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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娄烦峰岭底，每年农
历四月初八有个古庙会，也叫“拔花
花”节，是个盛大的节日。四月初的
天气暖融融的，山绿了，花开了，地里
的庄稼也渐渐长高了。农民们忙农
活的间隙，又开始做过节的准备了。

儿时的记忆中，村里各家各户都
忙碌起来了。男人们忙着碾米磨面，
准备接待客人。女人们则拆洗被褥，
打扫房屋，准备待客。老头们坐在阳
婆（太阳）湾湾里，捧个大烟袋，哼几
声戏腔，议论着剧团里的名角。而小
伙子们则要骑着自行车跑到镇上理
发店，设计个时髦的发型。大姑娘们
三五成群地往商店里跑，看哪件衣服
穿上最合身漂亮。小姑娘们把辫子
梳得光光的，辫梢上还扎个蝴蝶结
儿。

初七上午，人们陆续从各地赶
来。有姑娘嫁到外村的，老父亲早早
站在大门口张望。远远看见姑爷赶
着毛驴，驴身上驮着红红的缎被子，
被子上是穿戴一新的闺女和外孙。

等走到家门口了，老父亲紧跑两步赶
过去，帮闺女、外孙下来，再将毛驴拉
到榆树边拴住。早有老母亲笑盈盈
跑出院来，两手还沾着面粉，口里已
猫猫狗狗地叫着外孙的小名，迎进屋
里。也有老丈人来姑娘家过节的。
也有年轻人骑着自行车，驮着新媳妇
来的，打着车上的响铃，穿梭在熙熙
攘攘的人群中。

初七中午，各家都要大宴宾客。
养猪的人家上午就开始杀猪。女人
在厨房里叮叮咣咣，炒着各种菜肴。
男人们坐在方桌前大口嚼着肉块，端
起酒杯和客人相互碰一下，又“哧溜”
一口饮尽。主食是软米面馒头，黄黄
的、软软的，冒着热气，溢着香味。这
软米是黍子脱皮后碾成面制作的，非
常软溜，是这一带的特产。当地顺口
溜说：湾子的苇子，静游的女子，老马
狗的黍子，说的就是出类拔萃，无人
可比。

初七晚上，人们要去拜娘娘庙，也
叫“拔花花”。这一天晚上直至凌晨，
都有五州十县、十里八乡的人来求
子。求子的人拔的花花，主要是上年
应验的人还来的。“白花花”象征着男
孩，“红花花”象征着女孩。叩了头、许
了愿后，要将花花快速拿回家，放入女
人怀中，过一段时间便怀上了。

初八上午，剧团便进村了。一溜
几十个驴平车，上面拉着戏装箱子，
坐着眉眼顺溜的演员。村长招呼演
员住进学校的教室，递烟递水递热毛
巾，准备中午宴请。壮实的后生开始
装台，拉幕布，装汽灯，将戏台子装点
得五颜六色。

下午，太阳还没落，戏台上的锣
鼓便敲打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往
戏院赶来，有的拿着凳子，有的拿着
马扎，也有的将孩子架在脖颈上。

戏场周边是各种小商贩，有搭灶
卖饭的，有支凉棚卖衣服的，也有卖
瓜籽、香烟的地摊儿。叫卖声此起彼
伏，锣鼓声此伏彼起，找孩子的、叫大
人的，嘈嘈杂杂，热热闹闹。

锣鼓响过几通后，黑红色幕布徐
徐拉开，走出娇滴滴的小旦，唱着莺
声燕语的戏腔。接着又大步流星走
出黑黑的“大花脸”，一声高叫，声若
洪钟，如响雷似的。一会儿，又出来
了鼻梁上抹几点白的“三花脸”，人们
叫“佑则”，是本地邻村出来的演员。
武功演技高，诙谐道白多，常逗得人
们捧腹大笑。接着便是老生表演了，
迈着稳稳的步子，摇着头上颤悠悠的
翅子，左边摇，右边摇，两边又共同
摇，引来众人阵阵喝彩。

老年人是最喜欢看戏的。他们
屁股底下垫块小墩，坐在最前边，聚
精会神地看，不时附和着来两句台
词。中年人一般站在场子中间，脖颈
上架个小孩，一边看着台上，一边还
要将剥出的瓜籽仁举手放入孩子口
中。而年轻人则不同，他们看戏只是
幌子，眼睛并不往台上瞅，而是在人
群中东看看，西瞧瞧，物色着意中
人。看上了，两人互相一对眼，女的
便羞红了脸，男的趁热打铁，悄悄伸
过手去拉她的衣角……

几天的戏很快就演完了，人们都
有些意犹未尽。亲戚们也纷纷赶着
驴车返家，有的要留老丈人住几日，
尽尽孝道。有的闺女们带着孩子和
父母多呆几日，帮帮农活。而在戏院
里找到对象的小伙子们，却要备几瓶
好酒，瓶颈上拴条红布条，到女方家
去求婚了。

多少年来，家乡就是这样。那古
老的风俗，就像雨后深黄的黄土一
样，一直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我的入党故事我的入党故事
征文选登4

我是上个世纪 60年代出生的。小学语文第一课内
容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讲“中国共产党万岁”，电影
上看的英雄人物是董存瑞、刘胡兰、江姐……现在想想，
学习的这些，就是在学习党的历史、学习先进模范，只是
那时候还小，只懵懂地觉得，那些为了革命流血牺牲的
人都好伟大，觉得这些人物是最光荣的人。

现在想想，这大概就是我最初对党的认识。
恢复高考后，我开始上两年制的高中，高中时期发

生的一件事，对我后来申请入党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
高考前两个月要进行预考，预考没有通过的同学不能参
加高考，预考后没达线的同学就回家了，这样班里原有
的小组已经不健全，再加之学习紧张，教室好几天都没
有人打扫了，很脏乱。我们班主任老师看到后，在一次
班会上说，马上要高考了，大家时间紧张，我非常理解，
但教室还是要打扫的。他说：“是共青团员的请举手！”
然后看了看说：“好！什么时候才能体现出一个共青团
员的思想觉悟？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班主任把班里
全部共青团员编为几个小组，一组值班一天，很好地解
决了这一问题，团员们也感到很自豪。这虽然是件小
事，但同学们还是感受到，这和战争年代“是共产党员的
给我上”有一样的意义，团员是大家的榜样。

我 18 岁考入中专，从年龄上已经符合入党条件，
1983年我正式提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那时国家刚提
出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四化”
方针，我的代课老师直接荣升为校党委书记，我们和他
也熟悉，那时也不懂程序，就直接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他，
老师很热情地和我进行了交谈。现在看来，入党申请书
应该是交给当时的学生管理处党支部（也是校团委）才
是正常程序。

当时学校发展学生党员，每年只有一两个人，毕业
时，校党委书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在学校虽然没有
批准你的入党申请，但是学校要把你的申请书和校党委
的考察意见转给你分配的单位，希望你到工作单位继续
努力！”后来在单位入党时，组织上还专门提到我在学校
的入党申请及校党委的考察意见。

1984年我分配到省直某单位工作，从此，翻开了人
生征程崭新的一页。工作不久，我就怀着十分激动的
心情向组织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我在工
作中积极肯干，思想上努力向党组织靠拢，通过自己系
统的学习，对党的认识逐渐清晰。工作的第二年，我分
管的统计工作就获得了太原市统计工作先进单位第一
名的表彰，并由市领导颁发奖状。经过党组织三年的
考察，我终于在 1987 年 3 月 23 日，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宣誓的那一刻，激动而神圣，站在党旗下，挺着胸
举着拳，跟着领誓人，铿锵有力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
国共产党……”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那是我人生最
重要的时刻。

如今我的党龄已 30多年，多年来任凭岁月变迁，不
忘初心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每年的 7月 1日，我都不由
自主地回忆起自己入党那一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刻骨
铭心……

人生的崇高追求人生的崇高追求
李养龙

有一首歌这样唱：“青春里不知
疲倦的向往，有太多不甘的渴望，就
是倔强着不肯回头望，一路追逐着
自己的方向……”是啊，在青春的旅
程中，我梦想着满天星辰，有失落，
也有欣喜，一路跌跌撞撞地前行。

曾经我在震耳的闹钟声里醒
来，脸颊还挂着梦里没考出好成绩
而伤心难过的泪水。都说梦是反着
的，但我的这个梦却是那样的真
实。前一晚，我因迫不及待想知道
自己的成绩，就约了朋友一起到网
吧去查。键盘的敲击声让我心惊，
旁边没有考好的同学，气馁地骂出
了声。我的心情就更加紧张不安
了。恍惚中，不知何时，我打开了查
询成绩的页面，看到自己的分数，像
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椅子上。又
没考好！我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没
出息？为什么不能再努力一点？为
什么不能在如此大好的青春年华里
去拼搏一把？我擦了把脸上的泪

水，翻身起床，收拾行囊。我报考了
假期培训班，我准备在跌倒的地方
爬起来，继续往前行。

高三一整年，是我青春记忆里
最难忘的日子。每天都会听到班主
任老师不厌其烦地讲：“各位同学，
高三就意味着全身心地投入，你们
每个人都要心无旁骛，把所有心思
都放在学习上，争取考出好成绩，上
一所理想的大学。”从高三动员会开
始，我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不上
网，不玩手机，全力以赴，经常鏖战

到晚上 12点以后。一年的发狠，终
于见到了成效，我考上了理想的大
学。

上了大一，老师不再每天逼着
我们学习了，我的懒散毛病又犯
了。看电脑，玩手机，逛街，聚餐，听
课时走神儿。第一次考试有一门课
还挂了。看到成绩单，我又一次惊
到了。怎么总是记吃不记打呢？照
这样子，别说考研了，就是大学的门
儿也出不了。再次跌倒的我又一次
爬了起来，放下手机，关掉电脑，克
服懒散疲沓的毛病，我真切地认识
到了学习的重要性。

此刻，我又想起了那首歌的歌
词：“青春里不知疲倦的向往，穿过
雷雨和风霜，在一片质疑声中学会
成长……”是的，虽然我的青春是在
跌跌撞撞中前行的，但是该努力的
年纪，我们还是要放弃安逸，选择不
知疲倦的向往吧！

学会成长学会成长
李佳珂

图片选自百度网，投稿邮箱：symty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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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山河》节选

随笔随笔

山西教育出版社

68

毕
星
星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河槽人家》节选

赵
树
义

著

连
载

我们会牢记
使命，尽我所能帮助武汉
走出阴霾，待到春暖花
开，繁花与共！

网络时代，距离不是
阻隔。南志勇人在武汉，
却把中医人的一份爱心
送到了海外。

李廷荃在一个老乡
群看到有人求援，便把南
志勇的微信推送给对
方。患者姓沈，旅居英国
伦敦，3 月 12 日突然发
烧、干咳、伴有腹泻，他的
多位同事也出现类似症
状。沈先生意识到可能
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多
次联系社区医生、国民医
疗体系，甚至拨打 999
急救，始终得不到有效治
疗。沈先生连续 9 天高
烧不退，体温达 39 摄氏
度。情急之下，3 月 21
日，沈先生向国内家人求
救。南志勇视频诊断后，

为沈先生开出处方，沈先
生服药后第二天体温开
始下降，3 月 26 日，体温
恢复正常。此后，南志勇
继续为沈先生开药调理，
直至完全康复。在此期
间，南志勇还为另一位在
英国的同胞进行了治
疗。沈先生有两个女儿，
年龄还小，可以想象，居
家隔离期间面对房间外
面年幼的孩子，他该是
怎样一种心情！沈先生
在写给附属医院的感谢
信中说：“医者仁心，南
大夫的第一服药，就是
信心，让我战胜了恐惧
感、孤独感，树立起了战
胜病毒的信心，也使我
感受到了中医药的博大
精深……不仅我的命是
南大夫救回来的，而且他
还挽救了我全家人的幸
福！多谢南大夫，多谢国
粹中医药！多谢贵院培

养出南大夫这样优秀的
中医大夫！”

4月 20日，南志勇回
到久违的工作岗位。这
一天，他收到一块木质牌
匾，上写“中医抗疫，名扬
英伦”。这份特殊礼物
是沈先生赠送的，当他
得知南志勇这天要重返
岗位，便特意委托岳父、
岳母来到附属医院，当
面致谢。

两家你死我活的争
斗，最后靠这样一种方式
和解，历史的走向总是出
人意料。有道是形势比
人强，大势来了，多少历
史纠葛迎刃而解，多少历
史细节遁于无形。

我离开村子不久，蝶
孩妈就去世了。

蝶孩家的老院子不
住人，二叔家的老院子不
住人，房屋就迅速朽坏，

屋瓦漏水，墙皮剥落。老
院里的土隔墙，倒塌了，
成了土块，土块又风化成
了黄土沙砾。二十年不
住人，院子里野生的树，
长成了林子。榆树，都有
小腿粗细。臭椿树蔓延
得快，粗的碗口大，细的
指头一般，爷爷孙子好几
辈。难得见到的枸桃树、
楸树，也在这里安了家。
夏天走过你要看，那是一
片小树林，林子里是一人
高的荒草，刺蓬、棉扫帚、
杂草小树混在一起，分不
清。门前走过，不注意
看，谁能发现那小树林杂
草丛中还有一排砖表砖
裹，白灰灰墙的老房子？
冬天疏林冷落，叶落凋
残，你才能透过树杈间的
缝隙，看见端正的连檐
板，窗户上拱券的小穹
顶。当年，这可是村子里
数得着的好院子好房子。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
见当年秦始皇。

二叔家和蝶孩家将
近五十年的三尺走路大
战中，我一直觉得二叔是
个很窝囊的人。他软弱
无能，他不敢争，不敢闹，
打骂都死受着，一直到临
死耍了一回赖，还叫派出
所民警狠狠整治了一下，
成了违法乱纪的刁民。
他简直窝囊死了。

也是到五十年以后
阅档读史，我才了解一些
二叔的衷曲。

年轻的时候，二叔曾
经威风过。在乡人的眼
里，二叔在方圆地面上
踩得那叫轰隆隆响雷一
般。

1969 年“文革”清理
阶级队伍，村里把所有
有历史问题的人集中起
来办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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