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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过后，到亲戚家
走 动 ，在 北 方 一 些 地 方 叫“ 出
门 ”。“ 出 门 ”走 亲 戚 ，带 什 么

“礼”呢？现在年轻一点的人可
能想象不到的是，上世纪六七
十 年 代 前 很 多 带 的 是“ 馍 ”。

“馍”即食用的馒头。有人或许
会惊讶：这还能算“礼”？不是每
天都在吃嘛！

在农耕社会中，尽管北方
许多地方种植小麦，但由于技
术落后，产量低，可不像如今天
天食用。能顿顿吃上大白馒头，
成了很多人的梦想。普通人家
只有到了年底才能吃半个月左
右。吃白面馍馍，走亲戚送“花
馍”，既是享受一年劳动的最好
收获，也是馈赠亲人的最佳年
礼。于是，正月里，人们胳臂上
挎着用竹子或芦苇编织的细篾
红篮子，放进一定数量的馍馍，
馍上覆着一块印花包袱，携家
带口，互相走动“出门”，花花绿
绿的新衣便把大大小小、长长
短短的路装扮成一道道亮丽的
风景线。

做花馍是一项费力费时的
“工程”，春节前半个月左右就
开始动手。在幼时的记忆中，哪
家要做馍馍，邻里乡亲总聚在
一 起 ：小 麦 面 粉 加 水 后 的 揉 、
搓、团等“和面”重体力活由体
力 好 的 青 壮 男 人 承 担 ，而 擀 、
剪、切、扎、按、捏、卷等轻活由
姑娘小媳妇们巧做，老人、小孩
们加水添柴烧柴火。满屋子的
欢声笑语营造出轻松的氛围，
伴随着油香味、麦芽香味的花
馒头一锅一锅出笼，一箅子一箅子掀起
来，白花花的热气在冬日的寒峭中陡然
腾起几米高，把眼睛都眯得睁不开。令人
惊奇的是，平时村里邻间劳作，免不了
产生各种小的矛盾、小的纠纷，它们却
都在这腊月里的笑声中化散开，在这些
小小的不断凝聚中暖柔融解。“远亲不
如 近 邻 ”， 一 个 小 小 的 花 馍 馍 制 作 工
序，亦能把各家“簇合”在一起，你帮
我，我帮你，流动着乡间了无痕迹的岁
月时光。

除了走亲戚“出门”互赠外，在民间
年俗文化中，花馍还用来祭神祭祖。儒家
经典《礼记》指出，“古之君子，使之必报
之”，所载户、灶、中溜、门、行等五祀诸
神，实际上乃围绕人们的生活生产而形

成的泛神系统，祭拜之，以“报
本 返 始 ”—— 报 答 天 地 的 赐
予、神灵的功德、祖先的积善，
内含感恩之义，亦寄念护佑、
期盼。巧手揉捏出来的花馍，
有各式各样的形状。捏成布袋
形状的花馍，置于盛放粮食的
大囤旁，寓来年丰收之意；捏
成鱼形的花馍，置于水瓮旁，
盼年年有余。在娘娘庙供祭表
皮上点成石榴子的花馍，显然
是希冀多子多福。正月十五，
在花馍内加上油（俗称“灯盏
馍”），揉捻棉芯点着，一夜不
熄，意指对来年前景光明的期
盼。可见，花馍馍在祭神祭祖
中起到了一种沟通人与冥冥
神明的作用。一跪一拜、一仰
一合之间，整洁的是身心，表
达的是崇高，年的“俗”味蒙上
了神圣的意蕴。

走亲戚串门，一般篮子里
放的是那种圆圆的“馄饨馍”。
这“ 馄 饨 ”二 字 ，与“ 混 沌 ”谐
音 ，含 浑 全 之 意 ，有 吉 祥 、喜
庆、圆满、平安等寓意。礼尚往
来，亲戚间走动，换的是馍馍，
包含的是亲情的延续和不断
认同。不过，你可不要小看这
其中的门道，否则，会被旁人
耻笑为不懂“礼”数。先送后送
有讲究，送多少留多少也有说
法。一般是外甥走姥姥家，闺
女携婿走娘家，然后是去姑、
姨、姐家。到长辈家，带 12 个馍
馍，拿出 8 个留下 4 个（返回的
篮子不能空）；平辈之间走动，
带 12 个馍馍，拿出 6 个留下 6

个。一来一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
“换馍”，它诠释的是尊敬长辈的孝道教
化精神。

四十年来，在改革开放中，走亲戚
的礼品更新换代很快。白面馍馍成了饭
桌上随意取用的主食之一。先是点心和
罐头取代了花馍，后来又是奶制品取代
了点心、罐头。现在更是多样化了。这
些演变无疑折射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变
化、市场经济的繁荣。我想，这其中变
的是“礼品”，不变的却是永远传承的
年礼文化！

（作者系我市平陆籍人，在京工作多
年。本文为其对幼时过年“出门”风俗的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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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看着一幅幅精巧的剪纸，
仿佛触摸到时光的律动。新年伊始，新
绛县老年大学剪纸班 14 名老人剪出一
套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三牛”剪
纸，赢得了众人夸赞。

剪纸班共有 14 人，最大的学员吕学
峰，年已九旬，最小的 70 多岁，其中还有
两名自愿加入的新人。平时她们利用手
中 的 剪 刀 ，结 合 形 势 剪 出 了 多 样 的 剪
纸。前几年，我国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后，吕学峰十分兴奋和高兴，她把
老年大学剪纸班的刘宝珍、刘变玉等学
员召集到一起说：“二十四节气成为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绘画、诗词，我们见
多了，剪纸很少见，我们何不发挥我们的
一技之长，剪一套二十四节气剪纸。”就

这样，当时剪纸班六位老人根据二十四
节气气候的不同特色、农事情况，反复考
究，绘制图案，挥剪而成二十四节气剪
纸。

今年适逢牛年，吕学峰又与剪纸班
的 14 名老人刘宝珍、刘变玉、宁海芳、杨
双莲、秦新萍等在一起商量，以极大的热
情剪出以牛为特征的剪纸，该剪纸作品
以极富想象力的表现形式，表现了牛年
更牛、牛气冲天的气魄，剪出了孺子牛、
拓荒牛、老黄牛的“三牛”精神。这套作
品共 40 多幅，剪工精细，刻画细腻，她们
的一招一式，把牛的习性刻画得惟妙惟
肖，活灵活现。“三牛”剪纸作品问世后，
人们对这件作品及其传递的丰富内涵报
以满满的赞扬。

（柳文利）

新绛老年大学剪纸班

14名老人剪出“牛”剪纸

甲子轮回，辛丑又至。
辛丑俗称“牛年”。千百年来，牛兆农耕兴盛，稼

穑适时，五谷丰登。如今，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
展，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
根本变化，中国农民所期盼的“耕地不用牛”的夙
愿，早已成为现实。

牛不耕田，大众便少见其“踪影”。从小生活在
网络时代的少年、稚子，大多是通过荧屏或互联网
识牛。与牛相关记忆的群体淡忘对经历过牛主农耕
时代的老一辈人来说，少了一份浓浓的乡愁，多了
一份不舍的记忆。

一

古往今来，牛与土地是中国老百姓赖以生存的
根本，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简单而实在：“三十
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头牛便是半份家
当，许多农家视牛为宝，钟爱之情难以割舍。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遭遇了连续三年的特
大困难，生活极为艰苦。那时，我们生产队的一头老
黄牛死了，各家都分到了一块牛肉。这对于常年挨
饿的乡亲来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美味佳肴。可队
里饲养这头牛多年的张大爷，却硬是不愿吃那块牛
肉。他老泪纵横地说：“老伙计，我给你的草料里都
多加了麦麸，你咋不吃就走了呀！”没过多久，张大
爷也离开了人世。村民唏嘘之余，找来那块已变质
风干的牛肉，摆放在老人的灵前……

古今仁心，一脉相承。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

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也许宋代李纲的这首
《病牛》诗，能为张大爷感恩于牛、爱牛如命的情怀，
作出最好的诠释。

二

合和之美，美美与共。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期，
人与牛相依相从，结伴而行，创造了史诗般的农耕
文化，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

众所周知，牛浑身都是宝。
牛角可做墨斗，供木匠绳墨画线，还可制成号

角，号令三军冲锋陷阵；牛皮可蒙鼓面，除了演奏鼓
乐，鼙鼓更是古代军队闻之起舞的天籁，素有“听鼙
鼓而思大将”之谓；用熟牛皮绳结成的竹简，被称为

“韦编”，对传承中华文化居功至伟，“韦编三绝”，道
出了文人士子皓首穷经的万般辛苦；虽牛溲（尿）马
勃声名不雅，而牛黄狗宝却是难得的珍贵之物，中
医常用其祛除沉疴、益寿延年。

正因为牛对人不可或缺，所以凡有人居的地
方，必有牛的出现，发生牛的故事。

战国时，秦国有个名叫牛缺的人前往邯郸，途
中遇盗。其时天气严寒，风沙甚猛，他脱下外套，盖
在拉车的牛身上。强盗见牛缺不顾身危，从容呵护
黄牛，颇为不解，问其缘由。牛缺对曰：“君子不以所
养害其养。”（见《淮南子·人间》）

人对牛关爱备至呵护有加，而牛亦会“投桃报
李”，助人成才。《新唐书·李密传》记：“闻包恺在缑
山，往从之。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
读。越国公杨素适见于道，按辔蹑其后，曰：‘何书生
勤如此？’密识素，下拜。问所读，曰：‘项羽传。’因与
语，奇之。”

苍天不负有心人。这个李密牛角挂书苦读成
才，后来成了反隋营垒瓦岗寨的寨主。

三

牛不仅生前任劳任怨，助人为乐，连死后埋葬
之地，也会灵光闪耀，降福于人。

《晋书·周光传》讲述了“牛眠地”的来历：陶侃
未发达前，他的老母去世，正准备安葬时，家里的一
头牛突然不见了。寻牛途中，遇智叟指点，说牛已死
在前方山下的泥淖中，若能把母亲埋葬在那里，后
人必位极人臣。陶侃依其言，葬母于“牛眠地”。后来
果然应验，他做了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
事，封长沙郡公。他的嫡曾孙陶渊明虽然只做过彭
泽县令，却是名满天下的田园诗派开山鼻祖。

当然，世事无常，人各有别。也有人是在用“第
三只眼睛”，对牛评头品足。

汉人牟融在《理惑论》中说：“公明仪为牛弹清
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不入牛
耳者，非琴乐不雅，乃牛鲁钝也。

牛只是鲁钝也还罢了，它的倔强脾气，更遭人
诟病。司马光实行“元祐更化”，对王安石的“熙宁变
法”予以秋后算账。同为“旧党”旳苏轼，劝司马光循
序图进，温公不听，苏轼气得跺脚直呼：“司马牛，司
马牛！”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自谦为“牛马走”，意谓像
牛马一样，供人驱使行走。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称：

“太史公牛马走。”而陆游却对此不以为然，作诗《杂
兴》讥讽曰：“区区牛马走，龊龊虮虱臣。”

四

在周王室式微、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的春秋战
国时期，牛为保家卫国也立下了莫大的功劳。牛饩
退敌，是《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录的一件事。

公元前 628 年，郑文公驾崩，举国慌乱。此前驻
军郑国的秦将杞子，暗中送信给秦穆公，说如果攻
打郑国，机不可失，他已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秦
穆公早有灭郑之心，遂派大将孟明视率军千里奔
袭，去攻打郑国。

郑国商人弦高半路得知消息，深为家国安危担
忧，急忙派人回国报警，又备好十二头肥牛，诈称是
朝廷使臣，前去慰劳秦军。

孟明视本来是奉命前来偷袭的，及至见到弦
高，以为郑国已做好了防备，只好悻悻地撤兵而去。
郑国意外获救，避免了灭顶之灾。

以牛为馈、智退偷袭之师固然称奇，而派牛冲
锋陷阵，以“火牛阵”击溃数倍于己的围城强敌，则
更波澜壮阔，蔚为大观。

公元前 284 年，乐毅受命指挥燕、楚、秦、赵、魏
五国联军，一举攻克齐国七十余城，只剩下莒和即
墨，在风雨中飘摇，岌岌可危。

守卫即墨城的是齐将田单。他知道乐毅是位能
征善战的名将，很难对付，便巧施离间之计，使燕惠
王派骑劫取代了乐毅。

骑劫立功心切，连连发动强攻，即墨危在旦夕。
情急之下，田单心生一计，他让军士把五千多头牛
装扮成狰狞可怖的怪兽模样，并在牛角上捆绑了尖
刀，牛尾系了油浸的麻团。

这天夜里，五千火牛犹如天降神兵，直冲敌营，
联军士兵惊骇不已，四散逃亡，主帅骑劫也糊里糊
涂死于乱刀之下。

五

范蠡是春秋时期的一位传奇大咖。他不仅从政
有道，功勋卓著，而且经商有术，富甲天下。因他三
迁至陶，人皆称他“陶朱公”。

鲁人猗顿，辗转流落到了河东猗氏，因不善经
营，仍过着“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的贫苦生活。他慕
名去找陶朱公讨教，陶朱公只说了八个字：“子欲速
富，当畜五牸”。猗顿茅塞顿开，“大蓄牛羊于猗氏之
南”，成为河东首富。

其实，河东还有一位特别会养牛的人，他就是

虞国的百里奚。
百里奚年轻时家境贫寒，靠为人放牛谋生。后

来，在好友宫之奇的引荐下，他当了虞国的大夫。公
元前 658 年，晋国假道灭虢，唇亡齿寒，虞国也被回
师的晋军灭掉了。百里奚成了俘虏，被晋献公当作
女儿的媵人，陪嫁去秦国。行至途中，他趁机逃跑到
宛（今河南南阳），却被楚人抓去养牛。

百里奚是养牛的好把式。他养的牛膘肥体壮，
繁殖快，而且牛群听指挥，好管理，主家很快就发了
大财。有人问他养牛的秘诀，他说：“没别的，人牛一
心而已。”

秦穆公用五张公羊皮赎回了百里奚，因此人称
其“五羖大夫”。他做了秦相后，礼教天下，施恩于
民，辅佐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的儿子孟明视
军功赫赫，是秦国有名的战将。百里奚因牛得福，父
子同朝，一文一武，各显其荣。

六

有人以牛为例，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说中国
人养牛、用牛，是懂牛、爱牛，充满与牛共生的人性
化文明；而西方的一些国家，尤其是西班牙人，最初
只把牛当作供神的祭品，后又演变为尚勇精神的陪
衬，而随意凌辱、杀戮。他们的“斗牛”表演，便是赤
裸裸的虐牛、戕牛的残忍之举。

西班牙“斗牛”传世久远，曾经是万众瞩目的王
牌节目，也由此形成了一门产业，出现了一批专业
斗牛士。数百年来，人们对这种充满血腥杀戮的表
演，感觉麻木，习以为常，只追求感官刺激，而失去
了对受害之牛的同情、怜悯之心。直到近些年的某
一天，动物保护组织的爱心人士，对此提出了尖锐
的质疑与批评，人们这才猛然醒悟：人与牛同属地
球村成员，应和谐相处，共享文明，人绝不可只为了
显示强大，娱乐眼球，而去虐待牛。

十多年前，西班牙斗牛表演戛然而止，这是世
界文明的一大进步。真该感谢那些爱心人士当年的
那声警世棒喝！

七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
是宋代苏轼《定风波》词中的名句，读来令人荡气回
肠，油然而生敬意。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一生跌宕起伏，
历尽艰难，却始终坚守初心，不坠凌云之志。“一蓑
烟雨任平生”，显示了他独立寒秋、不惧风雨的坚强
秉性与豁达胸怀。

蓑衣，就是用麻或草编织成的雨具，如果用来
为牛御寒、遮雨，则名“牛衣”。《汉书·王章传》记：

“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
牛衣中，与妻决，涕泣。”这便是牛衣对泣的由来。王
章漂流长安苦读，尚不知前途如何。极度艰难困
苦之中，他绝不可能放飞心情，去唱信天游的，
只能与妻相拥，牛衣对泣。当然，在我国色彩斑
斓的牛文化里，除了牛衣对泣的不堪，更有执牛
耳的权威与荣耀。原来，古代诸侯歃血会盟，要
把牛耳割下来放在玉盘里，由盟主捧其明誓，故
称盟主为“执牛耳”。

如今，牛衣与“执牛耳”皆已远去，牛也随着时
代的变迁与现代科技的发展，退出了原来的舞台，
难觅昔日的风采。如欲领略我国独具特色的牛文
化，不妨读读《诗经·小雅·无羊》，唐代李白的《咏石
牛》、柳宗元的《牛赋》、刘禹锡的《叹牛》，宋代梅尧
臣的《耕牛》，还可找来唐代大画家韩滉的名画《五
牛图》，尽情观赏一番。如若还不过瘾，就去永济蒲
津渡，看看“黄河大铁牛”。那可是“国宝”级文物，一
定会让你神思飞扬，大开眼界的！

辛 丑 牛 年 漫 说“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
■赵战生

本报讯（记者 乔 植）从市楹联
学会获悉，中国楹联学会近日公布 2020
年度全国楹联教育精英榜，我市两单位
三人上榜。

据了解，过去一年，全国楹联教育
工作积极开拓、全面推进，取得了一系
列新的成绩。经过推荐、评比等环节，
中国楹联学会公布了 2020 年度全国楹
联教育精英榜，旨在进一步推动全国联
教工作深入发展。

该 光 荣 榜 设 为 “ 单 位 ” 和 “ 个
人”两大类，“单位”类评出了 20 家，

“个人”类评出了 30 个。我市上榜的两
家单位分别是万荣县教科局、平陆县
诗 联 学 会 ； 荣 登 榜 单 的 三 人 分 别 是 ：
新绛县西街小学副校长吴海霞、垣曲
县诗联学会副会长廉廷、河津市赵家
庄初中校长李学俭。

近年来，市楹联学会围绕“服务政
治、参与经济、荟萃精品、抓好普及”16
字方针，联事（楹联事业）、联创（楹联创
作）、联教（楹联教育）、联产（楹联产业）
等工作迈上新台阶，特别是“楹联进校
园”活动一直领跑全国。

2020年度全国楹联教育精英榜公布

运城两单位三人上榜

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遗产，踩高跷
正在离我们渐行渐远。

我 学 过 踩 高 跷 ，那 是 几 十 年 前 的
事。每年春节，在北方农村都要举办文
化演出活动，作为一项观赏性很强的活
动，踩高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因
此，腊月，在乡村的大街小巷，可以看到
一些孩子踩着高跷为文艺活动展演预
热。

在举办的文化活动中，高跷扮演者
不但身着戏装，浓妆艳抹，且歌且舞，而
且往往装扮成折子戏的角色。踩高跷的角色，因为
各自身份不同，所以造型各异，高低不一。我们作为
学龄儿童，踩的高跷较低，但学习起来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在我十多岁那年，一位老师见到我问：“你学踩
高跷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学，什么时候开始！”
就这样我投入到学习踩高跷中。看到别人踩高跷轻
松愉快，潇洒自如，但真要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把木质的拐子拿上，坐在不高的土墙上，绑扎
在小腿上，刚一迈步，就是一个驴打滚，从高处倒下
来。由于年纪小，高跷又不高，我赶忙爬起来，忘了
自己脚绑着高跷，谁知又是一个倒地。那时真是洋
相百出，一会儿是一个“倒栽葱”，一会儿又差点摔个
四脚朝天，就像小孩刚学步一样。

那位老师对我说：“学高跷光有热情不行，还得
有巧劲，首先要掌握平衡。双手甩开，眼睛向前看，
走起来要大大方方，不要低头看鼻尖下的东西。”按
照老师的话，我照着去做，果然见效。又是一天时
间，我便轻轻松松地学会了，踩高跷像在平地走路一
样。

趁我学习踩高跷的热乎劲，老师又给我讲起高
跷的来龙去脉和各地高跷的种类。

据历史资料考证，远在尧舜时代，以鹤为图腾的
丹朱氏族在祭礼中要踩着高跷拟鹤跳舞（见孙作云

《说丹朱》）；考古学家认为，甲古文中已有近似踩跷
起舞形象的字（见方起东《甲骨文中商代舞蹈》）。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高跷本属中国古代百戏中
的一种，早在春秋时已经出现。中国最早介绍高跷
的文字见于《列子·说符》篇：“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
元君。宋元君召而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

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跌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
元君大惊，立赐金帛。”从文中可知，早在公元前五百
多年，高跷就已流行。表演者不但以长木缚于足行
走，还能跳跃和舞剑。高跷分高跷、中跷和跑跷三
种，最高者一丈多。汉魏六朝百红中高跷称为“跷
技”，宋代叫“踏桥”。清代以来称为“高跷”，用 1 尺
至 3尺长的条木制成，上有木托。

总之，高跷能延续一千多年，说明这项传统文化
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高跷可以说是我省的独门绝技，分布广泛，分类
也五花八门。高跷在山西的延传历史悠久，在晋中
一带榆社县出土的北魏石棺上也绘有高跷、杂技的
图画。虽然高跷无文字记载，但最迟也应从北魏开
始了。山西省内各地的高跷高度不一，低的低至数
寸，高的高至七八尺。

在运城市芮城、新绛等县，高跷的高度达到一
丈五尺甚至一丈八尺。平时，高跷多见四尺左右的
高度。在山西表演高跷的行列中，有文高跷和武高
跷两种。文高跷重于扭和踩，武高跷以表演特技为
主。

在新绛县境内的柏壁村每年举办的文艺汇演中
都可以看到“扑蝴蝶”，这是既有故事情节，又有
许多高难度动作的高跷节目。这个节目由三人表
演，女青年饰演旦角，挑着蝴蝶前行，男青年饰演
小生，持扇扑蝶，小丑摇动拨浪鼓嬉戏追逐，甚为
活泼、生动，趣味性很浓。这三人在表演中，有

“蹲走”“跳桌子”“鹞子翻身”“越头跳”“后滚
翻”“单腿跳”等技巧动作。

稷山县的“走兽高跷”，是由两人表演的连体
高跷。高跷表演者脚绑木跷，腰缚兽皮，前系兽

头，上身扮演与之相应的
人物，组成一组造型，在
乐曲锣鼓声中边舞动边前
进。

看 到 这 些 表 演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 也 对 踩 高 跷 增 添
了 兴 致 。 有 一 年 ， 我 有 幸
参 加 了 当 地 文 化 活 动 。 过
去 在 乡 间 看 文 艺 表 演 的 观
众 ， 只 有 几 百 人 ， 顶 多 千
余 人 ， 到 县 城 就 是 另 一 番

天地，观众能翻个好几倍。因此，上台表演对我来
说如同“上京赶考”，我暗地鼓励自己：只许成
功，不能失败。

正月十一我们从农村来到县城，那阵势就让人
心里打鼓：大街上人山人海，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
人，有的拿着长凳，有的全神贯注地站在那里。不
到表演时间，我们只能在一个角落等着，轮到我们
表演，一众踩着高跷身着多彩服装，在腰鼓、铜
锣、大小镲的打击乐中穿街而过。表演者是传统戏
装打扮，由开路棍打头儿，随之便出现肖恩、白
蛇、唐僧、丑婆、姜子牙等艺术形象一步一晃地行
进，由于诙谐有趣，颇引人注目。

当我们行至沿途的大商号门前时，只见门前摆
着一张八仙桌，这时一位长者说：“大家注意了，王麻
子做准备要跳桌子了。”王麻子是一位三十开外的汉
子，只见他挽了挽长袖，打起精神，起双拐一个激灵
便跳到桌上，接着又一个翻滚，又跳到地上，真是干
净利落，赢得一片喝彩声。一番表演后，人们摆上茶
水、点心，放鞭炮道辛苦，表示慰劳。我们是小孩，初
学技术差，只能当下手。那些表演“过仙桥”“跳桌
子”“跳双凳”“大劈叉”等盍拐、碰拐、背拐、跌叉、跳
桌、翻跟斗等技巧动作，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积淀是
不行的。不过，能参加一年一度的文艺表演，也算是
幸运的。

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有时候做梦还梦见
当年踩高跷的情景。当然，日新月异，随着时代进
步、科技发展，人们的眼光高了，而高跷仍然保留
着它的原汁原味，当年的木质框架没有变，技术含
量没有少，只是人们的审美观、时代品位变了，因
此高跷也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野。

闲 话 踩 高 跷
■梁 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