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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东

正月十五挂红灯
十里笑城春潮涌
挺拔的飞云楼就耸立在城中央
遥远的秋风楼正脆响着铜铃声
足下的汾河水
在高扬着迎春的浪花朵
孤峰山的肩头
此刻醉拂着春日的风

正月十五挂红灯

乡间的门厅红彤彤
红春联一副副就像燃烧的火把
头顶还高挂着盏盏明亮的红灯
孩儿们欢笑着点燃根根倒火线
那脆响的炮仗呼啸着蹿向夜空

正月十五挂红灯
笑城十里一片红
沃野的麦苗在春阳下疯长
果花竟用一枚枚粉蕾迎春风
再撒上一把胖籽粒到泥土里
到金秋时定会收获更多丰盈

正月十五挂红灯

□吕成民

过年唱大戏，精彩纷呈，热
热闹闹，好不惬意！

说到看戏，我可是忠实戏
迷，听到蒲剧那熟悉的唱腔，就
如定住了一般，瞬间入戏。

大家都觉得挺好奇，年纪不
大，怎么会有这个爱好？我是那
种听到戏声就挪不动步的人，是
从开场看到谢幕的人，是听到乡
音如痴如醉的人。虽说我不是
票友，但我一直是家乡戏曲爱好
的坚守者。

大家猜猜看，我的“戏龄”是
多少？十年？二十年？还是三
十年？都不是！我看戏是从五
六岁就开始了，屈指算来，也有
四十多年了。

小时候，因母亲生病，我半
岁时便被送到外公家，这一送就
是十二年！这十二年里，我跟着
外公风里来雨里去，目标只有一
个——看戏。

外公名叫子廉，我很好奇，
一个农村老汉，何来这儒雅的名
字，全村也找不到第二个。外公
说，他这名字来自一出三国的戏

《反西凉》，里面有一猛将唤作曹
洪，字子廉，三国时期曹魏猛将、
曹操堂弟，忠心耿耿、勇猛无比、
屡建战功。哦，怪不得呢，原来
外公的名字还有这般来历，真是
不听不知道。

外公喜欢看戏，十里八村的
只要演戏，那是场场不落。记得
那时看戏多是夜晚，看完戏已是
深夜，睡意蒙眬的我一路睡到
家。有时遇上下雪天，车子不好
骑，就是推也要去，顶风冒雪在
所不惜。因对我疼爱有加，每次
看戏只带我一人，家里小孩好几
个，都想去看，外公就让我悄悄
在巷口等着，趁他们不注意，带
上我飞奔而去。

那时候看戏骑个自行车，也
就是二八大杠，你可别说，外公
那自行车可是挺先进的，自带前
大灯，没有电瓶，是自行车上自
带的磨电机，如拳头般大小的一
个发电设备，很好用，用的时候
用手一摁，只要一直骑就一直发
电，照亮了我看戏的路。

坐在车子横梁上，行进在砂
砾路上，一路上咯噔咯噔响个不
停，虽说坐着并不舒服，但只要
能去看戏，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能去看戏真是有点春风得意的
感觉。

那时候年纪小，看戏也就是
看个热闹，慢慢地，在外公的不
断讲述中，我对戏中的故事有了
兴趣，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印象最深的，是那惩恶扬
善、追求正义的《铡美案》，情到深
处，秦香莲满腔悲愤的倾诉，引来
看戏人的一声叹息；包大人刚正
不阿地断喝，台下便传来一片叫
好和掌声。还有那百看不厌的

《芦花》，数九天、冰雪盖地，继母
李氏为亲生子英哥身絮丝棉，为
继子闵损冬衣内絮芦花，其父一
怒之下要休掉李氏，心地善良的
闵损一声“宁叫母在一子单，不叫
母去三子寒”的哭喊，瞬间让台下
的观众泪水涟涟……懵懵懂懂
的我，扭头一看，外公也是泪流满
面，掏出手绢不停地擦拭。

最喜欢看蒲剧的绝活，《薛
刚反朝》中的帽翅功，前后左右、
摇过来摇过去，煞是好看，台下
叫好声一片。国学家张伯驹在
诗集《红毹纪梦诗注》中写道：

“跷工甩发并惊奇，帽翅飘来更
可师。北乱南昆无此艺，却教绝
技出山西。”“山西蒲州梆子跷
工、甩发、耍帽翅称为绝技，小
楼、叔岩皆不能为之，独山西梆
子能两翅同耍，或单耍右一翅，
或单耍左一翅，诚绝技也。”每每

看到此处，也是与台上的演员一
起东摇西晃，乐在其中。

记忆中，有趣的是《空城
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
亮开口一唱：“刘先主当年把业
创，他身拜卧龙定家邦。初行兵
他凭得五虎上将，关张弟兄赵马
黄。”“南屏山借东风从天降，火
烧战船在长江。曹孟德逃出了
天罗网，芦花荡气死了小小周
郎。”顿时便满堂彩！一把羽扇
满腹经纶，纵横捭阖、指点三
国！自此，我记住了家乡的关
羽，记住了诸葛亮的生辰年月，
而且是不用特别方法记的那种，
张口就来，是刻进脑海的。

慢慢地，我喜欢上了看戏，
只要有机会就会去看，几十年
来，乐此不疲，也收藏了几十部
戏曲光盘，满满地放了一抽屉。
我还为此专门保留了一台播放
机，没事的时候拿出来放一放，
欣赏欣赏，虽说都是看过的戏，
但每次看，还是十分陶醉。

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慢慢地，爱人也跟着我喜欢上了
看戏，虽说没有我这么痴迷，但
也可以指点一二了。有次我看
戏，爱人说：“你这么喜欢看戏，
要不，你上《蒲乡红》唱唱？”我一
摆手说：“我是那种在台下鼓掌
的人，我就喜欢看看。”喜欢给精
彩的戏鼓掌，喜欢看戏听戏，乐
此不疲。

现在，自媒体平台特别丰
富，拿上手机就可以看戏，但大
部分都是一个小片段，几分钟，
不过瘾！我还是喜欢坐在台下
看现场演出，或是本戏，或是折
子戏，从头到尾，有始有终，那种
身临其境，与演员一同共鸣的氛
围，真的是好过瘾！

台上演的是戏，台下的是人
生，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我就是
爱看戏。

看 戏

□郭竹爱

龙年的 2 月 20 日一大早，
气温降到零下，巷道里几乎没人
走动，可王午村村委会人来人
往，热闹非凡。原来是新华社记
者来拍摄我们王午村的锣鼓杂
戏《三战吕布虎牢关》。

演杂戏的鼓师一大早从万
荣赶了回来，演吕布的杂戏演员
7 点钟从临猗赶了回来，他们
说：不怕这天气寒冷，只为咱村
的非遗传承，多亏了 2019 年 3
月份孙吉村的杂戏在咱村台子
上演出，激起了咱村人挖掘非遗
的决心。

几年来，我们村的锣鼓杂戏
每逢春节时便在周边村子里上演，
如大王、天兴等。2023年，代表
孙吉公社在临猗南城演出得了头
名，反响强烈。此后受到临晋县
衙、关帝庙景区、西元庙会邀
请，惹得不少村民都想参与其
中，于是我与老伴又编写了一本

《古城会》。

那天，村党支部副书记王佩
峰和杂戏策划者王老师负责这次
录制拍摄，王老师感冒打针好几
天，但他一听新华社要拍我村的
锣鼓杂戏，好似打了鸡血，一大早
便催着老伴拿了化妆品及演员卸
装后的用品去了村委会，因老伴
是编排策划的一员，要为演员化
妆、穿戏装。每一次的演出，我也
会高兴地为演员服务。

演职人员不顾天气寒冷，在
舞台上反反复复练习唱念及动
作，感觉差不多了，大家简单地
吃了些东西，便开始化妆。只因
庄稼人化起妆来和专职演员不
能比，刚开始请人化妆，可人家
要报酬。村里没这项开支，只得
自己学着化、照着化，虽然化得
慢，可也像那么回事。化妆时，
新华社记者便开始了采访，问一
些锣鼓杂戏的起源、器乐配合
等。全剧十二个演员，四位主
演、八个小孩，只有我们两人将
就能为演员化妆，待化好妆后都
12点钟了。

接下来为演员穿戏装、戴头
盔，虽不像专业演员一样天天穿，
但张飞、吕布、关公的戏装都是大
靠，务必要弄周正，特别是关公、
张飞、吕布的头盔一定要戴好，吕
布、张飞的背旗都必须绑紧，不能
有任何闪失，要不影响演出效
果。在穿戴中间，记者采访了策
划者王老师和部分演员。

两点来钟开始表演录制，
效果不错。记者们表示满意，
并说：“没想到你们村里人还能
把这杂戏演到这个份上，特点
亮点非常突出，特别是唱腔，
是我们采访拍摄最为理想的一
次。”天阴沉沉的，风夹着树叶
肆意狂舞，刮在脸上生疼，要
下雪了，果不其然，刚刚演
完，录制完，雪便纷纷扬扬地
下起来了。

记者们感慨地说：“今天天
气特冷，虽然你们是地地道道的
农村人，可是你们为了传承家乡
的非遗文化，这种不畏严寒的精
神，让我们真的很是感动。”

正 月 里 来 演 杂 戏

□孔春枝

盛世龙腾真耀目，
观光赏景赋箫韶。
夕阳秋老清风劲，

客路日斜湛露浇。
朗朗诗朋同枕月，
贞贞联句欲凌霄。
弘扬国粹春心驻，
鹾海一汪飞韵潮。

七律·赏春心语

□抹茶丫丫

炉火
人生思索
燃烧着
冬日希望的恋歌
凛冽夜空
有你似火焰女神

晨曦时
乃刺骨入髓
吹起北风似刀割脸颊两边
仿若忘记了
还有在外的流浪汉
潸然泪下
此刻，我的内心
被炉火牵引

遗憾里
总有值得被温暖的瞬间
蹲在炉火旁
我正在为你烹水煮米
儿女欢笑声绕老屋
眼镜后的眼目充满阳光
数着岁月
体会三餐四季

不做谁的你
不做你的谁
只想这样
静静地在身边守护你
看花开无声花谢无痕
慢慢一起享
人间值得

炉火人生

影薄谁停绣，
清香似煮茶。

云苓 摄

□侯振发

荡漾春潮，人头攒动腾
龙貌。健康乐跑，干部职工

笑。
鱼跃龙门，嘹亮冲锋号。

北斗启，鹏程飞早，奋力蓝图
造。

万年春·新春快乐健康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