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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活动回顾
亲子活动：让家长一起嗨起来

“奔跑吧，少年”大型趣味亲子活

动、“荧光跑”亲子活动、“小鬼当家”

淘宝理财活动、“小小牙医”体验活

动、职业体验活动、体育嘉年华小记

者专场活动……

公益活动：用爱心陪伴小记者

成长

植 树 节 活 动 、关 爱 留 守 儿 童

活动、小小报童活动、亲子感恩大

会……

校内活动：第二课堂快乐多

生命教育课、小记者媒介素养

课、急救知识进校园……

出游活动：感受不一样的精彩

寒假一日游、寻找最美春天系列

出游活动、“跟着记者去采访”两日游

活动、观赏牡丹活动……

特色课程、赛事：为小记者提供

学习展示平台

灵感作文体验课、户外写作体验

课、手工制作、简笔画、茶艺师体验活

动、小小陶艺师、小小服装设计师、剪

纸艺术、军体拳与拓展训练、跟我一

起学说话活动、口语表达公开课、

英 语 培 训 公 开 课 、少 年 领 袖 特 训

营、金牌少年演说家英语大赛、绘

画大赛……

目前，“科技进校园”活动正在进

行中，各类机器人与小记者亲密接触。

本周末活动：“小鬼当家”淘宝

理财活动，千元现金等着小记者来拿

2018年度小记者招募工作火爆进行中！

4973519 4973585
详情请关注“鹰城小
记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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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顶 山 日 报 社 小 记 者 团 成 立 于 2015 年 4 月 。 这 是 一 个 青 少 年 素 质 教 育 的 平

台 ，每 个 月 都 有 不 同 的 活 动 。 2017 年 1 月 份 以 来 ，平 顶 山 日 报 社 小 记 者 团 组 织 开

展 了 各 类 活 动 100 多 次 ，受 到 了 社 会 各 界 的 好 评 。

小记者淘宝节 小记者走进郏县 小记者植树 小记者参加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记忆里，每年的农历十月十五，老家是
要起会的，乡亲们称之为“十月十五古刹大
会”，后来又叫“物资交流大会”。这个会不
仅是辛勤劳作一年的乡亲们的念想，也是乡
镇人们共同的期盼。

至今，每当想起，心里总会萌生出一种
温暖，就会有一抹乡愁涌入内心，拨动灵魂
深处那根思乡的弦。耳边像是有一个无声
的召唤：回家，回家！

农历的十月，正是冬闲时节。这个时
候，赶一场庙会，看一台大戏，真是一件让人
开心愉悦的事。更重要的是，早些年，人们
是要在这个会上挑选过年的衣服，置办过年
的年货和来年开春需要的农具、物品的。

会期一般是三天，从十四到十六。但也
有例外，比如说哪年来赶会的人特别多，或
请的剧团唱得特别好，也会延期为四天或五
天。每到这个时候，学校是要放假的，所以，
像过年一样，早早地，我们就盼望着，掰着手
指头计算着时间。

赶会的那些日子，方圆数十里，亲戚们
要来，朋友们也要来，毕竟一年只有这么一
次。来赶会一般都是白天赶集买东西，晚上
看大戏，自然就得吃住在我们家。所以，这
个时候是一年中家里“添客”最多的时候，

“宾客盈门”，比春节都热闹、喜庆。家里来
了客人，也预示着这几天母亲会做好吃的，
会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的白面馒头、烙油
馍、大米饭，当然，肉也是不会少的。

那个时候，父亲在大队当会计，要负责
剧团几十个人的吃住和演出，自然忙得很，
根本顾不上家，家里的大小事务就只有母亲
操劳了。每次吃完饭，我和弟弟们就会围在
母亲身边转悠，像个“跟屁虫”。母亲当然知
道我们想的什么，就嗔怪着，小心翼翼地从
衣襟里面的口袋里掏出用手绢包裹着的钱，
塞给我们每人5毛，或是1块，并一再叮嘱我
们拿好了，别丢了。拿到钱，我们一个个兴
高采烈，蹦着跳着跑出家门，很快就消失在
熙来攘往的人群中。

这些年，看惯了城市大型的超市，也挤

过春运的列车，但总感觉没有赶会时的人
多。特别是在戏台的出口处，往往水泄不
通。赶会的商家小贩都是依街道两旁摆设
摊位，卖衣服、鞋帽类的居多，一街两行，望
不到头。卖小吃的也多，包子、油条、羊肉
面、胡辣汤、丸子汤、牛肉冲汤……热气腾
腾，香气溢满了整条大街，诱惑着人们的嗅
觉。农贸市场设在相对偏僻点的空闲地
带，但同样是人来人往，大到筐、篓、铁锹、
犁铧、洋镐、锄头，小到筛子、簸箩、笤帚、扫
把、铁钉……应有尽有。但这些似乎都是
为大人们准备的，好像与我们无关。我们
去的多是随处可见的小摊点，买把糖果、瓜
子、花生、米花团，再喝上一碗两毛钱的胡
辣汤，口袋里的钱早就没了。

在街两头人员流动较少的地方，有说
书的，镶牙的，修鞋的，补锅的。让我记忆
犹新的是还有人摆起了书摊儿，都是连环
画，我们叫“画儿本”，原先2分钱看一本，
后来5分钱看一本，都不限时长。于是，这
里就成了我的最爱，常常一待就是大半天，
有时候甚至连吃饭都给忘了。《林海雪原》
《渡江侦察记》《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

《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国演义》……
这些经典之作大都是从那时开始融入我的
记忆。

对于大人们来说，赶会，除了购置物
品，看大戏该是他们最奢侈的享受了，没有
特殊情况是不会错过的。而戏台子，也是
儿童们光顾最多的地方之一。

印象中，每年的戏曲种类不同，有豫
剧，也有曲剧和越调，当然，这都是后来听
父亲母亲说的。还没进入十月，人们见到
大队干部就开始打听：今年请的哪儿的剧
团？唱几天？一个个心中充满了期待。

起会前，村里要组织人搭戏台。戏台
在村子南边，临河，是用土石筑起的土台，
两边栽有几棵笔直的杨树，但那远远不够，
还要在周边上栽上几根高高的木桩，在上
面架起木头和竹竿，苫上帆布蓬，最后用帷
布把三面围起来，在戏台中央靠后的地方
拉起一道幕布，戏台就算是搭成了。幕布
后面是后台，出入口有人看着，但扒开帷布
下面的空隙，我和小伙伴们还是能看到后
台的场景。演员们在后台一个个对着镜子
认真地在脸上勾画不同的妆容，男的英俊，

女的漂亮，每一个都像画中人一样。没出场
时，他们就裹着军大衣坐在火盆边休息，有
的还不忘比画着上场的动作，临时再练一下
唱腔、熟悉下唱词。轮到上场时，大衣一甩，
里面就是早已经换好的戏服。

戏台前的操场上，看戏的人们由近及
远，早已把戏台围得严严实实。“咫尺地五湖
四海，几更时万古千秋”，一个小小的戏台，
伴着唐风宋韵的高叹低吟，沿着南戏、元杂
剧的历史轨迹一路莲步轻移而来，在狭小的
天地间聚集了无数个平日忙碌的身影，氤氲
成戏台两旁大杨树上高音喇叭里最粗犷动
听的音律，在小村的上空久久回荡……

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每年赶会的人在
日渐减少，戏台前的人也开始变得稀少起
来。是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进
程的加快，村子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特
别是在这个农闲时节。在家的大都是些老人
和孩子。买衣服也不用等到十月会了，商场、
超市摆满了各种服饰，让人眼花缭乱。电视
里每天播放的戏曲、电影、连续剧吸引了无数
人的眼球，看戏的也就慢慢少了期许……当
我离开家乡之后，听说十月会时断时续，再也
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和光华。

十月会，是小镇一个时代的印记和缩影，
它有着丰富的喜悦，但也是物质贫乏的象
征。即便如此，一年的欲望，在那短短的几天
时间里得到了部分满足，还是给人们留下了
许许多多美好而难忘的回忆。

山还是那座山，人已不是当年那些人；
家园还是家园，但乡村也不再是当年的那
个乡村。时光在静静流淌，那过往的岁月
暗淡了，但一颗心依旧如昨，还是期盼着把
它细细描画。流年总让我们觉得昨日美
好，那是潜意识里的怀旧情结和对生养我
们的故乡的眷恋和热爱。一个不经意的画
面就会唤醒灵魂深处的记忆，让昨天的恋
歌在没有月亮的晚上悄然升起，唱响在乡
间小路。

我愿在这回忆里沉醉，最终沦为一片
落叶，回归曾经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

冬日里，那挥不去的乡愁 □李人庆(河南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