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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连连辞旧岁，鼓声阵阵接新年。
社火是我国民间在节日时举办的集

体游艺活动，尤以春节为盛。特别是在北
方，社火是春节前后的一大特色项目，具
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形
式丰富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文化意蕴深
厚，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提到社火，那一盏盏灯笼、一只只
彩船、一朵朵蜡花……关于社火的种种乐
趣历历在目。

在故乡的山窖里，放着多年的社火支
架模型，社火爱好者在春节前夕，就会把
这些东西搬到我家，让父亲重新做一场社
火的花灯，然后到各村各户去给乡亲们拜
年。

父亲看着院内放满的社火旧模型，一
边念叨，一边让我去通知本家的侄儿、嫂
子以及村里心灵手巧的女人做他的助手，
在初一下午，就开始动起手来了。

我会先检查一遍院内的灯笼支架，把
坏了的分在一边，然后把扫院的竹扫帚拿
到房檐下，让父亲用刀把一根根竹杆分成
同等的两半，在火上慢慢烤成弓形，再拿
来两块小木板做成圆形，在上面钻上一圈
大小一样的眼儿，把弓形的半圆固定在上
面，不一会儿功夫，几个圆圆的灯笼架子
就做好了。这时父亲让我在书箱内找来刻
花工具和麻绳、剪刀等，只见父亲熟练地
剪着红纸，刻着一些花花草草和人物，我
则把五颜六色的剪纸分给村里的那些巧
婆。其中最巧的是我的本家二嫂，她做事
干净利索，穿着一身蓝色的唐服，坐在暖
阳下，认真地糊着花灯，还时不时告诉村
里的其他人，怎样做出的灯笼好看，不到
一天的功夫，她和几个村姑就做了几十盏
灯笼，整整齐齐地排放在院内的墙角下。

这时她站起来，抖一下身上的纸条，一双
三寸小脚一奔一跑地在院内转悠，别人问
她脚怎么了，她总是笑嘻嘻地回答，坐久
压麻腿了，然后又回到原位，默默地卷着
纸筒，往灯笼上糊。

最难做的还是蜡花灯，蜡花上面的花
是用麻绳把纸弄成褶折，一个个做成花，
有荷花、杏花、牡丹花，父亲把用绳子褶折
成的纸张，剪成叶子和圆形，再用黄色的
褶皱纸做成花蕊，一朵栩栩如生的花朵就
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眼前，然后让大家糊在
花灯支架上。花枝是把绿色纸剪成细条，
一枝枝打斜糊在枝杆上，这些都是父亲亲
手去做，做工特别精致，通常只有我在父
亲身边当助手，父亲把蜡花灯笼的好多地
方分成叉，在一个个分叉的上面都糊上各
色的花朵，八个蜡花灯，得用整整一天的
时间，做好摆放在院内，就像一树绽放的
花朵。在灯笼中间，点上灯，一到夜晚，特
别好看，再找来村里的儿童，让他们右手
拿蜡花灯笼，左手拿一块彩巾，随着蜡花
上下起舞，古老的民间小调飘荡在夜空。

父亲做的蜡花灯笼，我却没有把玩的
份，父亲告诉我，女孩子晚上不能跟着社
火队走村串户，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
小孩儿拿着蜡花灯，随着社火队欢歌跃
舞。

本家侄儿和村民不到一天就能制作
好旱船和舞狮，仅仅三天的功夫，院内的
社火模型便会焕然一新。

社火在正月初四正式上演，鼓声、唱
声，声声入耳，村事、家事，事事顺心，人们
怀着美好的愿望，开启新的征程。

社火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才结束，第
一场社火是在山村的庙上演出。故乡的山
村，各村都有村庙，家乡的人们会在庙里

祈祷神的保佑，在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事
事平安。

本村演出完毕后，次日社火队就会给
邻村传话，要去闹社火，邻村的人家要准
备好饭菜、烟酒招待，社火队所到之处，男
女老少都会高高兴兴地跟在后面，看社
火、听小调。

最精彩的算是舞狮了，在我十八岁那
年，舞狮人换成了我青梅竹马的好友，他
引领着两只狮子，那熟悉的声音、熟练的
动作，在以后漂泊异乡的日子里，都让我
难以忘怀。

村里的孩子，一年四季都要帮父母干
活，我和发小一起拔草、捡粪，一起和泥，
用泥土做成各种各样的玩具，摆家家，但
玩儿得最多的还是舞狮子，一有时间，我
就会当做狮子，发小拿着棍，在打麦场上
变着花样玩舞狮。

狮子是由彩布条制作而成的，一般由
两个人合作表演，一人舞头，一人舞尾。舞
狮人引领着狮子，在鼓乐声下作出各种形
态的动作，打滚、站立、滚绣球，以图喜庆
与吉祥。

旱船，是社火队必备的，人们摇着旱
船，唱着民间小调，在鼓声喧天的热闹氛
围中，走过多少欢愉的日子……

除了花灯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演唱班，
通常是由八人或十二人组成一队，主要乐
器是以三弦、二胡为主，再结合唱手，红红
火火的社火队就成了故乡的一道风景。

离开故乡已有四十多年了，父亲也离
开我们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每年春节，我
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故乡的社火，想起和
乡亲们演唱民间小调的欢乐情景，想念我
的父亲。

(来源：鄂尔多斯山羊）

小时候在农村，大人们整天忙于农活，从早到
晚，从春到冬，一年四季几乎没有歇息的时候，但
遇到阴雨天，就可以放宽心潇洒一回了。

记得妇女们过阴天，大家都集合在一起搓麻
绳、衲鞋底、缝补旧衣服……男人们过阴天就不一
样了，聚在一起打平伙。先是抓阄，一般根据人数
写纸团。每个人都有一个纸团，纸团上分别写上钱
数，10 元、15 元、20 元、30 元不等，只有一个人的
纸团上写着“跑腿”或“白吃”。抓到纸团的人，都按
纸团上的数字拿出钱来，抓到“白吃”的人就负责
干活张罗。当然在抓纸团前，大家都商议好本次活
动的项目，有时是吃鸡肉，有时是吃羊肉，或者是
吃其它好的。冬天下雪、杀猪后还可以吃炖猪骨
头、杀猪烩菜之类的等等。总之，过去只有冬天才
可以吃到现杀的猪肉。

记得那时男人们一般都在队房或供销社聚会
打平伙过阴天。女人们大多聚在我们家，拉拉东家
长西家短，聊聊自家婆婆、男人、孩子等，天上地下
无所不聊，聊到开心时一起哈哈大笑，聊到伤心时
往往也是大家一起抹眼泪。不过只要大家聚在我
们家，几乎不聊这些，特别是队里没出嫁的大女孩
儿们，都嚷嚷着让我妈给他们讲故事。

说来也怪，妈妈肚子里的故事怎么那么多，大
部分都是《聊斋》里的故事。当然，小时候我不知
道，长大了才知道妈妈讲的那些神鬼、黑旋风、白
胡子老人、牛粪片、三头六臂的妖精、美人鱼、牛郎
织女等大多是《聊斋》里的故事和一些神话故事。

我曾经问过妈妈：“为什么会讲那么多故事？”
妈妈说：“姥姥就是讲故事的能手。”妈妈当时特别
爱看书，只要有书，无论多累多困，她都会利用晚
上别人睡觉的时候，趴在被窝里，点上煤油灯看
书，有时能看到天亮。记得因为看书曾不止一次地
被姥姥批评，不是姥姥不让我妈看书，而是姥姥心
疼我妈，怕她白天干活儿晚上看书太累，影响身体
健康。那时书籍匮乏，能得到一本书太珍贵了，妈
妈哪会放弃来之不易的书呢？所以，常常是嘴上答
应姥姥不再看了，实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妈妈那时只能从下乡知识青年和大队民校老
师那里借书，而且少得很。妈妈其实只读过一冬天
的夜校，但她爱读书，自己学会不少字。以至于比
队里那些妇女要懂得的多。妈妈讲起故事来眉飞
色舞、绘声绘色。

一般农忙时只有过天阴，女人们才能聚在一
起。但冬天就不同了，也就是农闲时，队里的姑娘、
媳妇儿、老婆儿全都迅速干完打猪喂狗伺候家人
的活儿，然后早早地跑来我家占地方。那时我家只
有一个土炕，而且因缺乏煤炭，只有靠近窗台和炉
台的地方，才能感觉到是热乎乎的，后面的炕就没
有那样的温度了，所以常常是我妈坐中间，大家坐
周围，大家围坐在一起，讲故事、拉话，不亦乐乎。

这就是那时队里女人过阴天的真实写照。她
们似乎阴天里从来没有吃过肉、喝过酒，只要听一
上午或一晚上故事也就算过阴天了。她们常说这
样既干了针线活儿、又听了故事、又歇歇了，一举
几得，比男人们强多了。

男人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好像天生就是享福
的。打猪喂狗带娃都与他们无关。无论夏天，还是
冬天，一过天阴，吃肉喝酒是必不可少的，三个一
群、五个一伙聚在一起，想方设法边玩边吃喝。

男人们只要看见天阴下雨，就顶风冒雨赶到
队房或者饲养院、供销社。那时每个队常常有那么
两三间土坯房，就叫队房或饲养院，供社员开会、
饲养员休息，供销社是后来才有的，记得我小学毕
业时，队里才有了供销社。那时没有电话，但大家
似乎是约好了一样，一会儿功夫就能聚好多人，开
始是拉闲话，今年哪块小麦长势喜人，哪块地玉米
绝对好收成，哪个马要下驹子，哪头牛耕地最厉害
……聊着聊着，看到和自己合得来的人都差不多
到齐了，就有那么一个人带头说：“今天怎过呀?”
紧接着就会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谁家鸡老了，谁
家羊肥了。如数家珍似的把队里人家盘点一遍。有
的说咱先玩扑克谁输了谁掏钱请吃饭，有的提议
押宝赌输赢，还有的说石头剪刀布定输赢，最直接
的也是用的最多的办法就是抓阄，以抓住的数字
为准，因为大家觉得唯有这才是比较公平合理的
一种方法，除了跑腿的，别人多少不说都得拿点，
这样自然而然就把合得来的人集合在一起了。

如果只有一拨打平伙的人，做饭的锅就是队
里的大锅，平时这锅就是给队里牲口煮料的。我父
亲那时就是负责喂牲口的，做的饭又好吃，所以，
大家就让我父亲做。妈妈和弟弟妹妹们都在家，我
常常跟着父亲去饲养院，所以我见到的打平伙最
多，而且吃到的肉也是最多的。如果有好几拨过阴
天的人的话，第一拨人占了队房的炉灶，后面的就
让队里做饭好的人家的女主人代劳，当然谁家做
饭，那家人的老婆孩子也就能沾光吃点肉。其实人
家也不白吃，除了贴劳力，还得贴米饭、土豆、粉条
之类的辅料。当然大家拿出的钱除了买羊买鸡，还
需挪出点买酒和凉菜的钱，那时候的凉菜也就是
下酒菜，最常见的就是烂腌菜、水果罐头、炸花生
米。大伙在等炖肉的时候就开始喝酒，吆五喝六一
会儿工夫就喝得东倒西歪、胡言乱语了。但只要肉
一出锅，个个精神一振开吃。吃完了就地横七竖八
躺下一炕。第二天下地劳动，就有谈资了，大家开
心地一个揭一个的老底，某某昨天喝多了，尿尿连
裤子也提不起来了，某某找不到家了，某某把老婆
认成妈了……引得全队老少哄堂大笑一番，这个
阴天也就算过好了。

小时候的记忆还是那么的真切，总以为只有
那个生活不富裕的年代才会有打平伙过阴天这种
解馋活动。没想到我工作之后，在单位也常常打平
伙过阴天。

那是八十年代初，老一点的老师都成家了，家
也就在学校附近；只有我们年轻的、没成家的老师
们住宿舍。一到下雨或下雪，大家就想办法过阴
天。我们学校有食堂，要比小时候生产队里的条件
好多了。当然除了星期天遇到阴天能过一天，平时
遇到阴天只能在晚上过，白天还得照常上课。我们
过阴天的方法也是抓阄。学校就在公社驻地，有供
销社，四周都是村子，无论你买肉、买酒、买点下酒

菜都方便多了。
我们学校年轻老师中，男老

师比女老师多些，每次打平伙男
老师占优势，他们喝酒、吸烟、吃
下酒菜、吃羊肉都比女老师多，女
老师不仅不喝酒、不吸烟，就连羊
肉也吃得没有男老师多，虽说每
人一大碗羊肉平均分开吃，但是
女老师大多数吃不完，而且肥肉
也都挑出来给男老师了。就这样
男老师还想方设法多吃多占。他
们的方法大多是通过编瞎话达到
目的。“这肉里怎么有个虫子？那
个碗里好像有个苍蝇……”

每当他们这么一说，有几个
女老师就不吃了，放下碗走了。男老师就一哄而笑
抢着吃女老师放下的羊肉。我知道这些男老师是
故意耍的花招，我就不上当，男老师们就商量着要
整治我。

不记得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大家谈论起谁
谁最怕苍蝇、蚊子，谁谁最怕老鼠，我说我最怕癞
蛤蟆，想想就恶心。这下让男老师知道了。

有一次过阴天，我们照样打平伙吃羊肉，男老
师们喝酒等饭，我们女老师往往都是帮厨干活儿
的。等我们把羊肉一碗一碗分开，叫他们来厨房吃
饭时，他们像一群饿狼三口大两口小就把一碗肉
吃得见底了，而我们女老师才刚坐下吃，刚吃几块
不知道谁在那里大吼：“哎呀，我怎么在羊肉碗里
吃出蛤蟆腿了？”这一嗓子不要紧，平时那几个被
逗的女孩都放碗歇嘴了，就连我这个公认的胆大
的，也觉得一阵恶心，直接冲出门外，男老师们把
我们放下的多少不等的羊肉全数尽收，厨房里不
时传出胜利者的欢笑。

还有一次中午，不知道为什么大师傅做的面
条超级多，他怕校长训斥他，就想起个好办法，让
我们比赛带赌吃面：如果男老师每人吃五碗，女老
师每人吃四碗，下次过天阴就不用拿钱，他和吃不
进去的出双份。大家都说没问题，因为那时年轻，
平时吃两碗加一碗是没问题的，结果那天确实吃
多了。虽说大部分人都完成任务了，可是下午的课
就没人上了，让学生上自习，因为大家都不会动
了，个个撑得只剩下喘气的份了……

想想这过阴天的魅力有多大，宁愿撑得动不
了，也要过“白吃”瘾。

过阴天就是我们那时唯一一种解馋又热闹的
活动。无论村里还是镇上，大家都乐此不疲。

1986 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离家一百多
公里的地方任教。虽说那时生活已经好多了，最起
码吃喝不成问题了，但过阴天仍然是我们唯一聚
会热闹的机会，不过是把之前的过阴天概念延伸
了，周六日也过。

每当周六日，离家远的同事都在学校住，就想
着法子过。学校和包头只隔一条黄河，小商贩们骑
着自行车从河东（包头）进货驮到河西（临近河边
的村子）里售卖。蔬菜水果、日用百货什么都有。学
校是小商贩们最喜欢来的地方，因为学校老师多，
而且都挣工资，买东西不问贵贱，需要就买。所以，
小贩们的货出得快。那时人年轻，周五晚自习下
了，一觉睡到周六上午八九点钟，而这个时候也刚
好是商贩们到来的时候。大家就围着商贩看货物，
商量着中午打平伙饭菜。那时几乎是周六日中午
吃一顿饺子、一顿肉。几分钟后就开始抓阄，抓完
了就从商贩车上一样一样拿到厨房，那时学校厨
子也是两个没成家的年轻人，所以两个厨子负责
做饭，也就顶白吃了。有时候拿多了菜品钱不够，
我们就再抓第二次纸团。有时候拿完东西了，钱还
有，就随便买些糖果、果丹皮、饼干之类，预备着附
近老师家的孩子们来了给发散。

说到孩子们，其实大多数过六日的活动都离
不开孩子们的参与。我们学校家属房就在附近，孩
子们也知道六日叔叔阿姨们要吃好的，就三五成
群的跑来学校玩儿，我们这帮年轻人呢，又喜欢逗
他们，各种语言上的逗，比如：你们家谁是老大？谁
干活儿多？你妈听你爸？还是你爸怕你妈？还有考
孩子们数数、认字，当然这些都会得到奖赏。最刺
激的游戏，也是孩子们拿到奖赏最多的，就是所谓
的“军训”，有齐步走、向左右转、赛跑和匍匐前进
等。我们学校办公室门前就是沙梁，男老师们让孩
子们排成横行，听口令，当孩子们听到“预备，跑”
的口令后，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冲，等冲到沙的
中央时，发号人又喊：“卧倒！”孩子们不顾一切的
卧倒了，只见一炮黄尘，孩子们灰头土脸，一个一
个滚在沙堆里一动不动，等待口令。有时发号人还
会在这时发出：“匍匐前进！”的口令，有时就喊：

“归队！”，当孩子们听到归队口令时就一骨碌爬起
来，跑到起点，仰头伸手要奖赏。

看着气喘吁吁、衣衫不整的孩子们，众老师大
笑不止。

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过阴天留下的美好记忆
深深刻在脑海中的缘故，还是后来总想拾回那种
感觉、重温那种生活。成家后，我也常常以过阴天
为借口，做好吃的给家人。在孩子会走路的时候，
我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就是在雨后或蒙蒙细雨时，
我常常和女儿漫步在大街上，吸着雨后的新鲜空
气，边欣赏翠绿欲滴的风景，边讲我从前的故事。
那是我女儿最盼望的时刻，她常常仰起头天真地
提出许多她这个年代没有的不太理解的问题，我
也不厌其烦地一一解释给她听。

直到现在，只要下雨，只要我和女儿在一起，
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雨中散步的事，也会尽
量抽出一些时间重温雨中散步的情景。

回忆永远是那么的美好，那美好的年代、美好
的记忆、美好的童年、美好的青春一去不复返！现
在看来，在那个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匮乏的年
代，过阴天确实是个消遣娱乐的好活动，无论多么
艰难困苦，但在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现在的吃食
如此丰盛，天天都吃喝得比那时过阴天强很多，但
那时的感觉、那时的味道、那时的快乐永远也回不
来了。

（来源：鄂尔多斯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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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乡 的 社 火
董秀岚

上元话桑麻
◎吴玉峰

灯游爆竹炫千家，玉嶂浮云伴月华。

狮舞兔年催径草，秧歌鼓擂释心花。

情浓满屋频邀酒，长幼成围共煮茶。

欲问东君风雨顺，今宵过后事桑麻。

元宵节抒怀(新韵)
◎杨宽明

又是一年过上元，花灯炫彩煮霞烟。

红男绿女牵明月，街舞秧歌引洞仙。

肯向杯中寻雅兴，还朝釜内滚汤圆。

开心日子何须数，玉兔当差天复天。

正月十五夜
◎庞贵雄

张灯结彩闹元宵，舞扇妪翁尽舜尧。

锣鼓喧天吟盛世，龙腾虎啸蕴新潮。

春风梳柳千条绿，时雨祥云伴月飘。

画意诗情臻曲赋，城乡溢彩颂歌谣。

癸卯元宵节
◎张永成

繁星皓月耀穹天，烟花绚烂胜往年。

玉兔呈祥多绚彩，汤圆唯美酒醇绵。

元宵节
◎吴玉峰

万户庆元宵，舞狮踩高跷。

锣鸣声震远，鼓号彩云飘。

壮士舒龙骨，佳人摆楚腰。

倾城民喜乐，烟火影如潮。

喜迎元宵节
◎郭丽梅

朔野春风起，天寒料峭凉。

新年万象丽，未雪上元阳。

沸水汤圆软，回波糯米香。

花灯如昼亮，鼓点彩霞裳。

闹元宵
◎青松

街巷缤纷艳，门楹照吉笼。

广场谜语汇，彩带空悬红。

孩幼不知倦，瞅西又看东。

游人接踵涌，酣笑意诸同。

天净沙·闹元宵
◎张永成

红灯皓月烟花。兔跃春回千家。乐乐融融恰

恰。悠悠华夏，东风万里飞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