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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间·文化

■ 张 勇（陕西）

乡村里的正月充满喜庆与快乐。锣鼓
敲出乡村节日的亢奋，爆竹声声迸溅高兴，
社火长龙舞动出乡村的激情。从正月初到
元宵，乡村里玩龙灯、舞狮子、唱大戏，各色
各样的民间娱乐“粉墨登场”。

乡村里的正月是红的，是热热闹闹的
红，是喜庆的红，是高兴的红。大红灯笼染
红乡村的时光，染红乡村的喜悦，也染红乡
村叽叽喳喳的鸟鸣。红红的窗花贴出乡村
的福祥，贴出乡村红红的梦，贴出乡村红红
的憧憬。红红的对联平仄出乡村红红的愿
景，平仄出乡村红红的丰盈，平仄出乡村的
五谷丰登。乡村的正月红出暖意，红出岁月
的祥和，红出乡村家家户户的和和睦睦。

正月，是游子捧在手心的喜悦，是千里
之外的思念饱满成家乡的一轮圆月，是春夏

秋冬的阳光聚在心窝的欢跳，是年味荡漾出
来的快感，是老娘老爹笑出来的红红的慰
藉；乡村正月是整整一个腊月忙乎出来的
醇香，是袅袅炊烟熏香的喜庆，是风风火火
的脚步追赶出来的老家的亲热；是等待一
年的老屋期盼的团聚，是冷清一年的老屋
激动出的热闹，是沧桑的老屋又一次点燃
浓浓亲情流淌的幸福。

乡村里的正月，是孩子们跳跳蹦蹦出的
高兴和欢畅。乡村的孩子更为单纯，更容易
满足，更能享受假日的轻松舒畅。特别是这
个绽放喜悦的春节，他们会在大年初一跑出
家门，聚集在一起彼此炫耀新衣，会掏出红
包买几串鞭炮，簇拥着嬉笑着尽情地玩闹。
追逐撵打，追赶快乐。他们会蹦着跳着随大
人们走亲串友，会很快和别村的孩子玩在一
起，玩耍奔跑。这个正月，这个假日，他们拥
抱开心欢畅。

春节的欢天喜地，给乡村带来了太多的
吉祥，借着正月的良辰吉日，乡村好多人家
会在这个时候操办儿女婚事，这让乡村更具
喜庆和热闹。一家婚嫁，全村忙乎，全村高
兴。忙忙碌碌，热热闹闹，村庄红红火火。

乡村正月是满满的喜庆，是满满的欢
聚，是满满的快乐。十五元宵过后，孩子就
要上学，儿女又要远行打工，这正月的后半
月就成了圆圆的别离，圆圆的伤感，圆圆的
无奈。带着父母精心准备的包裹，带着父
母亲切的叮嘱，带着亲人的爱与牵挂，这一
别，又将是一年的等待。乡村又恢复了它的
宁静。乡间的正月，仿佛一幅浓郁的风情画
卷，让人久久回味。

“一年之计在于春”，乡村正月是一个新
起点，乡村踩着春风，开始播种红红的希望，
春来了，乡村在喜庆中悄悄抽芽心事，拔节
红红的憧憬！

乡 村 里 的 正 月

■ 刘云燕（河北）

还没到元宵佳节，村子里的大姑娘、小
媳 妇 ，那 些 强 壮 的 汉 子 们 ，都 开 始 忙 碌 起
来，他们在细致地筹划着花脸社火，每个人
都是一脸兴奋的表情，仿佛整个村子都在
进 行 着 一 桩 大 喜 事 一 般 。 每 个 人 一 提 到

“耍社火”，就是一脸的开心。
这时，头裹白毛巾的老辈人，磕磕旱烟

袋，站在日头底下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相
传在南宋朝，这里曾发生了一场大战，多员
名将浴血奋战，击退敌寇。百姓为了纪念
当 时 的 战 斗 场 面 ，就 组 建 了 花 脸 社 火 队 。
我年轻的时候，可是花脸社火中的主力。”
那得意的表情，颇有一种“宝刀不老”的自
豪感。

元宵佳节临近，村里的人就开始进行
花脸社火的排练。年长的人手把手地给年
轻人介绍人物表情和动作要点，这才是花
脸社火的精髓所在。年轻人也训练得极为
认真，一招一式，毫不含糊。

天还没亮，村里的人们就早早地汇聚
起来，山外边来看花脸社火的车辆也熙熙

攘攘，各种车辆的喇叭声，“滴滴答答”地把
小小的山村营造得热闹异常。而等待看演
出的人，渐渐地围拢过来，把小村子挤得密
密匝匝。有的人站在车上，有的人站在房
顶，迫不及待地等候着。

天 刚 蒙 蒙 亮 ，演 员 们 开 始 进 行 化 妆 。
化妆室可谓“简陋”，可是每个人都兴高采
烈。村里的化妆师准备好各种油彩，化妆
师 在 演 员 的 脸 上 勾 勾 画 画 ，表 情 极 为 认
真。不多时，你再看，一个个神态各异的人
物脸谱就出现人们的脸上。有的人全是黑
脸，却在眼睛的部分有一圈白。有的人满
脸抹大红的油彩，喜气洋洋的。皱纹被遮
住了，只留下一张或喜或怒的脸庞。还有
可爱的孩子，也被涂抹上了油彩，只有眼睛
亮亮的。

参 加 社 火 表 演 的 人 们 ，从 化 妆 师 、导
演 到 演 员 ，上 到 六 七 十 岁 的 老 人 ，下 到 几
岁 的 孩 子 。 有 的 老 人 尽 管 已 经 两 鬓 斑 白
却 精 神 矍 铄 ，动 作 毫 不 含 糊 ，而 孩 子 一 招
一 式 也 极 为 认 真 ，木 棍 舞 得 虎 虎 生 风 。
似乎一年风调雨顺的祈祷，都在这些社火
表演中。

花 脸 社 火 的 演 出 没 有 唱 念 ，只 有 做
打。人们随着鼓点做着各种各样的武打动
作，鼓乐铿锵有力，高低起伏，人们的动作
也随着节奏或快或慢。到了高潮处，男人
们雄起呐喊，喊声震天，极具力量和艺术的
魅力，让人看了，也热血沸腾。表演时，男
人们三三两两形成对打格局，各种兵器轮
番上阵，打斗极为激烈，惊险之处，仿佛刀
具马上要刺入对方的喉咙，引来人们一阵
惊呼。而对方总能机敏地跳开，再反戈一
击，而化险为夷。我们一边惊呼着，一边不
时喝彩。而演员听到了喝彩声，就表演得
更加虎虎生风。

大姑娘、小媳妇在一旁，身着盛装，扭
起了秧歌，跳起了舞蹈。社火的曲目有《三
英战吕布》《三捉孟良》等数十出，取材于历
史故事，取戏曲之文采，非常引人入胜。

花脸社火，是人民的智慧和才能的结
晶，它涉及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武术、戏
曲、工艺美术等等众多门类。平凡的人们，
总 有 着 十 足 的 美 感 和 智 慧 。 他 们 一 代 一
代，将美好的祝福传承下来。让山村沸腾
的社火，牵着游子的心。

舞 动 的 花 脸 社 火

■■ 江志强江志强（（北京北京））

夜幕降临，村庄的灯火摇曳
在寒风里。今年的春节假期虽
说延长了一天，心里却并不觉得
有多长。明天一大早，我将背起
行囊，离开家乡，回到那个熟悉
又陌生的城市。今晚，我不打算
接受任何亲朋好友的聚会邀请，
只是想和家人静静地待在一
起。事实上，很多朋友只是发来
了“明早远行，一路平安”这样的
字句。他们知道，在这样的时
刻，“不打扰”是最好的关切。

母亲早早地准备好了晚餐，
小米粥、炒青菜和茴香鸡蛋馅包
子，一点也不油腻，简单却温
情。母亲真是善解人意，她知道
我的肚子在春节期间不缺油
水。父亲默默地坐在一边，间或
夹起一根青菜放进我的碗里，眼

神里满是对我的不舍。他知道，明早醒来，儿子就
要远行了。有人说，“年龄越长，心肠越软”，我确
实感觉到父亲近些年心肠变得越来越软，尤其是
在这样的夜晚，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

“多吃点”母亲轻声说，“到了城里不容易吃
到这些。”她的声音很轻，一边说话，一边熟练地
将准备好的东西打包。

灯光下，母亲的身影显得格外瘦小。她的
头发已经有些花白，那双曾经年轻有力的手，如
今也变得粗糙不堪。看着她忙碌的样子，我不
禁想起小时候，每次过年回家，母亲总会做很多
好吃的给我，那时候总觉得这些是理所当然
的。而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渐渐明白，
那些看似平凡的饭菜背后，蕴含了多少难以言
说的厚爱。

母亲把装了家乡小米的袋子缝了又缝，唯
恐小米撒出来。她低声自语：“这可是咱家最好
的小米，没搁化肥，吃了养胃。”

“妈，你也吃啊。”我说道，试图掩饰内心的
酸楚。母亲抬起头，笑了笑：“我在家还能吃到，
你们在外面不容易。”

饭后，我们围坐在客厅里聊天。电视开着，
但谁也没有认真看节目。弟弟在一旁看手机，
不时抬头看看我，告诉我明日的天气；妹妹则依
偎在母亲身边，听她讲述着村里的新鲜事。

父亲悄悄走进厨房，接了一杯水，然后小
心翼翼地往里面加了一些蜂蜜。他知道我肠
胃功能不是很好，特意为我准备了这杯温热的
蜂蜜水。

妹妹知道我要走了，提前把我换下来的衣
服都洗了一遍，还细心地熨得平平整整。当我
看到行李箱里那一叠整齐干净的衣服时，心中
涌起一股暖流。她害羞地说：“哥，衣服我都给
你收拾好了，这样你回去就不用再忙活了。”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近深夜。母亲收拾好
东西，转身对我说：“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
呢。”我知道，她是怕我太累影响第二天的行程。

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心中
五味杂陈。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母亲为我弯
腰打包的画面，父亲递来那杯温热的蜂蜜水，还
有妹妹认真熨烫衣服的情景……

在这寂静的夜晚，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宁静与安心。我把那些融入生活琐碎之中的细
微与真实牢牢地印在心里。

待到东方露出一缕熹微，在父母和弟妹的陪
伴下，我提着行李下楼，突然看到了楼下站了几位
熟悉的身影。他们是我的一众发小。

说好了“互不打扰”，他们偏偏又来了。寒
风中，他们开着车送我到高铁站。节前回来时，
就是他们到高铁站把我接到了家。

凝望黎明前的最后一刻，我在心中默默许
下心愿：愿家乡的一切都安好，愿家乡的所有亲
友平安幸福！

返
城
前
夜

■■ 崆崆 峒峒（（广东广东））

当夜色笼罩在岭南大地时，一条泛着火
光冒着烟气的“香火龙”冉冉升起。据说，这
是一条能祈愿平安吉祥、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国泰民安的巨龙。

带 着 崇 敬 和 期 待 ，我 踏 上 了 寻 龙 之 旅 。
在南雄市百顺镇我发现了这条神秘的“香火
龙”的踪迹。它全身长 9.9 米，有“地久天长”
的寓意，放眼望去，一座硕大的龙头，一张吞
云吐雾的大嘴，两只金闪闪的眼睛，头上一对
挺拔的龙角，两腮大把黄灰色飘飘美髯须，龙
骨由竹篾串联固定，再用稻草扎成龙身，龙腹
中插入长约 90 厘米的撑竿，为舞龙者手持。

正月舞龙，第一件事就是插满燃香，十几
个队员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将千余条香火点
点装扮龙身。舞龙一般是一条公龙和一条母
龙一起表演，舞龙者大多是村里身强力壮、虎
背熊腰的中青年，他们个个上身赤裸，身着

“火摇裤”，双手托着插满烟火的巨龙，奔跑如
飞。“点火！”一声令下，整条火龙开始燃香，一
条蜿蜒雄浑的“火焰长龙”终于映入眼帘，盘
旋在夜空。

“噼噼！啪啪！”舞龙队还没有进村，先是
一阵鞭炮开道，这条烟火飘逸的巨龙，随着锣
鼓节奏开始走村串户。火把引路，龙珠前导，
逗引双龙入场。父老乡亲在沿途翘首等候，
喜迎火龙的到来，祈盼来年风调雨顺、丁财两
旺 。 正 时 ，满 场 一 阵 又 一 阵 的 锣 鼓 声、欢呼
声，如热浪般一浪高一浪，响彻云霄……最激
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只见浑身金光闪闪的
龙身在表演场中狂舞，时上时下，飞舞翻滚，动
作流畅，形态逼真，迅捷异常，夜幕中只见香火
不见人，场面热烈非凡，令人叹为观止。

火树银花不夜天，今宵尽兴不归眠。待到
元宵时节，舞 龙 才 有 了 点 消 停 的 模 样 ，汗 珠
飞 溅 在 赤 裸 的 上 身 ，汉 子 们 不 时 发 出“ 嘿
哟 ！嘿哟！”的吼声，如同纳新吐故，响彻十里

八乡……
关于舞龙的记载，在我国是史不绝书。《山

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了先民作“土龙”求雨的
风俗，这种求雨仪式曾被描述为“执物舞成龙的
情形，他们身手相续，跃上伏下流动回环”，使人
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十余人一长排的队列，将那
龙形腾跃、滚动、盘起、穿插。南雄的龙舞民俗，
也许在 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张九龄《奉和
圣制烛龙斋祭》诗中有“群灵鼓舞，蔚兮朝云。
沛然时雨，雨我原田”之句，其诗题“烛龙”很可
能是今日民间“香火龙”的前身。

南宋大诗人辛弃疾有一首词《青玉案·元
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
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
舞……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世人大多引用其下半阕，我则更
喜欢上半阙，因他描述临安新年舞龙的场景，气
氛浓郁，活色生香，正如民间流传的非遗舞龙艺
术——香火龙，那般火光闪烁，姿态万千。

烟火漫卷年味浓

■ 李凤高（吉林）

我尤喜爱杜工部脍炙人口的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佳句，
更羡慕老杜好友卫八处士，感念旧
情，款待故人的一派盛情。其实我
也很喜欢剪春韭。

父早亡，家有一块自留地，大伯
种下两畦韭菜，春暖花开春韭生发，
黄绿油嫩，煞是可人。春雨中，娘剪
上一缕精气勃勃的韭菜，好吃的就
一起跟着来了。

鸡蛋炒春韭。它透着鲜，冒着
香气儿，卷上娘烙的地瓜煎饼，一口
气我能吃上三张煎饼，感觉那鲜劲
儿直往肚里拽舌头，食欲大增。

娘还剪春韭包韭菜鸡蛋海米三
鲜馅饺子。初春头刀韭菜特别有韭
菜味儿，娘将韭菜择净、洗好、控水
后切碎，放到搪瓷盆里待命。用热
油速煎嫩鸡蛋，以筷子搅碎在锅中
晾凉后，倒到盆里的韭菜末上，撒入
海米，倒入熟豆油，最后放入适量的
盐，用筷子将馅料拌匀。马上擀面
皮儿包饺子，包的速度越快韭菜杀
出的水越少，口感越新鲜。锅烧开
了就煮饺子，煮好的饺子鲜香扑鼻，
即使不吃，看着也醉了。饺子皮儿
透着馅儿的翠绿，个个都是艺术精
品。煮出的饺子要先敬天，再敬祖
先，最后才轮到家人吃。韭菜的鲜
味儿和着海米的鲜味儿，再加上鸡
蛋的油糯香、面皮儿的麦香，吃起来
感觉美味和着口水一齐往肚里咽，那感觉才叫倍儿爽。

大伯笑眯眯地捋着山羊胡子来了，手里攥着刚剪的春
韭。娘拿出她的看门绝技——烙韭菜合子。制馅儿的过
程和拌饺子馅一样，关键是擀大面皮儿，将一半面皮儿摊
上馅儿，然后对折用另一半面皮儿将馅儿全覆盖，用碗扣
半圆轨迹，将饼封好口不跑馅儿。锅热了，少放点油，娘就
开始烙韭菜合子，烙的过程中需不断翻个儿，以保持火色
均匀。烙好的饼，飘鲜溢香，瞅着像月牙儿，吃着感觉那个
美劲儿，既拉馋又过瘾。

伯父一生勤劳耕田。他无怨无悔地看顾我们母子。老
人家特别善良，他曾动情地对我说：“你是咱们老李家的根
苗啊。我帮你娘养活你，不求任何回报。一辈一辈的人嘛，
只要你好好学习，长大成材，我看着就高兴！”

当然我们母子也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无论吃啥好吃
的，娘总让我给大伯送去一些。比如这剪春韭，炒的鸡蛋、
包的饺子、烙的盒子……我们一律与大伯共享。

剪春韭，剪出生活的美好意象，剪来家人同福共乐的
和睦温馨。

初
春
头
刀
韭

初
春
头
刀
韭

■ 王 杰（安徽）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老洲乡，那
里四面环水，美丽富饶，1958年被国务院授予“全
国文化之乡”光荣称号。记忆中，我的家乡农历
正月习俗有许多，唱门歌便是其中之一。

从大年初一开始，便有县内外民间艺人遍走
城乡，常常两个人结伴而行，挨家挨户地到门前
献唱，俗称“唱门歌”。每到一家，唱门歌的必先
开锣，然后开始唱。唱时，常以“外口”（附唱者）
与“会手”（主唱者）对“坎子”（一唱一和），并伴
以 打 鼓 击 拍 ，音 节 铿 锵 明 快 而 激 昂 ，动 人 心
弦。唱词以唱“好”为主题，大多为即兴祝颂之
辞 。 比 如 ：“ 今 日 来 到 贵 府 上 ，满 心 欢 喜 把 歌
唱。贵府住在宝地上，五福临门家兴旺，事事顺
水又顺畅，幸福生活万年长……”或类似戏文，
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热闹非凡。起唱后，直到主
人施与为止，不然不罢休。得到施舍之后，便掩
锣息鼓，连声道谢，欢欢喜喜而去，不计较施舍钱
物的多少。

听我父亲说，他小时候过年时，每逢大年初
一，就有唱门歌的，挨家挨户地唱。大多数人家
对唱门歌的会热情欢迎和接待，有的还盛情款
待。唱门歌的唱完，主家只给钱，或一角，或二
角，或五角，有的甚至给一元钱。那时候的钱很
值钱，一元钱能买不少东西。如果主家给炒米
糖、炒米粑粑、年糕什么的，唱门歌的不便携带不
说，他们也不要。

每逢唱门歌的到父亲家来唱，我的爷爷奶奶

总是笑逐颜开地热情迎接。临了，爷爷或奶奶
总是给一元钱，从不给食物。爷爷奶奶都觉得，
唱门歌的为了讨生活，不容易。除了应得到报酬
之外，还应得到人们的尊重。要是给唱门歌的一
些食物，就把他们看成讨饭的了，这是对人家的
不尊重。

奶奶有一副菩萨心肠。有一年大年初一，一
位老大爷领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来到奶奶家
唱门歌。小男孩没有穿过年的新衣服，而是穿着
一身旧衣服。老大爷一边打鼓一边唱：“今天来到
贵府上，老朽祖孙喜气沾，欢欢喜喜即兴唱，唱得
不好多包涵！八仙红桌摆中堂，糖饼糕点喷喷
香。贵府喜庆又吉祥，男女老少喜洋洋，勤俭持
家家业旺，积善之家美名扬，哎哎哎哎呀……”老
大爷唱完后，爷爷给他一元钱。不料，那对祖孙
俩没走多远，奶奶便追上前去，把一个红包塞进
小男孩的口袋里。红包里装着一张十元钞票。
这十元钱，是奶奶从卖年猪得来的那些钱中抽
出来的。本来爷爷奶奶想把那些钱攒起来，等
攒足了，给我大伯买手表。大伯在城里当工人，
有块手表，不仅可以把握时间，在单位也有面
子。当时，奶奶笑着对老大爷说：“大哥，过年了，
我包给你孙子十块钱，你回家后，请裁缝给孩子
做套新衣裳，过年了，孩子没新衣裳可不照啊

……”奶奶又心疼地摸了摸小男孩的头，笑呵呵地
说：“孩子啊，你要好好念书，只有好好念书，长大
了才会有出息……”奶奶的言行，让老大爷感动
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小男孩的泪水在眼眶中直
打转，郑重地点点头。祖孙俩走后，奶奶掀起衣
角擦拭着眼角的泪水，对爷爷说：“过年了，孩子
们都得穿新衣裳，这是习俗。刚才那个孩子居然
没有新衣裳穿，我看着心酸……给大儿子买手表
的钱，又多了十块钱缺口了……”爷爷笑着安慰
奶奶说：“你做得对做得好！人与人之间，就应该
互帮互助互爱，能帮人家一把就帮一把，帮助了
别人，也快乐了自己呀！差十块钱，没关系的，我
们再挤挤就出来就是了……”

20 多年后，又一个大年初一的上午，一位衣
着考究的年轻人找到奶奶家。年轻人笑着对奶
奶说：“老人家，你还记得 20 多年前那年大年初
一的上午，一个小男孩跟着他爷爷来你家唱门
歌，你包给他十块钱红包的事吗？”奶奶笑呵
呵地说：“不记得了。再说了，这么小的
事，也没必要记住呀。”年轻人动情地
说：“老人家，这件事，你觉得是件小
事 ，但对我来说 ，则影响了我的人
生。当年我跟我爷爷相依为命，家
里穷得叮当响。每年过年时爷爷

都带着我远走他乡唱门歌讨生活。那年过年，爷
爷没钱给我做新衣服，是你包给我十元钱，让我
有了新衣服，让我在小伙伴们面前挺直了腰杆，
过了一个快乐的年。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
心。我记住你要我从小就要好好念书的话，发奋
读书，长大后真的有出息了。现在我开了一家公
司，效益很不错……”奶奶听了年轻人的一番话，
乐坏了：“你有出息了，真好，真好啊！”年轻人从
手提包里拿出一万元，递给奶奶：“这
一万元是孝敬你老人家的，一点
心意，请收下。当年要是没
有你的善心善举，就没有
我的今天啊！”奶奶脸上
堆 着 笑 ：“ 小 伙 子 ，言
重 了 。 当 年 我 只 是
做 了 我 应 该 做 的

事，不 图 回 报 的 。 你 的 心 意 ，我 领 了 。 这 些
钱 ，我 绝 对 不 会 要 的 。 我 老 头 子 走 了 两 年 多
了 ，要 是 他 还 健 在的话，也不会要你钱的……”
此时的年轻人已是泪流满面……

如今，我的家乡已发生了翻天
覆 地 的 变 化 ，家 乡 人 早 就
富 起来了，唱门歌早已
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中 ，只 是 作 为 一
种美好的记忆，
深 深 刻 印 在
家乡人的脑
海里。

远 去 的 唱 门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