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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角、5 元、5 角，这三个币值，勾起了我的
许多回忆……

1 角
我 7岁那年的正月十九，村里唱戏。妈妈

给我们姐妹几个每人发了 1角零花钱，按照村
里其他小朋友的行情，5分钱称 2两瓜子，5分
钱买个油旋饼子，5分钱一个带响响的气球，三
样中任意选择两样，吃的玩的就都有了。那时
候人们都穷，物价也低，一角钱的“巨款”就够
看戏的盘缠了。我穿着新衣服，嗑着瓜子，吹
着气球吱吱响，和小朋友们你追我赶，时不时
到妈妈跟前撒一会娇，然后再去戏台后面门缝
上瞅演员们化妆和换戏服，开心得不得了。

不一会儿，我的气球吹烂了，瓜子也吃完
了，看着其他姐妹们的瓜子和气球都有呢，羡
慕得不行。我和妈妈死缠烂打了好几次想再
要 1角钱，但妈妈没有同意。

我有些委屈，赌气转身跑回家里，却大门
紧锁。坐在地上乱画了会儿，觉得无聊，便又
往戏院走。村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去看戏了。

我无精打采地走着，像极了自己先前泄气
的气球。突然，我看见一扇大门半掩着，是家族
里的一位 70多岁的奶奶家。鬼灵精怪的我心
生一计，走了进去：“奶奶，我妈要去我外婆家，
要买饼干还差 1毛钱，让我和你借上 1毛钱。”

奶奶从裤腰上解下钥匙，盘坐在炕上，开
她的小箱子，“我看你是几汝呀？”“我是二汝！”

奶奶摸了摸我的头发，看见了我左鬓角的
小黑痣，这是我和双胞胎姐姐区分的标记，

“哦，真是二汝。”
奶奶说：“正好就短 1毛钱？”
我点着头，斩钉截铁：“嗯！”
我拿上从奶奶那里“借”来的 1角钱，一路

飞奔到戏场，又买了 5 分钱的瓜子和 5 分钱的
气球。妈妈问我哪来的气球,奔跑的燥热和失
而复得的兴奋掩盖了我撒谎的心虚，干脆一谎
到底——我捡了一个气球。

晚上临睡时，其他姐妹们的气球早吹烂
了，而我的“捡到的”气球还可以吹得鼓鼓的拍
着玩儿！

第二天依旧去看戏。我呼朋引伴，正准备
率领小伙伴们一起去后台玩，却看到昨天那个
奶奶拄着拐杖向着我和妈妈走来。

奶奶上前，奇怪地问妈妈：“昨天去娘家，
今天就回来了？不多待上几天呢？”

妈妈说：“我没有去呀，等咱村唱完戏了再去。”
奶奶不解：“那你二汝昨天来我家，说你要

买饼干去娘家，差 1毛钱，就和我借走了。”
妈妈错愕地一愣，但很快明白过来，转身瞪

了我一眼，和奶奶道歉后把 1毛钱还给了奶奶。
回到家，妈妈脸依旧沉着，家里气压极低，

我胆战心惊，带着弟弟妹妹关大门、盖鸡窝、提
尿盆……生怕妈妈打我。

最后爸爸妈妈只是苦口婆心地给我和其
他姐妹上了一节“政治课”，要我们体谅父母勤
俭持家的不易，从小要养成艰苦朴素的好习
惯，要诚实，要知错就改……

5 元
我上初中时有一年的暑假，山西大学英语系

的一个学生勤工俭学，在碛口中学组织补英语，
我和姐姐也带上妈妈给的5元补课费去补课。

姐姐一贯认真，马上就把补课费不折不扣
地交了老师。我却在同学的怂恿下，自作主
张，用那本是补课费的 5元钱买了一双红色黄
底的高跟鞋。那是我穿的第一双高跟鞋啊，穿
上新鞋的我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我坐在教室里听课时，同桌的姐姐不时瞥
一眼我的新鞋，我竟没有了被关注的骄傲，反
而对姐姐很是愧疚——没有新鞋的她心里肯
定很不是滋味。

课间，老师催我交补课费，否则不让我继
续听课了。

我再不敢回教室了，就在宿舍里给姐姐把
饭做好，洗碗也包在我身上了，为的是要抄一
下她的听课笔记。

可惜这样的生活只维持了一天，姐姐实在
忍受不了我的红色高跟鞋了，因为我们是双胞
胎，从小到大什么都一样样的，现在我却一个
人穿上了新的高跟鞋，她心里能平衡吗？

已是晚上六点多，姐姐悄悄跑回十五里路

外的家里，进门就跟妈妈“告状”：“你二鬼把补
课费买鞋了！不行，我也要鞋！”“那她不听课
吗？”“她没交补课费老师不让她听了，她要抄
我的笔记，我不行！”

天色已晚，妈妈只来得及骂了一句，便拿
了两个五元钱：“给，你买上一双鞋，让她也听
课去。天快黑了，路上走快些。”

第二天早上，姐姐穿上了新鞋，我也道貌
岸然的在听课，我朝她挤眼一笑，她倒瞅了我
一眼。下课后，姐姐生气地说：“你要买鞋也和
我商量一下嘛，咱们该是一起的呀！”

事后，我暗下决心，要听父母的话，向姐姐
学，传承祖辈相传下来的书香门第好家风。从
此以后，我不再乱花钱，全身心投入到艰苦的
学习中。

后来我为人母，还是会想起这 1 角和 5 元
的事。这两件小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要勤
俭持家，教子有方，以身作则。

5 角
我大儿子六岁那年，有一次在楼下玩，看

见小朋友们在吃干脆面，也想买来吃。按了好
几次门铃，让我给他扔下 5 角钱去，出于不想
让他养成吃零食的不良习惯，我没答应他。

后来儿子回家了，继续央求我给他 5角钱
去买一袋干脆面。好巧不巧，我的钱包里有刚
好有一个 5角钱露出紫色一角，但它就像是冰
山一角，深不可测地隔开了僵持在门口的我和
儿子。“冰山”的厚度是我懂事以来的经年时
光，是人母的严厉，是教子的原则。面对眼泪
汪汪扮着鬼脸的儿子，却让我想起年幼时同样
会羡慕他人气球在手的自己，曾经也向妈妈乞
求 1毛钱的自己。

手腕上疼痛袭来，直击心脏——儿子在我
手腕上咬了一口——严厉如我，我却没能做到
让六岁的儿子理解我的苦心。——儿子的委
屈嚎啕在耳边，老公安慰回响在电话里，都没
能犟过我翻涌在眼角的难过——最终没给出
那 5角钱。

从那以后，儿子养成了不该花的钱从不开
口，不吃垃圾食品的好习惯。所以，在他上学

期间，只要儿子提出的要求不过分，我和他爸
都尽力满足，抢着给孩子掏钱。孩子也非常争
气，考上了公务员，在太原工作，见一次面都很
不容易。于是翻阅和儿子的回忆便成了我和
老公工作之余的日常，这 5角钱的事总能让我
扬起的嘴角收起弧度，屡屡反思，依旧愧疚
——当时只觉得儿子不理解我，现在看来，我
当时又何尝理解儿子呢？理解他的好奇，他的
羡慕，他的委屈。如今只能在回忆时，在文字
里，对在成长路上自己学着懂事的儿子表达歉
疚。儿子跟着我们，童年时光不缺爱，只缺 5
角零花钱。

悟
妈妈从轻易不给 1角钱到轻松拿出两个 5

元钱，年少的我满足了快乐，感受了宠爱，也培
养了节俭；时隔多年我没给儿子 5 角钱，年幼
的他节制了零食，遇见了母严，亦学会了长
大。我只学了妈妈的严厉，却忽视了她衡量具
体情况并尽可能照顾孩子的感受，满足孩子的
愿望。

现在我已是奔五的人了，还是常常想起这
1角、5元、5角的事情，感慨国家日新月异的发
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反思自己曾经固
守的“节俭”和并不恰当的教子方式。

如果……，那么我愿意那天的钱包里少了
五角钱，沙发上坐着拆开干脆面的儿子和我：

“下次可不能这样了啊，不能别人有什么你就
羡慕什么，也一定要什么。吃零食不是好习
惯，会长不高个子的……”，那样儿子的懂事和
我的手腕就都不会那么疼了。

一只飞离故园的鸟，乡情是折不断的炊
烟。元旦晚上，看到《吕梁风》微信群里文友转
发的伞头秧歌视频，瞬间儿时村里闹秧歌的情
形便在脑海中弥散开来。儿时盼望过年，不仅
盼望吃大餐、穿新衣、得压岁钱，更盼望的是村
里正月闹秧歌。

故乡是柳林县的一个小山村。黄土高原
上镶嵌的土窑洞里，住着我的乡亲父老，从一
个个黄土院落里漂出的方言秧歌是流淌在我
血脉里的温馨。记忆中过了大年初一，纠首们
就要开始组织秧歌队了。初二三晚上在大队
院里点起火把，锣鼓响起来，整个村子就沉浸
在一片喜庆气氛里。次日，秧歌挨家挨户的串
院活动就开始了。村里的秧歌队成员都是村
里爱红火的男女老少，乐器演奏者是两位唢呐
吹奏手，敲锣的一两个，打鼓人数不限制，拍铲
的也不限，演唱者中有至少两名伞头为主唱，
剩下的就是披红挂绿的男男女女。

秧歌队一般排两列行进，伞头手里高举转
动的圆伞带队走在最前边，紧随其后的是唢
呐，再是敲锣打鼓拍铲的男人，最后排着装扮
各异、披着各色绸缎披风、头戴中间装有圆形
小镜子的自制纸花做的头饰的女人们，好多人
还会戴起墨镜。远远望见，就像一条彩色的长
龙，蜿蜒舞动在乡村小道上，使仍处于春寒料
峭中的整个村庄都沸腾起来。

快到家户院子里的时候，队员们就排起两
列整齐的队伍，合着锣鼓唢呐的节拍扭起秧歌
来，一直要扭到主家门口，然后才向两边散开，
围成一个大圈。主家要燃放迎接的炮竹，备好
茶水，敞开大门欢迎秧歌队的到来。有时秧歌
队里还会带着点铁炮的炮手，点起惊天动地的
铁炮，那场面真的是热闹非凡。

秧歌队到了院子里散开，中间会空出一个
大场地，伞头就转起手中的花伞入场了，扭两

圈，锣鼓家具一停，伞头也就停住脚步，转动圆
伞开唱:“锣鼓一停我开言，听我把主家请在院，
去年见罢亲朋们的面，先祝贺大家喜过年”。有
水平高的伞头，编的唱词特别有文采，一般是七
字为一句，吉庆的内容加押韵的曲调，听的人们
不由赞叹，齐声叫好。伞头唱完几段，就会介绍
下一个要进场的，可以是一个人独唱，也可以是
几个人，但一般不会超过四个人一起唱。

说起唱的秧歌调，我们村附近就有三十多
个，每个调都有自己原始的唱词，有歌颂大自
然的，比如“对花”；有表达思念爱人的“游太
原”、“掐蒜薹”等；还有表达适龄女子找对象的

“挑女婿”；也有揶揄男子妻管严的“老婆谣”等
等。这些秧歌的原始唱词大多直白热烈，一些
大胆泼辣的酸曲更是逗得大家笑个不停，所以
唱的时候要扯着嗓子，荡气回肠。

后来人们唱秧歌，慢慢减少了原始唱词的
使用，而是结合了新的生活内容，现场编词套
曲，一些歌颂新社会新生活和祝福亲朋的段子
逐渐多了起来，让院子的主人十分开心。一般
进场子里扭唱的人，都会得到主家的奖励，一
般是一两合香烟。同时，主家还要给看红火的
观众散发香烟和糖，院子里也会摆个大桌子，
上面摆上瓜子花生、香烟和茶水，供人们随便
取用，整个院子里一片热闹景象。

一场秧歌离院的最后环节就是“掏场子”，
由伞头领队排成一排，后面的绕前一个人，绕
成一个阿拉伯数字 8的图形，女人们手里的扇
子也是用手腕绕 8字来扇动，脚步合着锣鼓的
鼓点，走三步退两步，院子里的边边角角都会
绕到，取意秧歌队把吉祥如意带到每个角落。
到了吃饭的时候，被秧歌队光顾过的主家，还
要接待秧歌队的“派饭”，把参加闹秧歌的人大
致按组分散到各家，一般采取主客双向乐意的
原则。派到家户里吃饭，当然主家都是盛情款

待，有酒有肉，竭力展示自家的热情好客和洒
脱大方，宾主之间其乐融融。吃完饭，主家还
会给我们这些小孩子衣兜里装满瓜子、花生、
糖等零食。一场秧歌结束，同村人之间的感情
加深了，村里的凝聚力也增强了。

秧歌起源于祈求丰收的祭祀活动，反映农
民播种插秧的“农田乐”。发展到今天，红红火
火的秧歌活动里，饱含着浓浓的乡俗、乡情，将
北方农民的生活趣味质朴地表达出来，也把乡
土中国的年味，送到千家万户的喜庆之中。

因为爷爷和父亲都喜欢唱秧歌，我从小就
耳濡目染。闹秧歌的时候，和同村的小伙伴们
一整天跟着秧歌队。现在虽然离开故乡去了
外地参加工作，但由于秧歌与节日和仪式联系
在一起 ，不自觉地产生了忆念和情感。无论
何时，只要听到用质朴的柳林方言合着秧歌调
的歌唱声，都会有莫名的亲切感。儿时的记
忆，仿佛化作一缕飘缈的乡愁，成为我与故乡
之间一份剪不断的牵挂。

正月里闹秧歌
□ 卫彦琴

那些1角、5元、5角纸币
□ 薛荣平

家家
训风

解放后，我刚上小
学二年级，写了几天大
楷，就是按照老师给写
的“仿影子”在上边照猫
画虎，也算能自己写出
毛笔字了。

那时候农村没有几
个识文断字的，过年了，
要写对子就得去求人。
这年春节前，父亲为了
不再看人家的脸色，就
对我说，你都能写毛笔
字了，今年咱家的对联
就由你来写吧。于是就
拿来刚刚买回的《新农
村》一书让我在上面找
几副适合的对联。有父
亲给我壮胆，我也就没
什么顾忌的了，于是就
像 模 像 样 地 摆 开 了 阵
势，开始了我有生以来
的第一次写对联。

父亲在炕上裁红纸，折字格，姐姐在一
旁研墨，我则打开《新农村》寻找对联，我记
得清清楚楚，我选的第一副对联是“翻身不
忘共产党，幸福感恩毛主席”，父亲听了不
停嘴地叨咕着“这一联好，这一联好”，我挥
毫书写，小侄子帮忙摁着不平展的红纸条，
我每写完一个字，他就往前拉一拉，我俩配
合得天衣无缝，所以进展很快，也就一个多
小时吧，就把十余副对联写好，铺满一炕，
待晾干后就可以张贴了。

写对联中间有邻居来串门，看到我居
然能够写对子了，惊讶之余就乐颠颠地回
去取红纸，说是搭乘我的“车”，给他家也写
上几副对联。谁知他这一张扬不打紧，这
一年我初露锋芒，就给十几家乡亲写了对
联。大年初一我走在街上一看，嗬，足足有
半条街的对联都是我的手笔，字虽然不怎
么中看，可我的心里还是满自豪的。

写
对
联

□
韩
长
绵

吕梁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