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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总是从某一
个 瞬 间 开 始 ，慢 慢 苏
醒，慢慢丰满。

比如观看《我和我
的祖国》之《夺冠》，影
片中街坊邻居们守着
一台黑白电视机，观看
中国女排打球时的情
景，是那么的亲切，那
么的熟悉。看着那些
画面，仿佛又回到了那
个年代。

记得小时候，父亲
在变电站上班，当时值
班室配有一台电视机，
黑白的，12 英寸，屏幕
下方有调节音量的开
关，还有一些小按钮。
放到现在，黑白电视机
一点都不起眼，可是在
那个年代，这可是大家
伙的宝贝呢。

那时候，人们获取
信息的渠道不像现在
这么发达，除了听收音
机，就是看电视了。虽
然图像是黑白的，可是
在电视中能看到人物
的表情，动作，说话时
的神态，相比较之下，
收音机就没有这么丰
富多彩的效果了。所
以，当时能拥有一台黑白电视，那简直就
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

那 时 ， 晚 上 播 放 的 是 《霍 元 甲》
《西游记》《侠女十三妹》 之类的电视
剧，好看得真是不得了。记得每天放学
回家，我总是急匆匆地吃饭，做作业，
然后一溜烟跑到值班室等待电视剧的到
来。还没等我坐好，只见邻居王大爷拿
着小椅子就走了进来。说起来，他可是
老顾客了，每晚来得早，走得晚，电视
里只要不飘起雪花，王大爷是绝不会离
开半步的。还有二胖他妈，也是积极的
没法说，好几次还没吃晚饭就直接冲了
过来，结果电视剧还没开，她又害怕回
家吃饭耽搁看电视的时间，然后就在我
家解决了就餐问题。也有端着碗过来
的，边吃边看，于是各种莜面味啊，南
瓜味啊，红薯味啊，都被我的猪鼻子闻
到了，弄得我都不能好好看电视了。明
明刚吃了饭，却被诱惑得直流口水，只
好强装镇定，心里却在埋怨他们真讨
厌，看个电视都搞得鸡犬不宁，上蹿下
跳。

抢位置也是件麻烦事，记得值班室
有一张单人床，因为离电视近，看电视视
线好，所以大家伙都想抢这个地盘。可
是宝宝我也是太难了，同学张三李四，王
五赵六，这些家伙们都嚷嚷着给他（她）
们占个座，你说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势单
力薄的，怎么给他（她）们占！何况这个
婶婶，那个叔叔的，都是邻里邻居，都是
熟人，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人家坐床，非坐
小板凳呢？看看，跟上看电视还这么麻
烦。

不过，这么多人看电视也是非常的
有趣，大家伙说说笑笑，别样的热闹。特
别是看到精彩之处没图像的时候，那几
个大爷着急的直跺脚，叫唤着让小孩子
们赶快去外面动一下天线，他们吹胡子
瞪眼的样子，简直可以用气急败坏来形
容了。如今回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要
哈哈大笑一顿，那是记忆中最有意思的
时光。

感谢《我和我的祖国》，让我们在感
受祖国日新月异变化的同时，又一次重
温了儿时的那些美好与纯真。

据一位退休老干部提供说，早在 1954
年，汾阳市贾家庄镇政府（当时为乡建制）始
架设县内第一条农话线路，全长 7.7 杆公
里。1958年，公社机关只安装有一部电话会
议机，贾家庄、北廓、大相、北廓、太平等生产
大队和部分生产小队共计 15家用户接通了
电话。1966年，启用了“地埋塑料电缆”5.22
公里。那时期公社机关召开会议，只靠一名
通讯员骑着自行车送达通知。面对下辖行政
村多、路途遥远的现实，他奔波一天才完成任
务的一半。为此，先后有十几名通讯员全都
是因为这项工作艰难主动提出辞职。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各个领
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通讯领域尤为
突出。贾家庄镇党委、镇政府为了加强通讯
工作，责成一名党委副书记分管，并将广播
站在编人员由 2名增加到 3名。他们忠于职
守，对全镇各村广播电话线路严加管护。
1989年，全镇实现了电话自动化，20部农村
电话并入了市话网。1990 年，安装了 10 门
程控自动电话交换机，使千人以上的贾家
庄、罗城、西陈家庄、大相、董寺、太平等 18
个村和晋汾煤化一厂、贾家庄村恒兴精煤厂
等 12个乡镇企业以及 30名个体企业户安装
上了自动电话。1992年 6月 3日，贾家庄村

投资 20 多万元安装的 112 门程控电话总机
和 64 部电话开通，成为了全省第一个电话
村。在此期间，我在镇政府担任文化站副站
长，虽已端上了铁饭碗，但从家庭经济状况
来看，仅属“普通阶层”，所以还没有安装电
话的念想。因为在当年，安装电话曾经是人
们心目中家庭达“小康”的标志、个人提高身
份的象征和姑娘们选择对象的硬件条件之
一，所以对我而言，这是可望不可及的大
事。无奈之下，我只得与邻居农民企业家赵
建军搞好关系，利用他家的电话与市文化
局、文化馆等相关上级部门进行联系，并把
他家的电话号码作为与对方和自己的联系
方式。

1992年 9月，我被提升为贾家庄镇副镇
长，兼任党委办主任。从此以后，我亲身经
历了全镇农村电话逐年增加的过程。其间
特别是由于 2001年取消电话初装费和 2003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促使
全镇电话 2004 年发展到 3800 多部，2007 年
发展到 4900多部，再到 2008年以后，由于手
机兴起，农村电话大幅度减少。

手机使用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它
是由曾鼎盛一时的寻呼机、bp机两机合一的
替代产品。记得我在 2002年分管镇宣传工
作时，因提前圆满完成了党报党刊的征订任
务，从而荣获得市委宣传部嘉奖的一部价值

1800元的手机，我把它视为珍品并一直使用
了 9年。手机使用由于方便快捷，不受时间
地点制约，并且具有很多功能，所以得到快
速发展。2007 年，全镇用户拥有手机 5000
多部。与此同时，市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
信公司分别在镇境内罗城、贾家庄、北廓、大
相 4 个两千人以上的村建立各类手机专营
店，我妻子杨艳芝便是大相村移动手机专营
店店主。2011 年，全镇用户拥有手机达到
20000 多部，全国联网的无线寻呼通信系统
实现全覆盖。2012年直至现在，由于智能手
机的功能快速进化，例如可以录音、拍照、摄
像、游戏、上网、发各类通知（为此镇政府不
再设通讯员）、看电视节目、移动支付等，几
乎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从而促使 2018 年
全 镇 用 户 拥 有 智 能 手 机 、老 年 手 机 达 到
28000多部，已接近人均一部。

我认为，智能手机属现代化的高端通讯
工具，我们贾家庄镇从建国初期仅有几部电
话到现今发展到座机电话千余部、各类手机
28000 多部，这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大搞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高
端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是社会主义生产力
水平显著提高的标志，它与网络通信紧密结
合起来，开创了全新的信息时代，既强有力
地推进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又让人们的生活
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

黄河岸畔波涛涌，秦晋犹听鼓则声。
形似威龙腾霹雳，势如猛虎露峥嵘。
金鞍紫绣轻罗舞，玉勒红霞翠冠缨。
浅步香尘随入画，云山腔韵醉心情。
这是我最近出版的《非遗吕梁》一书中，

对“柳林鼓子秧歌”的描述。参加柳林首届
红枣文化节活动，我又一次欣赏到了非物质
遗产柳林鼓子秧歌。

我 认 识 鼓 子 秧 歌 是 从 黄 河 旋 鼓 开 始
的。那是在 1995 年 8 月，我到柳林任县委
常委。在柳林背靠香严寺的一层层的窑洞
式宾馆的院子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伙小青
年们在练鼓，除了后排大鼓是小伙子外，
打小鼓的全是清一色的姑娘。原来他们都
是柳林宾馆的服务员，业余时间在练习黄
河旋鼓。把鼓用皮带固定在腰间，还能自
由旋转，这样的鼓我还是第一次见。打起
鼓来既能平打，也能竖打，边打边舞，鼓
槌和红绸随黄河波涛飞舞，演绎着黄河的
宽阔彭拜和急流涌动。据说，这黄河旋鼓
的前身就是柳林鼓子秧歌。快到春节时，
黄河旋鼓已经打得有模有样了，我们欢送
柳林黄河旋鼓队赴京参加全国“龙潭杯”
比赛，结果荣获一等奖和道具获创新奖。
提起柳林旋鼓，我就会想到吕梁日报摄影
记者刘三奴那张在黄河滩上拍的黄河旋鼓
照片，一片红色的鼓舞后面那汹涌的黄河
波浪。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活动，我看到

了传统的柳林鼓子秧歌，那是三交镇组织
的秧歌队。

三交镇就在黄河岸畔，是“中国红枣第
一镇”。三交古镇曾为兵家必争之地。李自
成当年曾于此地东渡黄河北上，留下了吞吐
历史烟云的闯王寨。1936 年 2 月红军东征
在此地强渡黄河，拉开了北上抗日的序幕。
周恩来莅临此地，亲自指导建立了山西省第
一个红色政权。刘志丹将军在三交战役中
血洒疆场，英魂长眠于此。

相传在上古时候，黄帝战胜炎帝之后，
位居中原盟主，九黎族的首领蚩尤与他逐鹿
中原。蚩尤长得铜头铁额，能啖石为粉，飞
走天险，口吐大雾能遮天，挥动两手便能飞
砂走石，双脚跺地而能震天动地。他率领八
十一个弟子进犯中原，个个兽身人语，力大
无穷，黄帝连战屡败。黄帝想了许多破敌之
策，均无济于事。一天，风后娘娘来到中原，
对黄帝说，她有破敌之策。风后娘娘告诉黄
帝，要破蚩尤必须造雷鼓，黄帝听后，依言行
事，即以空心树木作框，牛皮蒙鼓，击之声闻
五百里。逐鹿大战中，黄帝用造的八十面雷
鼓，连击几次，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里，遂
致蚩尤神力挫失，被黄帝擒拿。后来人们为
了纪念黄帝统一中原，就用鼓来祭祀。至今
三交鼓子仍是用空心树木作框制作鼓，仍保
留了原始鼓的粗绌形态。

柳林三交鼓子就是起源于古代的祭祀

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丰收或喜庆
之时打起鼓来，扭起身子，逐步演变成现在
的鼓子秧歌。

三交鼓子秧歌以其锣鼓而闻名，素有
“黄河擂鼓响秦晋”之说。表演时秧歌队中
有一半以上队员身挎鼓子，手持大锣、大钹，
边走边打，锣鼓喧天，因为是以鼓子为主要
演奏乐器，故名“鼓子秧歌”。每到正月或重
大节日庆典就是鼓子秧歌的活动时间，参加
闹秧歌者，除唢呐与锣鼓队外，余下人各扮
角色。装身子的手持各类道具，全副武装，
男女老少头上插着红绿兰紫等各色鲜花，
额前戴着缨花，花间束一圆镜，光彩照人，
显得十分精神；有的头戴各类面具，扮成各
种神话传说人物和历史人物。秧歌队大体
分为伞头、乐队、锣鼓队、舞蹈队四部分，大
型的还有彩旗队。秧歌队一般由五六十甚
至上百人组成，其中有半数左右的青壮年
男子拿着打击乐器，具体有一尺二寸战鼓
四十颗，大锣两面，铙钹两付，小铰子二十
对，另有唢呐二至四杆。其实，现在的三交
鼓子秧歌队伍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人数。
秧歌队是在伞头刷子的指挥下演奏。鼓点
节奏有两种，一种为单环，在跑场子或场地
使用。另外一种为双环，在秧歌队行进中
使用。三交鼓子秧歌以擂鼓为主，往往几
十只鼓齐声擂响，声调简单，节奏慢悠，铿
锵有力，气壮山河，犹如黄河的张腰大浪，风
格古朴浑厚，豪放激烈，显示了黄河汉子们
雄浑坚毅的气概。

我曾经在我的小说《清河流淌》中，写到
过鼓子秧歌。当黄河岸畔的小山村修通公
路时，他们打起了鼓子秧歌庆祝的场面，表
达他们激动欢快的心情。

自从 2006 年我调离柳林，至今已有 13
年没有再看到过柳林鼓子秧歌了。红枣节
的第三天，我特意来到柳林体育场来观看鼓
子秧歌，意念中感受到一种气势越来越逼
近。果然，远远就听到一队雄壮的鼓子声，
仿佛黄河壶口的声浪，从县城方向浩浩荡荡
开了过来。一头的白羊肚毛巾，蓝白相间的
坎肩，斜跨腰间的鼓子，甩动着金穗的伞，舞
动着的彩扇，舞中有鼓，鼓中有舞。舞者刚
劲潇洒，鼓乐宏大高昂，有如黄河浪涛排山
倒海而来，惊天动地，震人心魄，整个体育场
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建国七十年通讯大发展
□ 樊启俭

又听柳林鼓子声
□ 梁大智

柳林鼓子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