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凡成就卓著的

作家!他们生前往往是充满矛盾"处境

尴尬"历尽坎坷的#祖籍陈郡阳夏$今太

康县%晋宋之际的谢灵运!就是这样一

位诗人#他以山水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创

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钟嵘&诗品'把

他评为(上品)!认为他兴高才多!风格

繁富*指出他的作品具有(名章迥句!处

处间起)+(丽典新声! 络绎奔会) 的优

点!称赞他的作品犹如(青松之拔灌木!

白玉之映沙尘)!品质高洁*唐代著名诗

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也都

对他仰慕有加* 李白推崇其诗的风格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

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

良宰'%,杜甫羡慕陶渊明"谢灵运的诗

歌才华!希望自己能写出他们那样的作

品!他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

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韩愈在列数前代诗歌成就时!有这样两

句 -(中间数鲍谢 ! 比近最清奥 )$&荐

士'%,白居易赞美友人诗写得好!是(动

笔诗传鲍谢风)$&寄李蕲州'%* 但是!谢

灵运的仕途遭遇却乏善可陈!完全可以

用矛盾 "尴尬 "坎坷 "悲情等词语去描

述*

毛泽东阅读清人沈德潜编辑的&古

诗源'中谢灵运名篇&登池上楼'这首诗

时!写下了如是批语-此人一辈子矛盾

着* 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

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

!

&毛泽东文

史古籍批语集'% 谢灵运的一生都充满

了矛盾!也许正是这种矛盾!才使他对

山水情有独钟! 才造就了诗人谢灵运*

白居易对此有很好的阐述!(..谢公

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

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

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亦欲

摅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因知

康乐作!不独在章句* )$&读谢灵运诗'%

谢灵运的家族!是晋朝最著名的两

大家族(王谢)之一的谢氏*曾祖叔是晋

代名相谢安,祖父是淝水之战的主将车

骑将军谢玄,晋代著名的大诗人+大官

僚谢混!则是灵运的从叔* 谢灵运童年

就得以袭封为康乐公!食邑三千户* 他

在晋末曾出任琅琊王德文的大司马行

参军!豫州刺史刘毅的记室参军!北府

兵将领刘裕的太尉参军等* 入宋后!因

刘裕采取压抑士族政策! 降爵为康乐

侯!出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元嘉

十年
!"#$

年
%

被宋文帝
!

刘义隆
&

以 (叛

逆)罪名杀害*

谢灵运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与异乎

寻常的经历! 他从小被送到钱塘道士杜

明的道观里!

'(

岁才送回家中! 追溯谢

氏家族!自东晋以来都是信仰道教!然而

他后来却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且

对佛教理论研究造诣很深* 他在写作大

量山水诗的同时!也写了一些关于佛教+

玄学+儒学等方面的文章*如唐人道宣编

著的&广弘明集'中就收有他写的&与诸

道人辨宗论'!论证佛教真谛及与玄$儒%

的关系! 其论点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按照佛教戒律!教徒

是不允许蓄发+留胡须的!然而谢灵运却

是闻名遐迩的(美髯公)!在广州被执行

斩刑之前! 他还把被当时人们看作是天

下无双的漂亮胡须施舍给广州佛寺!这

真是矛盾重重!让人不可思议*

谢灵运出身士族豪门!自幼精于文

墨!同时!又是纯粹的(将门之后)!因此

不论在诗书文章还是治国安邦方面!他

都具备了一定的才能* 可是!他的才能

只是用来陪伴皇帝赏玩!朝廷一方面既

需要有谢灵运这样的文坛领袖来装点

门面!但又不愿意付与实权!这与谢灵

运那高远的志向和高傲的脾气相矛盾!

他很不情愿屈居文学弄臣的角色* 矛盾

冲突的结果当然是被解职+被冷落* 表

面上对此淡定的谢灵运! 在内心深处!

其实是很希望能成就一番事业的* 先朝

遗民与新朝侍臣的双重身份使他进退

两难!愁肠百结*

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

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 在永嘉太守

任上!谢灵运一方面寄情山水!创作大

量诗作!委婉地抒发了他对京都的留恋

和受排挤+压抑的愤懑,另一方面与一

大批名僧如法勖+僧维+慧琳+法纲等相

往来!共探佛理!跋涉在一种或隐或仕

的人生苦旅中!心中不快!郁郁寡欢*

谢灵运的身份地位!是典型的官二

代+富二代* 但是谢灵运又不像一般公

子哥那样只追求奢侈豪华!他喜欢对奢

华的东西进行改造* &宋书'本传记载!

他穿的衣服用的器物总是要改变一下

式样* 结果新款式一出来就 (世共宗

之)!立即成为全国最流行的款式* &世

说新语/言语' 上说 (谢灵运好戴曲柄

笠)* 但他又不总是(头戴曲柄笠!脚著

谢公屐)一副样子!他会有各种不同的

配搭!随着季节+场合+用途不同!他会

设计出各种不同风格的服饰+装备* 用

今天的话说! 谢灵运是一位时尚达人*

这种时尚太超前了!往往与周围格格不

入!产生矛盾*

谢灵运的生活方式简直就像是当

年美国的嬉皮士* 嬉皮士作为一种现

象!在二十世纪观念开放的美国尚且被

视作另类!何况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晋

代0 谢灵运的(怪异性情)和他必将面对

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了* 像谢灵运这

种人!在那样的社会状态中!基本没有

生存的可能!这就注定了他坎坷+矛盾

的一生*

')

月
))

日!是一年一度的(冬至)!

是我国农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

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 民间也称

(冬节)+(长至节)+(亚岁节)等*

史籍中的冬至

据史籍记载!早在
$***

多年前!我

们的祖先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发现

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夜晚

最长的一天!同时根据(阴极之至!阳气

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

将这一天称之为(冬至)!成为二十四节

气中制订最早的一个!并被古人作为新

的一年的开始* 唐朝开国宰相房玄龄等

人合撰的&晋书'中有(魏晋冬至日受万

国及官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 的记

载!并有(献袜履之仪)!表示迎福绵长*

清代苏州文士顾禄所著的 &清嘉录'中

更是有(冬至大如年)的记叙!这足以表

明古人对冬至十分重视* 古时的人们认

为冬至是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是上天

赐予的福气!因而古人在冬至这一天都

要举行庆贺仪式* 周朝时!冬至日作为

新一年的开始!因而有(天子率三公九

卿迎岁)的盛大礼仪!并于&周礼'中定

下了(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的祭祀仪

式!俗称(祭天)*

时至汉代!冬至被列为(冬节 )!官

府要放假并举行祝贺仪式! 名为 (贺

冬)*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

中记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 )

东汉大尚书崔萛所著的农业著作&四民

月令'中也记叙云-冬至之日(进酒肴!

贺谒君师耆老!一如正日* )南朝历史学

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中则有这样的

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

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 )由此

看来!汉代时冬至之日朝廷上下都要放

假休息 !军队待命 !边塞闭关 !商旅停

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欢乐

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

唐宋时代!(冬至)与(岁首)并重!成

为民间祭天祭祀祖先的日子! 皇帝在这

天还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仪式! 祈祷

来年风调雨顺!因而冬至这天更加热闹*

南宋周密所著&武林旧事'中明确记载-

(都人最重一阳贺冬! 车马皆华整鲜好!

五鼓已填拥杂于九街* 妇人小儿服饰华

炫!谓之像过年)!同时还记述-(三日之

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作节* )

宋代文学家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

中也记载说-(十一月冬至! 京师最重此

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

日更易新农+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

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 )

明清之时!人们对冬至更加重视 !

这天皆袭古俗!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到

祠堂祭祀祖先!并向长寿年长者祝福!

&江阴县志 '记载 -嘉靖年间的冬至之

日 !民间皆 (悬祖考遗像于中堂 !设拜

奠!其仪并依元旦)* 皇帝这天仍按旧

制要举行贺冬祭天大典! 大小官员着

吉服放假三天* 明代散文家刘侗+于奕

正同撰的 &帝京景物略' 中就详细记

曰-(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

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 )特别是明

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后 !

北京天坛的(圜丘坛)一直是皇帝贺冬

祭天的地方*

古韵里的冬至

冬至既然是自古以来民间的一个

重要节日!自然也会引得无数文人雅士

诗兴大发!以独特的感触吟咏之* 现如

今!友人相聚于冬至日之时!也会谈论

起关于冬至的文化!而冬至古诗词更是

人们谈论的话题!赏读间使人感受到冬

至的文化韵味*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

朝中为官时! 面对宫中欢度冬至之景!

有感而发!作有&小至'一诗-(天时人事

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

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 岸容待腊将舒

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

教儿且覆掌中杯* )全诗情景交融!将宫

女冬至之日绣花添线+吹琴娱乐的场面

再现于读者眼前!同时展现了春天即将

到来的美景!通读全诗!无异于欣赏一

美丽的画卷!可以体味到作者当时的欢

快心情*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在文学

艺术方面堪称全才* 一年冬至!在外为

官的他只身来到吉祥寺!周围景色令其

诗兴大发!信手拈来&冬至日独游吉祥

寺'一诗-(井底微阳回未回!萧萧寒雨

湿枯罧* 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

独来* )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自得其乐

的雅致* 而与其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朱

淑真作有另一&冬至'诗-(黄钟应律好风

催!阴伏阳升淑气回* 葵影便移长至日!

梅花先趁小寒开* )从中我们可以感觉

到当时冬至节的喜庆热闹- 击乐声声!

阳气回升!葵影移动!寒梅花开* 而在大

诗人陆游的眼中! 冬至却显得寂静清

贫!这一点在他的&辛酉冬至'一诗中可

以看出-(今日日南至! 吾门方寂然* 家

贫轻过节!身老怯增年* 毕祭皆扶拜!分

盘独早眠* 惟应探春梦!已绕镜湖边* )

古代诗人描写冬至的诗虽然比比

皆是!但在民间流传最广+最通俗易懂

的恐怕就是&九九歌'了-(一九二九不

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

看柳 ,七九河开 !八九雁来 ,九九加一

九!耕牛遍地走* )意思是说!从(冬至)

之日起! 冬天算正式到来!(九九歌)就

是根据人们根据对寒冷的感觉表现出

气候的变化* 待(九九加一九)之时!冬

天就算过完!春天真正到来了*

舌尖上的冬至

冬至节作为民俗节日!经过几千年

的发展! 便形成了独特的节令饮食文

化!但因地域不同!所以风俗各异*

相传汉朝时!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

疆!百姓不得安宁* 当时匈奴部落中有

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 百姓

对其恨之入骨! 于是用肉馅包成角儿!

取(浑)与(屯)之音!呼作(馄饨)* 恨以

食之!并祈求平息战乱!能过上太平日

子* 因最初制成馄饨是在冬至这一天!

因而后来每年的冬至这天!家家户户都

要吃馄饨* 后来!冬至成为民间节日!这

天皇帝要祭天! 而普通百姓则祭祀祖

先* 民间在祭祀祖先时!除一般的供品

外!还要包些馄饨供奉* 清代潘荣陛编

撰的&帝京岁时纪胜'中就记载说-(预

日为冬夜!祀祖羹饭之外!以细肉馅包

角儿$馄饨%奉献!谚所谓1冬至馄饨夏

至面2之遗意也# )

在我国南方! 冬至日也多食馄饨!

并有冬至日以馄饨祭祖的风俗# 馄饨在

四川叫(抄手)!在广东称(云吞)!因其

煮熟后像荷包蛋!为混沌初开!故名馄

饨# 据民间传说!春秋时期吴王沉湎于

歌舞酒色# 某年冬至歌宴!嫌肉食腻肥!

很不高兴# 西施乃用面粉和水擀成薄薄

的皮子!内裹少许肉糜!滚水一氽之后!

随即捞起!敬献夫差# 夫差食之赞不绝

口!问为何物# 西施信口说(馄饨)作答#

此后!(馄饨) 这一美味逐渐传至民间!

不但是纪念西施的创造!还为了庆贺冬

至的(一阳出生)# 宋人周密在&武林旧

事'中记述当时杭州冬至习俗-(三日之

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作节#

享先则用混沌# 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

色!谓之百味混沌# )可见在宋朝!杭州

人已经有冬至吃馄饨和以馄饨祭祖的

风俗# 晚清绍兴学者范寅在 &越
!

/饮

食'中说馄饨(或芝麻糖裹以面粉!冬至

日食)!可见古代绍兴还有甜味的馄饨#

每年农历冬至这天!我国很多地方

都要吃饺子 !民间还有 (十月一 !冬至

到!家家户户吃水饺)的说法# 据史料显

示!这种习俗缘自(医圣)张仲景冬至舍

药的故事# 东汉时期!河南南阳稂东人

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 他访病施药!大

堂行医# 后毅然决定辞官回乡!为乡邻

治病#其返乡之时!正是冬季#他看到白

河两岸乡亲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

人的耳朵都冻烂了# 便让其弟子在南阳

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那天

舍(祛寒娇耳汤)医治冻疮# 他把羊肉+

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

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

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分给来求药

的人每人两只(娇耳)!一大碗肉汤# 人

们吃了(娇耳)!喝了(祛寒汤)!浑身暖

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 后

来!人们为牢记(医圣)张仲景(祛寒娇

耳汤)之恩!学着(娇耳)的样子!在每年

冬至之日包成食物而食之!俗称(吃冻

耳朵)!后又称这种(娇耳)为(饺子)或

(扁食)# 现在!广大中原地区仍有(冬至

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至于说我国有些地区冬至吃狗肉

的习俗则是起于汉代# 相传!汉高祖刘

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大将樊哙煮的狗

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而且浑身发热!

头上冒汗!于是连连称赞(冬至吃狗肉

就是好)! 从此在民间形成了冬至吃狗

肉的习俗# 中医认为!狗肉性热!在冬至

天寒节令食之有壮阳补体之功效# 现在

的人们纷纷在冬至这一天! 吃狗肉+羊

肉以及各种滋补食品!以求来年有一个

好兆头# 而在江南水乡!有冬至之夜全

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饭的习俗!这

一习俗与古时一位叫共工氏的人有关#

共工氏的儿子不成才!作恶多端!死于

冬至这一天!死后变成疫鬼!继续残害

百姓# 但是!这个疫鬼最怕赤豆!于是人

们就在冬至这一天煮吃赤豆饭!用以驱

避疫鬼!防灾祛病#

另外!在我国江南的某些地区!(汤

圆)是冬至之日的必备食品# (圆)意味

着(团圆)+(圆满)!冬至所吃汤圆又叫

(冬至团)+(冬至甜丸)!民间有(吃了甜

丸大一岁)之说!俗称(添岁)!表示年虽

还没有过!但大家已加了一岁# 一般情

况下!这种甜丸都是冬至的头一天晚上

包好!第二天天亮时煮食# 孩子们最盼

吃这碗甜丸!往往夜里醒来都要问天是

否已亮# 然而天好像要与孩子们开玩笑

似的!老是不亮!故民间有(冬节夜!

长!甜丸未煮天唔光)的童谣# 这种冬

至甜丸可以用来祭祖!也可用于互赠亲

朋# 远在台湾的同胞们每到冬至之日都

要用九层糕祭祖# 他们先用糯米粉捏成

各种象征福禄寿的动物!然后用蒸笼分

层蒸熟!天亮后开始祭祖!随后便大摆

宴席!同吃九层糕!称作(食祖)!以此来

联络宗亲们的宗族感情#

如今!尽管各地冬至日的饮食风俗

仍有不同!但大多数地区已习惯于吃饺

子了# 不过!这些丰富的饮食风俗!仍可

谓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阅读
'++'

年的&太康县志'便可

知道!这里的社会教育兴起较早#至迟

在
'+'+

年! 就在城乡设置 (揭报处)

$阅报栏%!由设于县城东大街$常平仓

院% 的通俗教育讲演所负责管理# 不

过! 若想明晰旧时太康县公共图书馆

的缘起和流变! 还得细细地梳理已经

觅得的零星史料#

有一份
'+$"

年的&视察太康教育

总报告 '! 内称 -(民国十六年 $

'+),

年%!有社会教育讲演之设# 第一第二

图书馆!亦相继成立# )

对照其他旧时文献!可以获知-这

里的 (第一图书馆) 原名 (中山图书

馆)! 当为
-+),

年成立,(第二图书馆)

原为(平民图书馆)是为
'+).

年创设#

其间! 太康县政府遵奉河南省政府的

饬令!又将城隍庙旧址改为中山公园#

自
-+).

年夏斥资动工!至
-+)+

年春修

葺完竣# 内有亭台阁榭+花圃林园+纪

念碑+烈士祠+游艺室+陈列室+礼堂及

体育场!还专门辟有阅览室和图书馆#

-+)+

年下半年或
-+$/

年初省督

学祁晋卿前来视察! 对太康县的这两

所图书馆都有清楚的记录#

关于(中山图书馆)!祁晋卿写道-

(以文昌宫改建!馆址敷用!布置亦颇

整洁)!(现有新旧书籍二百四十余种!

旧籍多残缺不全!新籍亦不敷用)!(订

有万有文库一部!尚未运到),(主任李

昌龄尚属勤于职务! 每日到馆阅览人

数!亦不甚少)#从字面意思推断!这所

图书馆馆舍比较宽敞$共
))

间%!管理

者很努力!读者也多# 唯独藏书较少!

但已经订购了一部适于民众阅读的大

型丛书$万有文库%#

关于(平民图书馆)!祁晋卿记道-

(设于老冢集)!(地当要冲)!(居近学

校)!藏书(以宣传品及各种小册子之类

居多)!(每日前往阅览者尚不乏人)#他

提议!(应陆续添购新籍! 以增阅者兴

趣)# 意思也很明朗!所处的位置不错!

也受读者欢迎!只是新书不多#

省督学视察之后!这两所图书馆是

否增加了藏书!情况不详#然而!有一点

可以确定!在
'+$'

年!(设于老冢集)的

(平民图书馆)已经正式改名为(第二图

书馆),(中山图书馆) 已经改制为民众

教育馆的图书部!对外则称为-(第一图

书馆)#像这样一个机关两个称谓$或者

几个称谓%的做法!颇能忽悠上峰#

'+$'

年
'/

月至
'+$)

年元月!省教育厅组织

全省范围的视察!太康县竟受到(社会

教育机关设立较多)的夸赞#

这类虚夸也反映在
'+$'

年的河

南全省县级图书馆情况汇总表上!太

康县的名下就赫然记有两所图书馆#

当然破绽显然!经费栏内只有
'./

元#

明眼人一望即知!如此经费数额!连维

系一所图书馆都勉为其难#

'+$)

年的

一份&太康县教育视察报告'就披露!

(第二图书馆) 的年经费就是
'./

元!

(第一图书馆)的经费已经归入民众教

育馆!而不再单列#

'+$'

年!太康县民众教育馆的经

费为
'+0/

元!

-+$)

年增至
)"./

元!首

任馆长杨承桐# 起初设总务+图书+出

版+游艺+展览五部!后又增设推广+讲

演二部#

-+$)

年!图书部有(图书杂志

共七百一十七种)!(新闻纸大小共十

三种)!(最近出版之新书!亦有采购)!

还有一部分儿童读物!(颇便阅览# )

(每日到馆阅读者及各部参观人数!平

均约六十余人)#至
-+$"

年!图书部管

理员除(管理图书登记)还(隔三日写

壁报二十张!粘贴通衢!俾民众得悉国

内外重要消息)# 后来!民众教育馆还

配置了人力巡回文库车!(带各种通俗

读物和挂图!每月下乡一次)#

-++-

年的 &太康县志 '记有
-+$-

年建立民众教育馆的条目!说(地址在

原文昌阁)!但没有陈述这里曾为(中

山图书馆)馆址#还是
-+$"

年的&视察

太康县教育总报告' 讲得清白-(民国

二十年$

-+$-

年%)!民众教育馆(假教

育局前街中山图书馆旧址改建)#

至于由(平民图书馆)易名的(第

二图书馆 )!

-+$)

年的情况是 -(馆址

在老冢集)!(阅览室三间)!(内置桌凳

尚称清洁)!(图书报章! 均系陈旧),

-+$"

年的情形是(馆址设在四权村)!

(计有节籍八十七种!二百三十九册)!

(每日阅览人数二十余人#)为此!省督

学提议应(每年划定经费!专为发展该

馆事业之用)!(订报纸杂志及儿童读

物!以广阅览),同时也提出(各区图书

馆+儿童图书馆!亦宜按照地方情形!

酌量筹设)#

-+$)

年前后 ! 太康县还设有
)"

处(民众阅报处)#县城
)

处$分别附设

于民众教育馆和讲演所%!区镇
))

处!

(均为揭示贴牌)#

-+$.

年
0

月
0

日! 太康沦陷# 在

日伪统治时期! 县城和区镇曾建有
.

处新民阅书报处#

-+"(

年
+

月!国民

党县政府恢复民众教育馆#一年后!县

城二次解放时告终#

初步推论-新中国成立前!太康县

依次设立中山图书馆和平民图书馆#

前者在县城!后改为民众教育馆,后者

在城郊!存在时间较长# !作者为周口

市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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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路过街头!见一老人边敲鼓边

说唱!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从前..

那还是二三十年前的乡下! 农闲时

节!村里便会有来自他乡的说书艺人#多

为一人!带着简单的行李!一面大鼓和一

副鼓架# 还有两块狭长的木板!厚厚的!

光滑而又平整!叫什么名字已记不清了!

作用是拿在一只手里! 前后摇动使其相

互撞击发出清脆的声音用来伴奏! 也算

是一种乐器吧# 这些都是每一位乡下说

书艺人的必备物件#

那时的乡下!还没有通电!农民的生

活也不是很富裕!更别说什么电视+手机

了#所以!乡下的娱乐活动很少!放电影+

唱大戏较少见! 说书便是较常见的一种

娱乐活动了# 因为在乡下说书时采用一

边敲大鼓+ 用木板伴奏! 一边说唱的形

式! 所以乡下人便形象地称之为 (大鼓

书)#

大鼓书都在晚上进行!晚饭时分!唱

大鼓书的便在村子中间的一块空地上支

起鼓架!摆好大鼓!右手执鼓槌!左手握

木板!一边敲大鼓!一边前后摇动两块木

板#那颇有节奏感的铿锵有力的鼓声+清

脆响亮的木板声便传遍了村里的每一个

角落#听到这些声响!首先跑来的是快乐

的孩子们!欢呼着聚在一起!围坐在唱大

鼓书的前面!期待着听到精彩的故事#由

于这个时候大人们还在家收拾东西!出

来的不多! 唱大鼓书的便应孩子们的要

求先说唱一段小故事!故事很短!但很完

整+精彩!被称之为(戏帽)!孩子们都很

喜欢听#当(戏帽)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

大人们也都陆陆续续地来到了!这时!大

鼓书便正式开始了# 说唱的内容多为古

代传奇故事!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故事

都较长!一个晚上唱不完!需连续几个晚

上!很吸引人# 每天晚上只要鼓声一响!

人们便出来了!有的人还端着碗!一边吃

一边听!听到精彩处!连饭都忘了吃# 如

果碰到其他缘故! 唱大鼓书的没有唱完

便提前走了! 人们还会为没听到故事的

结尾而耿耿于怀呢#

在唱大鼓书期间! 有的说书艺人由

于离家较远!就住在村子的一户人家里!

吃的是百家饭# 因为唱大鼓书是他们的

一种谋生手段! 索要报酬便是理所应当

的了#一般情况下是大鼓书结束前!说书

艺人在白天逐户收取报酬! 因为当时人

们的生活还不怎么富裕! 因此给说书人

的报酬多为小麦+玉米等粮食!说书人也

能满载而归#

大鼓书在一个村子里停留的时间也

不长!少则三两天!多则四五天!常常是

不等人们听尽兴便又转移到别的村子里

了# 有时!在静静的夜晚!只要一听到从

远处村庄隐约传来的鼓声! 心里便会生

出一种莫名的向往#

后来! 随着乡下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娱乐活动的丰富! 这种大鼓书在乡

下便越来越少了!直至完全消失#现在也

只是偶尔在城里见到一个老人用大鼓书

这种形式来乞讨!让人感伤不已#但当年

大鼓书带给人们的欢乐和大家围坐在一

起听大鼓书的温馨场面! 却永远地留在

每一个听着大鼓书长大的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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