里哼唱着动
听的儿歌，一边剥着牛角似的玉米棒子，
一边还不忘轻摇一下身边的摇篮。

听到汽车声，大嫂起身相迎，脸上的
皱纹都笑开了：“我有孙子了，可喜人了!”

我也忙不迭提出一兜上好奶粉，说：
“掐算着您家会添丁进口，这不，给您带
来了这个。”

大嫂喜滋滋地接过，连说我的心真
细。尔后就带我到摇篮边炫耀她的胖孙

子。在我逗玩小家伙的时候，大嫂已为
我煮上了今秋摘的新鲜板栗。

我和大嫂在榆树下一起剥着玉米，
唠着家常。我问大嫂儿媳妇好吗，对您
是否孝顺。大嫂喜滋滋地说：“庄稼人不
图别的，就图会过日子。媳妇对我很好，
也很能干。”大嫂用手一指那片新栽植的
核桃园，“那就是他们两口子栽的，明年
再来你就能吃上俺家的核桃了。”

正说着，传来农用车的“突突”声，打
眼望去，小媳妇驾一辆农用三轮，载一车
大豆颠簸着驶来。

一年不见，小媳妇强悍壮实了许多，
脸上没有了两片云霞，有的只是耕种劳
作后的黝黑，写满秋天的韵味。看到是
我，小媳妇一口一个“魏作家”地叫着，完

全没有了去年的娇羞。
我对小媳妇说：“你婆婆夸你能干哩！”
我的一句话，竟引发了小媳妇的兴

致。小媳妇指着村下那个新建拦河坝
说：“今年春上，上级给俺们这建了这个
拦河坝，可帮了大忙，明年我打算再承包
一片荒山，全部栽上板栗。”

小媳妇的豁达开朗，与去年那个羞
嗒嗒的新媳妇比，简直判若两人。

等小媳妇的丈夫回来，榆树下，一桌
香喷喷的农家饭已经做好。

吃饭间，我问大嫂：“去年进人，今年

添口，这两个秋天足以让您梦里笑醒了
吧？”

大嫂的脸上现出红高粱般红晕，动
情地说：“是啊，有党的好领导，我是越活
越有味，越过越有劲了！”

饭后，小媳妇将打包好的山果给我
装上车，在一家人的目送下，告别了这个
热情淳朴的农家。

后视镜里，榆树下的大嫂一家挥舞
着手臂深情目送，那情那景，定格成一幅
山乡秋天最美的版画……

压题照片 马占俊 提供

山乡采秋山乡采秋
●●魏益君魏益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