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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气污染的日益严峻，近十几

年来，政府每年腊月开始，都要发出严厉
的“禁燃禁放”通告，严禁市区范围内点
燃煤旺火、燃放烟花爆竹，已经取得了比
较显著的成效。但是，也有部分市民不
赞成“禁燃禁放”，认为这是小题大做，
环境污染的根源并不在旺火和爆竹身
上，反而是冲淡了浓浓的“年味”，这对
年俗文化是十分有害的。也算是一家
之言吧。或许这也正是花炮屡禁不止的
缘故吧。

看一个地方有没有文化，文化底蕴
深不深，文化含量高不高，那就不妨先看
看它的年俗文化，特别是元宵文化有几
斤几两重。

朔州的元宵文化有几斤几两？我是
“一只眼耗子不离墙根”的人，难以评判，
听见多识广的朋友们说，朔州的元宵文
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色彩斑斓，上不
逊北京、大同，下不输太原、运城。这种
判断从总体上说或许有些偏颇，但恰恰
说明朔州有自己的特色。总体说是玩意
儿品种繁多，参与人员广泛，充分表达了
群众对民间文艺的热爱和追求。与七碟
碟八碗碗的饮食文化相比，元宵文化注
重的是人的精神风貌的展示，也就是对
精神文明的追求。至此，朔州的年俗文
化把人们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
演示到了完美结合的程度。因此，元宵
文化作为年文化的组成部分，远远不止

“看红火”三个字那样简单。
20世纪70年代前，朔州人比较重视

过填仓节。填仓节，农历正月二十日叫
“小填仓”，二十五日叫“老填仓”。有许
多讲究，集中反映了朔州人对农业及其
粮食生产的高度重视。

“过不了二月二，啥时也没过完年
哩。”这是朔州人的口头禅，既表达了对
春节的留恋，也表达了对农历二月二这
个节日的重视。二月二在朔州有很多习
俗，比如男人无论老少都要理发，寓意

“二月二龙抬头”；早晨要吃跌鸡蛋，寓意
“咬金咬银”；中午要吃擀豆面，寓意“挑
龙尾”；要戴用五色彩线捻成的“顺气
线”，寓意“一年百事百顺”。

清明节是二月二以后的第一个重大
节日，清明节的前一天叫寒食节。这个

节日主要是祭祖，其习俗有，扫墓添坟、
烧纸祭祖、迁坟迁葬、捏寒燕儿等。新中
国成立后，这一天也成了祭奠革命英烈
的日子。

农历四月初八，也叫“四月八”，是朔
州传统的节日。新中国成立前活动甚
多，求子、还愿、唱戏、经商等活动此起彼
伏，十分壮观。新中国成立后，“四月八”
逐步走上了一条推动地方经济和发展民
俗文化的道路。

朔州的端午节也比较隆重，主要的
特点是吃粽子、吃凉糕、贴公鸡、戴绌绌
（香囊）、戴长命线（和二月二的“顺气线
一样”，也叫五色线）、挂艾草。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也叫“鬼节
日”。朔州人讲究“一年不能两次进坟
园”，但是，如果清明节因故没有上坟祭
祖的人家，此日即可进坟祭祖。1985年
以前，朔州大棚农业不发达，外地瓜果也
少见，清明祭祖供品单调，而农历七月中
旬就不然了，瓜果遍地飘香，因此，不少人
家干脆选择七月十五上坟。此日夜晚，也
有部分出嫁妇女到附近十字路口给逝去
的亲人烧纸、敬香。此俗至今未绝迹。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是朔州人
心目中仅次于春节的第二个节日。其习
俗有很多，简述如下：

一是要团聚，外地工作的人要尽最
大努力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三世同堂
好，四世同堂更好。

二是要提前赶制月饼和瓜果，名曰
“炉月饼”“打月饼”，上个世纪八九十年
代，不少家庭是以整袋白面来“炉”的。
80 年代以前，人们普遍“炉”不起月饼，
就在家里蒸白面、“二面”“掺山药面”馍
馍。做这么多月饼，一是为了自家食用，
二是为了给亲朋好友赠送。至于瓜果，
主要是西瓜，它是供月的必备之物，象征
着团团圆圆。

三是在饮食方面，并无什么忌讳。
80年代以后，拣好的吃，拣好的喝，荤素
齐上阵，一年比一年好。

四是摆月饼和瓜果供月。住平房的
供桌摆在院子里，住楼房的摆在阳台
上。望着皎皎明月，人们甜醉了心田。

五是送月饼。送给挨近的亲戚、邻
居和朋友，以此来展示自家当年的丰硕
成果以及向亲朋表达敬意和祝福。

六是响鞭鸣炮。这一习俗是从上个
世纪90年代开始的，沿袭至今。

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一天朔
州人过去主要是吃一顿油炸糕。

农历十月初一，也是一个“鬼节日”，
是一个祭祀先人的节日。在朔州，如果
当年的清明节或七月十五没有进坟园祭
祀，这一天便可上坟祭奠。主要是烧纸
钱、敬香、“送寒衣”。所谓“寒衣”是用五
色纸制成的衣服、鞋帽、被褥、布匹等。

“十月一”一过，朔州的寒冬就要来了，这
个时候，给逝去的亲人“送寒衣”，是缅怀
先人、弘扬孝道的最原始、最质朴、最真
诚的表达方式。也有不少人家在十月初
一晚上到附近十字路口“送寒衣”的。过
去的做法是，先用白麻纸糊一个特大的
信封，把做好的寒衣装进去，封好口，再
在信封上写：“邮：酆都城阴曹地府
XXX（收）XX省XX县XX村 XXX拜
寄”，同时在信封外贴两枚麻纸剪的“鬼
钱”，这是付给阴间“邮差”的报酬。

二、红白礼仪

红白礼仪是指民间的红白事宴的程
序及其礼节。红事宴是指婚嫁事宴，白
事宴是指丧葬事宴。大致说来，整个山
西的红白礼仪是差不多的，但是由于“十
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的缘故，朔州在
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前，朔州婚嫁礼仪沿袭
的是明清以来的做法，其中也包含着一
些北方少数民族的婚俗成分。一般来
说，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讲究“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成婚前，要经过媒人说
媒、对大婚、换庚帖、查底细、订婚纳彩、
择吉日、迎亲典礼等一系列流程，繁琐而
又隆重。在这一系列的流程中，迎亲典
礼是最为隆重的一天，讲究礼数要周全
得当。为此事先要选聘德高望重、经验
丰富、识文断字、能说会道的人来担任总
管、副总管，全权负责红事宴的一切事
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提倡婚姻自由，
繁琐的流程大为减少，但移风易俗，实质
性的礼仪依旧盛行。

迎亲的日子定下以后，提前半个月
或二十天，新郎的本家、亲戚都要请新郎
到家里吃一顿饭，名曰“洗头饭”或“喜头
饭”，尤其是三服以内做长辈的人，这个

礼数是不能缺少的。至于饭菜的品种和
质量，量力而行，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
新娘的本家、亲戚亦然，也要轮流着请新
娘来吃一顿饭，名曰“盘头饭”或“掰髻髻
饭”。吃了这顿饭，就意味着新郎、新娘
很快就要步入人生的一个新阶段了。

迎亲，也就是娶新媳妇进家门，礼
仪甚多。男方家里要提前布置好婚
房、张贴双喜字，新郎要理好发，约好
娶亲人员，等等。前一天男方要派人
到女方家送“离娘米面”、酒、肉等，和
女方协商敲定次日迎亲的具体时间、
线路，同时再次征求女方的意见和建
议。迎亲前，男女双方家里大都要举
办“开喜门”宴席，招待亲朋好友，一天
或两三天不等。

新中国成立前，娶亲的工具有花轿、
驴骡轿等，1949 年以后，毛驴车、大马
车、自行车、小四轮、吉普车、工具车、小
轿车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与时俱进。

迎亲的这一天，男方家里还要用红
纸苫好院里、巷子里、小区里的井盖、窨
盖、旱井盖，还要贴对联、垒旺火。迎亲
队伍进到院里或小区时，首先要鸣炮响
鞭，轿车停到大门口或小区楼门口时，新
娘先不下轿，这时男方的娶亲人需要先
请女方的送亲人进家落座，吃“传茶”。
与此同时，婆婆领一名女童，让她双手端
一茶盘，上置红糖或水果糖若干枚、小红
花一朵、脂粉一盒，待走到喜轿前，婆婆
亲扶新娘下轿，随后婆婆把小红花插在
新娘头上、脂粉搽点新娘脸上、最后把糖
喂在新娘的嘴里。这一过程叫“添缘
分”，寓意婆媳二人本是有缘人，经过这
么一“添”，就更加有缘了。随后，婆婆将
新娘领进家。如此这般，新媳妇才算是
娶进家门了。

接下来，要举行典礼仪式，新郎新娘
要“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仪式后
不久便进入酒席阶段。红事宴中，郎舅
的地位最高，须臾不可慢待，座位、陪客
都有讲究。自从酒席在饭店举办后，讲
究也没那么多了，但依然得给郎舅们安
排最重要的桌子。

是日晚上，新郎家要举办晚宴，来答
谢有关家人、亲戚和总管等帮忙的人
员。晚宴的主食是压饸饹，白面、豆面、
荞面的均有。于是，人们干脆把晚宴叫

“吃饸饹”。过去，吃罢饸饹后还要闹洞
房。如今这种活动已经很少见了。

婚礼的第二天，是新媳妇回门的日
子，女方同样要举办“回门宴”，礼仪比男
方的简单很多。主要是女方派新娘的同
辈人来把新郎、新娘接回家，中午招待来
宾入席，共同见证这美好的时光。

（未完待续）

朔州多元汇聚的民俗风情
●●陈永胜陈永胜

人物
牛 勇，龙滩乡乡长，41岁。
方 兴，农民，52岁。
聂芳芳，方兴妻，50岁。
（方家大棚，聂芳芳用塑料袋装

香瓜。）
聂芳芳 唱：
太阳早早暖大棚，
好光景把这好时候逢，
起早贪黑几十天，
今天我心里头喜气生。
芝麻蜜香瓜新品种，
牛乡长引进我家种，
从种到收都关心，
真是咱农民的贴心人。
方 兴（上，边走边问）：芳芳，芳

芳，装好了没有？
聂芳芳：好了好了，看把你着忙成

个啥了。
方 兴：哈哈哈，你比我急得还厉

害哩，等不到露水落，一大早就催人摘
香瓜。

聂芳芳：当家的，不瞒你说，我天天
盼咱们的香瓜长大成熟，早一天让牛乡
长尝一尝。

方 兴：我跟你想的一个样！唱：
改革开放几十年，
农村变化翻过天，
穿得好，吃得好，
汽车电摩满街跑，
生活赛过那香瓜甜，
全靠党的好领导。
聂芳芳：快走哇，迟一会又逮不住

乡长了。
（夫妻各提一袋香瓜下。）
（牛勇办公室。牛勇坐在桌前画着

什么。）
牛勇（站起来）唱：
金沙滩绿色海洋艳阳照，
桑干河清流潺潺风光好。
农民的小康生活步步高，
牛勇我初心使命须记牢，
走遍那万户千家不辞劳，
新征程还要赶上新浪潮。
方 兴（边喊边上）：乡长！牛乡长

在不在？
牛 勇（迎接方兴、聂芳芳）：哎呀，

是你们两口子，这么早过来，不是有啥
急事吧？

方、聂（把香瓜放在办公桌上）：没
有，没有。

牛 勇：这是——
聂芳芳（取出一只香瓜用衣服擦，

递给牛）：这是咱大棚的芝麻蜜，牛乡
长，头茬瓜熟了，你尝尝，快尝尝！

牛 勇（接过香瓜，闻闻）：好香，好
香！真有股蜜的味道啊！

牛 勇（把香瓜放在桌上）：方大
哥，方大嫂，我正要给你们打电话，没想
到，你们正好来了。

方 兴：乡长找我们有事？
牛 勇：有事，有大事！
方、聂：大事？
牛 勇：我想知道，你家的香瓜，头

茬能下多少斤？
方 兴：少说也够两千来斤吧。
牛 勇：好，好！不要卖给别人了，

都给我留下。
方 兴，聂芳芳（愣神，对视，转身

低声）：这么大胃口？他能吃下去？（转
向牛点头，表情复杂）：哦，哦，都留下，
不卖了，都留下，不卖了。

方 兴 唱：
一大清早满心欢，
为表心意把路赶。
人人都说乡长好，
不知他打的啥算盘。
聂芳芳：唉！起得早了，早知道这，

还不如悄悄卖了再说。
牛 勇（把两袋香瓜提放地上）：方

大哥，方大嫂，你们过来，看看这个行
不行。

方、聂（慢腾腾走过桌边，看）：看啥
哩？这是——

牛 勇：这是我给你们设计的香瓜
包装箱。

方 兴：包装箱？我的好乡长，这
土疙蛋还用个包装箱？

聂芳芳（白了方一眼）：人家是大乡
长，比你个土坷垃排场，哪能跟咱们一
样，送礼提溜个烂塑料袋子。

牛 勇：哈哈哈哈哈，你们呀，还没
弄清我的意思哩！不排场咋能卖上高
价钱！唱：

市场经济天地宽，
销售技巧不简单，
包装就是化妆师，
土疙蛋变成金疙蛋。
聂芳芳：咋？乡长，我没有听错吧？

又要卖呀！刚才，不是说都给你留下？
牛 勇：哈哈哈哈哈，不卖干啥？

我能吃了？让你们给我留下，是乡党
委、乡政府定下的农产品销售策略，为
给你们卖个好价钱。

方、聂：（对视，互指）原来是这样！
哎，你呀，（转向牛）啊呀，乡长，我们实

在不好意思，我们......
牛 勇：没什么，是我开始没跟你

们说清楚。
方 兴：（拱手）那就好，那就好。

可是乡长呀，唱：
政府想法虽说对，
农民要的是实惠，
一个纸箱好几块，
谁买东西不嫌贵？
牛 勇 唱：
包装精美是脸面，
就像一张大名片，
瓜名号称芝麻蜜，
龙滩乡是原产地，
绿色环保利身体，
香过芝麻甜过蜜，
品质提升价值提，
现代营销增收益。
聂芳芳 唱：
包装箱子是好看，人家挣了咱少赚。
三轮车拉袋子提，痛痛快快卖出去。
牛 勇 唱：
芝麻蜜瓜虽然好，
宣传推销离不了，
农民销售渠道少，
政府帮助出妙招，
礼品店加大超市，
上架都要上档次，
视频上面直播卖，
没有包装咋出彩？
你们担心成本高，
水涨起来船也高，
乡里开会好几遍，
商讨定价二十元。
方、聂：啥？啥？二十块钱一斤？

乡长，这……
牛 勇：没错，龙滩芝麻蜜，一斤二

十块！
聂芳芳：哎呀呀！我的妈呀！这价

钱，别把人们吓跑了。
方 兴：那香瓜可就臭在大棚里头啦！
牛 勇 唱：
芝麻蜜香甜可口沙又脆，
咱应该为它树口碑，
二十块一斤实在不算贵，
就怕你拉了秧子也不够卖。
（三人笑。）
方 兴：那这包装箱——
牛 勇：这个你们不用考虑，我已

经跟纸箱厂联系过，老板愿意支持家乡
卖特产，箱子价格优惠，卖完香瓜付款
就行了。

方 兴（握住牛勇的手）：好，好，太

感谢牛乡长了。那我们就回去了，地里
的活儿还等着哩。

牛 勇：好，电商销售那边也沟通
好了，你们回去，只管侍候你们的金疙
蛋就成。

（方、聂告辞。）
牛 勇：你们把这些香瓜拿回去。
方 兴：这是给你的，带回去让家

人也尝一尝。
牛 勇（拿起桌上的香瓜）：有这一

个，就够我尝了（咬一口）：真甜！
方 兴 唱：
乡村致富大路宽，
乡长是我们的好领班，
党的政策金不换，
土疙蛋变成金疙蛋。
聂芳芳 唱：
盖起大棚选籽种，
借钱找人还帮工，
十天八日不放心，
田间地头来访问。
想留吃顿家常饭，
来去总是急匆匆。
东村青椒西村蒜，
养殖场里牛羊欢。
龙滩家家有福气，
乡长功劳不忘记。
牛 勇 唱：
广阔天地践使命，小小香瓜含真情。
农民生计心牵念，公仆奉献学黄牛。
诚心实意办实事，党群一心力无穷。
（三人推让香瓜，放在桌子上。）
牛 勇：方大嫂，这少说也够三四

十斤，如果种一般农作物，这就是一亩
地的利润，你总不能让我把一亩地的
辛苦尝下肚子吧？你舍得，我可不忍
心。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让纸箱厂
老板也尝尝咱们的芝麻蜜，再把这些
香瓜包装好，摆进水果店，来它个开市
大吉！

三人合：开市大吉！
方 兴（到牛右边）唱：
一棚香瓜一片心，
好干部都有为民心。
聂芳芳（到牛左边）唱：
一个香瓜一颗心，
两袖清风廉洁心。
牛 勇 唱：
一心一意为人民，
时刻不能忘初心。
三人合唱：
为民心加廉洁心，担当使命践初心，
心心相印党群心，振兴路上向前进，
振兴路上向前进！
方、聂（告辞下）
牛 勇（挥手，同期幕后小合唱：）
为民心加廉洁心，
担当使命践初心，
心心相印党群心，
振兴路上向前进，
振兴路上向前进！

——剧终

（（剧本剧本））

牛 乡 长 心牛 乡 长 心 系 芝 麻 蜜系 芝 麻 蜜
●●武国武国文文

咏蝶
朝露兰英世所稀，花间沉醉卧鲜衣。
劝君乘运莫如我，该展翅时即放飞。

雨中独吟
数十春秋客里行，江湖了尽少年情。
晚来赢得浑无事，醉卧西山听雨声。

赏春
问君何处守神魂，雨打园池独倚门。
鸟隐鹅黄风细细，花开朱紫露痕痕。
红霞垂照水沉阁，烟树环围春满村。
月下客来茶当酒，先生宁醉不闲论。

吟夏
柳絮风摇积似霜，残红水涨满陂塘。
春归曾恨唱三叠，夏至频思书几箱。
信尔远来皆是客，管他立地便为王。
先生行乐知天命，诗骨无能葬酒坊。

西江月·高考有寄
十载潜心破壁，一朝弃笈登场。

可怜文曲择馨香，万户千门各样。
拼个月中折桂，换将来日争光。

百年功业始开航，把盏今宵长望。

夏日逢雨
云压山原草映苔，鸟啼池上笑难开。
江郎未老才思尽，半日雨催诗不来。

记昨日乡居
云锁山原雨未生，晚来天霁落霞明。
酒余月白风零乱，蛙鼓时昂一两声。

醉秋
秋香处处欲沾衣，只惜风情渐已非。
满目山河摇落乱，经行田野叫呼稀。
烟霞红照水天碧，断雁空鸣芦荻飞。
月夜倾杯解千结，先生心事莫相违。

御冬
残叶飞花波上连，北风劲起扫云烟。
天寒市静催刀尺，月冷窗呜注柳绵。
诗酒唱酬犹日日，江湖落拓复年年。
先生喜看梅争雪，万丈红尘靠一边。

西江月·读史
百代丹书青史，无穷文斗将星。

揭竿投笔海山行，都为生民请命。
俯仰皆成过客，是非谁会时情。

胜王败寇得遗名，明月清风肃净。

诗 词 十 首
●●王建国王建国

生活中，人人都有嗜好。有的人
爱酒，有的人爱唱，有的人爱文，有的
人喜舞。还有的人爱爬山、爱游泳、爱
攀岩……只不过爱好不同，有的高雅，
有的大众。

有所好，必有所爱。生活中，无嗜
好则无趣。

爱文必有文友，爱酒会有酒友，爱
书自有书友，爱舞也有舞友。

我爱舞。昨日中午，应几位谈得
来的舞友相邀，参加了一个舞友小
聚。友人欢聚，自然离不开烧酒。欢
聚的地方是中餐聚仙楼，喝的是得裕
莜麦酒，吃的是豆面抿拔股。酒好饭
香话也投机，聊兴甚浓。

友人中，有一位尤先生，五十多
岁，祖籍吕梁，舞跳得好，人也厚道。

尤先生年轻的时候，敢于走出吕梁
山，来忻州打工。这一打就是几十年，
就将他乡当故乡，买房落户入此乡。

时间可以改变人。三十年岁月，
尤先生的方言也被这里的芦芽山水同
化，变成了当地口音。交谈中，乍一
听，满口都是管涔山中的莜面味。

普通人的生活都过得不容易。尤
先生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他在这里
无依无靠，要扎根立足，要买房落户，
要养活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人全靠他
打工挣钱。三十年岁月无情，将一个
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熬成了五十
多岁的秃顶男人。从煤矿、洗煤厂到
建筑工地，不论粗活、累活还是危险的
活，他别无选择，遇到什么活就干什么
活，练就一副能担当风雨的铁肩膀。

尤先生在这种艰难的生活当中，
爱上跳舞，且跳得很好。他在舞蹈中
安慰自己、放松自己、释放自己、展示
自己，在欢快节奏的音乐声中释放自
己的激情。一曲快四舞，欢快激昂，如
恢河里奔腾的浪花，一浪高过一浪；如
锅里烧开的沸水，似风中林海波涛，涛
声高亢激越，舞曲悠扬绵长。跳起欢
快的舞，唱响内心的歌，秋风吹拂树
叶，歌声在林中飘荡。

舞蹈来源于丰收后的喜悦，载歌
载舞，劳动是最美的舞蹈。

几段欢快的舞曲，给尤先生的生
活注入了活力。第二天，他又踏上打
工的路程。

做个普通人，一天劳碌，一身汗
水，一顿酒饭，一场舞会，有苦有乐，苦
中作乐，优哉游哉，不失其乐。既不妄
想一夜暴富，也不祈求做个大官。人
生不失其乐，不失其美，更胜于某些贪
得无厌的官、某些欠债不还的老板。

孟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
做个普通人，不招风，不惹事，不

欠债，不亏心，身正心安神稳，舞也融
融，酒也融融，日子也过得其乐融融，
乃人生之至美。

平凡的日子，平凡的人生，简单的
生活，做个凡夫俗子，吉祥常伴，灾难
远离。多美！

做
个
凡
人

●●

冯
向
东

冯
向
东

触手及天的大厦
仰望无垠的小楼
错落有致地陈列在蓝天下
谁的心被轻轻地抚揉

有点羡慕那片云
就那么随心所欲地飘游
天空般广阔的胸膛
谁的世界总这般没有忧愁

匆匆地，匆匆地挥别旧痕
静静地，静静地写下悲伤
永远永远站得这般地远
谁总是如此如此地彷徨

人间的烟火气袅袅直上天空
尘世的伤别离悠悠散入天空
生命在不经意间淌过
谁的爱正慢慢地消融

天 空 之 望
●●刘淑花刘淑花

彭甫召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