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
责编/李菁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 照排/余佳维

三江月 2022年4月21日 星期四

乡戏乡戏
□□桑飞月桑飞月

春三月里的一天，有乡人在老
家群里吆喝：街上起会了，都回来
看戏呀。我一听，心中顿时有潮
起，想起了一些有关乡戏的事。

会，由戏而起。农闲时节，乡
下戏班会受邀到各地去唱戏，曲
剧、豫剧、越调、二夹弦等，都是我
乡人所喜闻乐见的剧种。戏像一
块磁铁，它能把十里八乡的人都吸
引过去。对此，民间有顺口溜：想
起前春二十八,县城东关起会了,
套着驴，牵着马,领着她姨和她妈,
七大妗子八大姨,领的都是她一家
……这顺口溜诙谐地描绘了起会
时的热闹与兴奋，说是女眷多，但
其实，现场男人也不少，他们很多
也都会唱戏。

人多的地方，商机也多。小商
贩、手艺人，民间歌舞团、杂技团
……都会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使
其形成一个热闹繁华的盛会。这
盛会的核心，是戏。

阳丰街起戏，通常会有两台，
东一台西一台打擂，看谁台子前人
多。那场面，真是喜气又热闹。

起戏时，大人们会用车子拉上
老人和孩子，拖家带口一起去。看
到中午，一般也不回家，就在会上吃
小吃，吃完接着看。这种与平常日
子很不相同的生活，着实让人兴奋。

看戏，会看的看个门道；不会
看的，看个热闹。

大学时，曾听一师弟讲，他之所
以文字功底不错，全是因为他小时
爱听戏看戏的缘故。而且他也会
唱，如今是一位会唱戏的大学教授。

很显然，我这师弟是会看门道
的人。而我，则是那个典型的只会
看热闹的人。

我所关注的，多是戏台子下面
的那些小吃，江米糕、花米团……
江米糕是米粉制成的喷香小饼；花
米团则是用糖稀将米花粘成的小
球，用线串成串，下面还有细彩纸
做的缨子，风一吹，会飘起来。临
近中午时则开始思考，是吃一碗胡
辣汤还是一份拌凉粉……

当然当然，，我也看戏我也看戏，，但似乎只爱但似乎只爱

看年轻的旦角看年轻的旦角，，看她们桃花样的妆看她们桃花样的妆
扮扮，，看她们甩起长长的水袖……看她们甩起长长的水袖……

看完戏看完戏，，大人不在家时大人不在家时，，我和小我和小
伙伴就开始作精伙伴就开始作精。。爬到床上爬到床上，，披上披上
床单床单，，开始装模作样地唱戏开始装模作样地唱戏。。我的我的
小伙伴叫娟子小伙伴叫娟子，，和我同岁和我同岁，，她也是会她也是会
看门道的人看门道的人，，会字正腔圆地唱会字正腔圆地唱，，最最终
将曲剧唱成了自己的终生爱好。

在我的回忆里，乡戏是无声的，
像卓别林的默片，因为不会唱，配不
上声。逢此时，我就会把娟子或乡
人们的戏段翻出来，听上几遍。

一天，我听戏时女儿走了过
来，问我在听啥。我把耳机给她，
问，能听懂不？她说，当然能咯，这
是河南戏，以前太姥姥给我听过
的。她的太姥姥，即我的祖母。

祖母在祖父去世后，每晚看
戏，看老年播放机上的戏。

那几年，每逢春节回家，祖母就
喜欢在她的大床上叠一个漂亮暖和
的被窝，让我和女儿睡在她旁边。

在我们洗刷完毕坐到被窝后，
祖母就开始请我们看戏。女儿是
个活泼的皮娃，但因敬重并喜欢太
姥姥，却也陪得很认真。我听不
懂，通常很快就睡着。一觉醒来，
发现女儿还在聚精会神地看，祖母
却已经眯着眼了，让人一时分不清
谁是真戏迷。

我叫祖母睡觉，她睁开眼说，
其实没怎么睡着。于是，又迷迷糊
糊地看下去。她的睡眠，是飘在半
空里的楼阁，不着地的。

祖父在世时，祖母是不看戏
的。她总是很早就睡，轻微地打着
鼾，像个孩子似的，睡得很香，祖父
看电视都影响不到她。祖父一走，
她就睡不着了，需要戏来抚慰她，
想让我们陪她。

戏，乡人生命中的母音，它能
带来最熟悉最贴心的安慰。听到
唱戏，我们也常会想起会，想起春
暖花开，现世安好。故而，戏曲在
我乡人心目中，是无比重要的。

如今，因为疫情，我已经两年
没有回去了，故而，当听到阳丰起
戏时，真想回家啊。开上父亲的敞
篷三蹦子，拉上祖母，穿过菜花田，
穿过桃花林，去听锣鼓咚锵，看桃
花旦……至中午，吃上两碗浆面
条，再买两串花米团……正想着
时，忽又听说，为防疫，戏没起来。
这感觉，像是故乡和我一起，做了
一场有关乡戏的梦。

童年的村庄，一到春天，总
有槐花飘香。特别是村口河堤
上的那几棵大槐树，那满树白
色的槐花，恰似开在春日蓝天
下一朵朵芳香的白云，那一串
串扑鼻的香沁入心房，让人沉
醉，教人浮想。这时候，母亲兴
许就会带上工具站到槐树下，
从树上采摘一些槐花。回家以
清水漂洗后，和上面粉，点燃灶
膛，为我们烫上一锅槐花饼。
这香喷喷的槐花饼，这缘于春
天的美味，给我们带来的是生
命中质朴的欢乐和永无穷尽的
回味。

我的记忆中，村后也有两
棵老槐树，树龄究竟有多长，谁
也说不清楚了。晴和的日子
里，往树下一站，婆娑的光影
下，便有阵阵花香袭来，一如时
光掠过发际，沉淀着醇厚的芳
香。枝杈上，春光在雀跃，鸟儿
在鸣叫，阳光从绿叶间洒下来，
让心头满溢着蜂飞蝶舞的韵
律，溢满着对人生旧事的念
想。抬手轻抚枝杆，那远逝的
年华，如树皮上亦真亦幻的皱
褶，看得真切分明，却是那样捉
摸不透。

恰是江南春末，槐枝正茂，
花事正盛。清风吹过，槐花纷
纷扬扬，香气沁人肺腑。在我
蛰居的城市，这槐花飘香的情
景，终究是无从寻觅的。自然，
这一份无从寻觅的情景，只能
深藏在记忆中。身陷都市的繁
华里，内心却多了许多怅惘、落
寞、寂寥，而槐树的繁华不争不
抢、不吵不闹，以春风化雨的姿

态，落入心扉，又怎能不教人心
旌摇荡？

槐花悄然飘过的日子，一
不留神，便进入了薄荷绿的夏
天。如薄荷叶般青浅的绿色，
在渐热的夏天，有情有致地蔓
延开来，进入你的居室，你的家
居空间便变得爽洁清幽、美丽
安详起来。薄荷绿，以生长、变
化而后归于宁静的态势，舒缓
着郁结在人生场景里的失落和
失意。

那真切实在的薄荷，作为
长日照植物，性喜阳光，在野外
极为易见。其幼嫩茎尖可作菜
食，全草又可入药，是常用中药
之一。系辛凉发汗解热药，外
用可治神经痛、皮肤瘙痒、皮疹
和湿疹等。若以薄荷入茶，可
消除郁结，起到清心明目之功
效。

这颇具情怀的薄荷绿，它昭
示着一些什么，也隐藏着一些什
么。它抚慰着一个人的心境，梳
理着一个人的思绪，让生命在延
续中变得和谐、健康、美丽。薄
荷绿，这份治愈身心创伤的色泽
鸡汤，升腾在视野的，永远是阳
光般明媚亮丽的形迹。

想起了两位QQ好友，一
个叫槐花香，一个叫薄荷绿。
一个是残疾人杂志专栏编辑，
一个是慰藉心灵的报纸副刊编
辑。她们编辑的文字版面有一
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心、温暖、
激励、包容。她们的网名，何尝
不是一扇人性的窗口？其间所
透现的，何尝不是宁静、和谐、
祥瑞、美好的心性？

槐花香
薄荷绿
□程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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