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和浩特欢呼和浩特欢迎您迎您
■齐木德•额尔敦巴雅尔

林漫步林漫步
诗诗

巍巍耸立的大青山南
有一座繁荣昌盛的城
那是美丽的呼和浩特
历史悠久的草原青城
远道而来的客人
呼和浩特欢迎您
捧起洁白的哈达
美好祝福献给您

清波荡漾的大黑河边
有一座欣欣向荣的城
那是美丽的呼和浩特
经济腾飞的北国青城
风尘仆仆的旅人
呼和浩特欢迎您
斟满醇厚的奶酒
草原长调唱给您

绿草如茵的土默川
有一座欢乐祥和的城
那是美丽的呼和浩特
民族团结的塞外青城
千里迢迢的旅人
呼和浩特欢迎您
呈献香甜的奶茶
欢腾安代跳给您

立冬
这个冬天，一定是姗姗来迟的

轻霜还在路上，日暖也斜了一寸
落笔于指尖，起草一份
和立冬有关的文字

尽管枯黄满街，秋意也萧瑟
时节从来不会出错
而纷呈的景象
终究无法撼动大地的根须

藏不住的冬
再也藏不住了
山鸡、野兔在百米外的林间
穿来穿去
麻雀集结更大的暖，抵御冬的冷
喜鹊傲立枝头，流连不去

油松苍绿，枯叶斑斓
裸露枝桠的卫士
紧裹红铜、豆绿及麻灰色的外衣
闪着金光
羊群在天边游荡，一片片雪花
在沟壑分明的贺兰山峰，轻歌曼舞

阳光，不会出卖每一份明亮
如同我的眼睛，剥脱旧日的雾霾
此后余生，万物呈现
冰雪般的晶莹

青杏
当我穿过晚春的薄暮
一个转身，时光就已揉碎了风雪
满枝的青涩
从遥远的莽撞中向我扑来

风依然清凉
浮现的影像早已物是人非
而夏天的饱满
正在赶来的夜色中，密云不雨

八月的枝头
记忆的云天，很高很薄
檐廊也高，高不过八月的枝头
秋霜染黄的橘子

小女孩，也高过母亲的头顶
等了一年的期盼
把一树灿烂，挂在母女的脸上

箩筐来不及准备
熟透的橘子，已经落地
打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秋天

母亲挑起箩筐
一头是女孩，一头是橘子
沿着长满青苔的石板路，去看父亲

静默
该如何，描摹这
放养一粒沙、一墩白刺与一串驼铃的
盛大、寂寥与空阔
任由漠风捶打的脸庞
岁月的战场，潜伏一道道干涸的沙梁

谁不曾遥望远方的烟雨
生养，抚育
当心底的呐喊一万次逃离
却又马不停蹄地，扑向戈壁

这粗砾细沙，静默又滚烫的石头
一眼就看到天边的辽远
连同漂浮的草木，都在寄生
谁的深情

藏不住藏不住的冬的冬
（（组诗组诗））
■彭桂芸

二人台是内蒙古的地方戏，主要
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2006年，
二人台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被民间誉为“土生土长土里料，
土言土语土腔调”的特色地方戏曲。

二人台是融民歌、舞蹈、曲艺、牌
子曲、戏曲为一体的地方戏，其发源地
在晋陕，但发展壮大在内蒙古。两百
多年来，二人台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广为流行外，还同时流行于晋北、陕
北、冀北(张家口地区)、银北(银川北部)
等地区。二人台是以内蒙古方言为主
形成的唱腔。因内蒙古方言的语音差
异，二人台又分为东路二人台和西路
二人台。

西路二人台初名“打玩艺儿”“小
玩艺儿”，主要流行于呼和浩特市、包
头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陕西
榆林地区和山西忻州地区；东路二人
台初名“蹦蹦”“玩艺儿”或二人台，主
要流行于乌兰察布市、雁北地区和张
家口地区。东路独有的剧目是《回关
南》《拉毛驴》《摘花椒》《卖麻糖》等；西
路独有的剧目是《打金钱》《打樱桃》

《打后套》《转山头》等。
二人台诞生初期，仅是一种简单

的说唱艺术，表演形式仅局限于走街
串巷打地摊的民间活动，演唱的剧目
大多是反映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他们
的喜怒哀乐及爱情观。是一个不成熟
的地方小戏。那时，二人台地位低下，
被称为“玩艺儿”。二人台艺人被称为

“打玩艺儿的”。 早期二人台的表演
形式比较单一，角色只有一丑一旦，服
装、化妆仿效晋剧，道具简单，主要有
折扇、手绢、霸王鞭等。乐器伴奏只有
笛子、四胡、扬琴、四块瓦（或梆子）。
所唱的多是《红云》《十段锦》《十对花》
等一类小品戏。舞蹈的身段也和秧歌
大同小异。多以第三人称进行演唱，
情节简单，少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后
来二人台发展出小旦、彩旦、老旦、娃
娃旦、小生、老生，但仍以丑、旦二人演
唱为主。丑旦又称“滚边儿的”“丢丑
的”，旦角又称“抹粉的”。旦角一般头
戴凤冠，身穿红袄绿裙；丑角戴毡帽，
身穿黑袄彩裤，鼻梁画一蛤蟆或蝎子
图案。表演时亦说亦唱，边歌边舞。

过去二人台演出有一套习惯，一
般先由丑旦上场说“呱嘴”。“呱嘴”都
是第三人称的现成段子，由演唱者自
由选取。然后通过问答的方式(称“叫

门对子”)把旦角叫上场接演正戏。正
戏的表演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载歌
载舞的表演唱，俗称“火爆曲子”或

“带鞭戏”，如《打金钱》等，以抒情性
的歌舞取胜。起舞时，折扇二人共
同，霸王鞭系丑角专用，有时舞双鞭，
分上、中、下三路套数，舞姿犹如蛟龙
盘柱，上下翻飞。手绢系旦角专用。
不论哪种歌舞，都由慢转快，形成高
潮后戛然而止。另一种是以唱为主
的情节戏，俗称“硬码戏”。其中也有
一些采取跳进跳出方式表演，如《走
西口》《下山》《小放牛》《打秋千》等。
这类戏表演比较接近生活，但也有一
些虚拟、夸张的动作。如旦角的摸
鬓、走碎步、开门、关门；丑角的出场
亮相等。唱词、数板、完场诗、道白中
的“串话”，都讲究合辙押韵，因完全
用当地方言，故与普通话的声韵不
同。语言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常用
比兴的手法。

随着二人台的向外传播，在演出
中，艺人们对二人台进行了改革和创
新，特别是从民歌中汲取素材，并加
以改编，如《走西口》原来是以第二人
称对唱的形式演出，改编后成为以第

一人称进行表演，加进了情节和人物
的小戏。随着二人台演出内容的丰
富，它的音乐、表演和服饰也有所创
新。在音乐唱腔方面，由原来的专曲
专用，一曲到底，发展为多曲联用；
唱腔也出现了亮调、慢板、流水板、
捏字板等简单的板式变化。在表演
方面，根据剧目内容的不同，形成了
载歌载舞的“火爆曲子”（又称“带鞭
戏”）和重唱工、做工的“硬码戏”。
二人台的舞蹈程式有“大圆场”“大
半月儿”“套月儿”“风旋门”“里外罗
城”“药葫芦”“搬门”“天地牌子”“大
十字”“蜂儿扑瓜”等。此外，旦角还
有一种叫作“打闪”的舞蹈动作，即右
脚别于左腿上，两臂画一弧形，身子
稍斜下蹲，系在秧歌舞步基础上，吸
收戏曲旦角“卧鱼”身段而创造，为其
他剧种所罕见。 二人台的传统剧目
有 100 多个。经典曲目有《打金钱》

《走西口》《打樱桃》《打连城》《挂红
灯》《王成卖碗》等，多以描写农家劳
动生活和婚姻爱情等为主，富有浓郁
的生活情趣，另有部分神话故事和历
史故事。

二人台可分为“硬码戏”与“带鞭

戏”两类。“硬码戏”偏重于唱、念、
做，突出表演作用，如《走西口》《探病》
等。“带鞭戏”是载歌载舞，如《挂红灯》

《打金钱》等。二人台的一些传统剧目
如《打后套》《水刮西包头》《转山头》

《水淹坝口子》等，是民间艺人们根据
真人真事改编的。 二人台在表演上
既有草原辽阔粗犷的风格，又有北方
憨直奔放的品味。它那短小活泼的剧
情，丰富细腻的情感，粗犷豪放的舞
蹈，悠扬高亢而略带田野风格的曲调，
逗趣而不乏寓教、诙谐而不乏庄重的
语言表达形式，深受各族人民的喜
爱。但是，由于二人台土味儿十足的
特点，使这一传统地方戏多年来主要
在农村流行。城里人来自五湖四海，
对内蒙古方言许多人听不懂，这就制
约了二人台在城市的发展。所以，从
农村走向城市，从方言土语向普通话
方向发展就成了二人台改革的必然。
二人台的改革，除了语言上、唱腔上的
革新外，在题材上和剧情方面也应该
进行大胆尝试。

这些年来，呼和浩特的二人台
艺术家搞了许多改革，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如前些年演出的二人台歌
剧《花落花开》就取得了很大的成
功。该剧在二人台音乐素材、表演
风格、普通话道白等方面，进行了大
胆改革和尝试，从而得到了一致好
评。 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人台，这个
在内蒙古土生土长的地方戏，一定
会走向全国！

土味儿十足的二人台
■高培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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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
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的
这首小诗非常形象温馨。作者在天
将要下雪之时，点燃红泥制作的小
火炉，温好酒邀请朋友前来喝酒的
浓浓之情呼之欲出。

岁月如流水，寒风今又起。品
读着这首小诗，有关小火炉的故事
浮现在我的脑海。

从我记事起，家中每年冬天都
要用一个小铁炉来取暖。这是当时
家家户户冬日取暖的主要工具。这
种取暖方式，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换成土暖气才告一段落。

“已讶念枕冷，复见窗户明。”小
时候住房简陋。每到冬天，西伯利
亚的寒流会毫不留情地穿透房顶，
钻进门窗，掠夺着家里的温度，让生
活在冷窗冻璧的人们拥衾屈身，饥
寒交加。为了应对漫长寒冷的冬
季，人们在秋收时就开始储备冬天
的燃料。孩子们捡柴禾、拾牛粪、挖
葵花玉米的根茎；大人则将凡是能
燃烧的植物藤蔓、野草、庄稼的茎秆
等拉回家中。

“家暖一盘炕。”每到冬天，人们
取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
煮猪食取暖。那时，家家都要喂猪，

以解决“交任务猪”和全年吃肉的问
题。在煮猪食的过程中，当炊烟钻
过一段漆黑的炕道后，就将一部分
热留在土炕，顺便将土炕烧暖，晚上
睡觉自然就不冷了。此法收到了一
举两得之效果。二是通过小火炉取
暖。那时，一切物资都要供应。记
忆中，农家的火炉不到特别冷的时
候是不用的。大集体时，生产队的
车倌要赶着马车到城里煤场为社员
买煤。人们视有限的面煤为珍宝，
将其遮盖好，储存好，待天特别冷时
才将火炉点燃。

最难忘的是小火炉点燃后，烧
山药蛋吃的乐趣。火炉点燃后，人
们 利 用 大 灶 做 饭 ，小 火 炉 暖 家 烧
水。尤其是到了晚上，孩子们从窖
中取出几颗土豆填入灶膛，然后埋
入炭灰中，并适时用火钩翻转，让土
豆在炭灰的余热中慢慢煨熟。土豆
烧熟后，便从炭灰中扒拉出来，快速
拍掉山药上的灰垢，然后不顾山药
蛋的炙热，就开始分享这土色土香
的美味。烧熟的土豆外焦内沙、皮
脆肉绵，慢慢将焦皮扯起，便露出热
腾腾金灿灿的内里。用嘴吹一吹热
气，然后咬上一口，香味浓郁，沁入
心脾。孩子们每人手里拿着一颗烧
山药蛋，吃得津津有味。在弊衣箪
食 的 年 代 ，这 不 啻 一 餐 精 美 的 宵
夜。这种小吃，绿色、纯正，可口、放
心。

最温馨的是寒气逼人的早上，
父母早早起来，将炉子重新点燃，在
寒风的吸引下，屋顶上的炊烟脱颖
而出。耳闻火筒中传来的“嗡嗡嗡”
的声音，习习暖流在头顶轻轻拂动，
我们蜷缩的身体开始伸展。父母亲
把我们的棉衣棉裤翻过来一一烘烤
加温，待我们将双腿伸到温暖的衣
服里时，一股热流也涌遍全身。

改革开放后，市场开始活跃，物
资日渐丰富，以前限购的面煤，被块
大易燃的煨炭和精煤取代，家家户
户结束了挨冻受冷的日子。精煤易

燃也耐燃，每晚睡觉前，在小火炉里
放上两块，第二天早上再加上几块，
用火钩将死灰抖掉，不一会儿屋子
里便暖意融融。

客来饮茶酒，小炉火正旺。最
快乐的是家中炕上坐满客人，交谈
饮酒正欢。改革开放后，人们待客
的标准逐步提高，由过去的“咸菜
一盘，喝个没完”，变成了“三盘六
碟子，烧鸡炖鸭子”。但居住条件
还未彻底摆脱冬季靠铁炉子取暖
的方式。每当家里招待客人时，事
先要将炉火烧旺，以体现主家的热
情。客人们围坐在炕桌边推杯换
盏，小铁炉上的铝壶“吱吱”作响，
铁锅内肉香飘逸。家热、茶酽、菜
香，酒过三巡，客人们额头汗水涔
涔，脸上泛着酡红，席间其乐融融。

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城市和农
村的住房时兴安土暖气。这种取暖
方式较之小铁炉益处很多。一是少
了烟熏火燎的侵扰，居家更整洁干
净了。二是用暖气片取代了过去的
土 炕 ，屋 中 能 保 持 较 长 时 间 的 恒
温。但仍需要人不停地操作，往往
是前半夜暖，后半夜冷。

“溪风吹却白云去，添得他山一
抹青。”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居 住 条 件 极 大 改
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不少
过去居住平房的人家被征迁后安置
到崭新的楼房。每到冬天，供热公
司会将热能源源不断地输入千家万
户，取代了传统的靠小铁炉或土暖
气取暖的历史。现存的平房也大多
换成了统一供暖，农村用上了电热
暖，既免除了人们买煤生火之繁缛
和劳累，也极大地降低了空气污染，
净化了环境，重现了白云蓝天。

屋 外 寒 气 凛 冽 ，室 内 温 暖 如
春。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加珍视今
天的幸福生活；铭记往昔，是为了激
发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热忱。让那
个小小的火炉永远温暖人们的记
忆，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吧！

小
火
炉

■
吕
成
玉

1986 年，我在土默特右旗卫生学校上
学。

当时，我的父亲去世多年，母亲的关节
炎正是严重的时候，两个妹妹还在上师范
学校，所以，我的学费及生活费就都得由自
己想办法解决。面对如此困境，我的内心
充满了苦闷与彷徨，人生似乎走到了最低
谷，几乎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为了
排遣自己的低落情绪，我每天除了死记硬
背那些汤头、药性、脉诀外，一有闲暇，便
想方设法借来书籍、杂志、报纸阅读。我记
得曾看过残缺不全的“四大名著”，还有琼
瑶和金庸的作品，也涉猎过诸如《故事会》

《大众电影》《读者文摘》等杂志，甚至连
《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都不放过，更从
传达室大爷那里借来报纸看个没完。尽管
如此，我的心里还是觉得空落落的，总觉得
自己像一棵在瑟瑟秋风里摇曳的小草。

这年元旦放假，我没有回家。自从父
亲在我上初三时英年早逝以后，节假日我
就不愿回家，我喜欢那种孤寂一人的感觉，
尽可以享受白日做梦的美妙。早上起来，
我推门出去，满眼银装素裹，一片洁白：树
是白色的，屋子是白色的，连天空都是白色
的！我顿时兴奋起来，双手捧起一掬晶莹
剔透的雪花，任凭它在掌心慢慢融化。这
时，忽然在校门口出现了一个女子的倩影，
她脖子上的一条红纱巾随风飘动，像一团
火焰在燃烧。她踏着厚厚的积雪，缓缓向
我走来。等到了近前，我才发现是她——
我的高中同学梅，她当时正在首府的一所
技校上学。她含情脉脉地站在我的面前，
像位冰雪仙子，楚楚动人。

“你怎么来了？”我惊喜地叫起来。
“我知道你节假日不回家，就来看看

你。”她微笑着说。
接着，她从自己的挎包内取出一本崭

新的书，双手递给我：“你不是喜欢看书
吗？这是我用省下的伙食费给你买的。”我
接过书，那是一本《普希金诗集》，散发着
淡淡的书香。打开封面，扉页上写着几行
娟秀的小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
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
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那是她的笔
迹。

后来，在这本书的鼓舞与感召下，我抛
开一切烦恼与不如意，开始认真、刻苦地学
习，并顺利完成了 3年学业。

1991年，我和梅结了婚，并在首府安了
家。此后，在 30 多年的打拼中，尽管经历
了太多的艰辛与曲折，但我们始终不离不
弃，肩并肩，心连心，一起战胜了困难，迎
来了美好的生活。其间，我们曾先后搬过
5次家，由于种种原因，丢弃了不少杂物与
书籍，但那本《普希金诗集》却始终被我们
珍藏着，有时，我们还会一起吟诵那首《假
如生活欺骗了你》。

直到现在，我还会常常想起那个雪天，
还有那本《普希金诗集》。

那个雪天那个雪天
■张玉山

读书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正
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读书
方法。我是一名读书爱好者，在不
断的阅读实践中，慢慢养成了自己
的阅读习惯，找到了一些适合自己
的读书方法。

一曰“抄”，即抄书。阅读可分
为泛读和精读，我的精读方式就是
抄书。“我听到了，我忘记了。我看
到了，我记住了。我做过了，我理
解了。”意大利幼儿教育家蒙台梭
利的这句名言是针对孩子们说的，
对成人同样适用。读书的过程中，
只有动手、动笔，才能加深印象和
理解。我抄的是书中的闪光点，这
个过程就像在海滩上拣拾美丽的
鹅卵石和贝壳。读《大学》，我抄
下“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
必慎其独也”。读《老子》，我抄下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
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我深刻感受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长篇
小说一般来说不适合抄，但对于
经典作品，我抄下了许多精彩的
段落。比如《额尔古纳河右岸》：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
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
它们给看老了。”“我们再也不用
在搬迁时留下树号了，山中的路
越来越多了。没有路的时候，我
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
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
里去。”如今，我已抄满十多个笔
记本，有空时回头翻一翻，就像在
夏季回望草长莺飞的春天，在冬
季怀念满山红叶的秋天。

二曰“编”，即编口诀。大多数
书籍看过就忘记了，于是我想到，
编口诀或许是一种好方法。许多
时候，一段口诀就是一个知识体
系，能把厚书变薄，把薄书变简。
我编的口诀其实就是顺口溜，语言
并不规范，不足为外人道，但它们

简明扼要、朗朗上口，能够加深记
忆。比如读历史，对中华民族的演
化史，我归纳为四句话：“中原自古
善农耕，东北平原渔猎人。蒙古高
原尽游牧，各族融合中华魂。”我又
将地质年代表中的要素编撰在一
段口诀里：“新生四三六千五，人鸟
被植兴哺乳。中生代里现裸爬，白
侏三纪两亿五。二石泥志奥寒纪，
古生五亿蕨栖鱼。元古二五藻无
脊，原核三八在太古。四十六亿地
球生，冥古洪荒生命无。”几句顺口
溜，让我记住了地球生命演化的历
史。

三曰“制”，即制表。书籍或系
列书籍读过后，我从中找出关键要
素，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将它们呈现
在一张表格里，提纲挈领，一目了
然。比如读完系列丛书《中国古代
北方民族史》，我按照族源、发源地、
政权建立者、政权起止时间、疆域、
余脉去向、对应中原朝代等对十几
个中国北方民族进行列表。读懂了

这张表，就读懂了五千多年的中华
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
族。我读过一些西方古典音乐的书
籍，便将交响乐乐器“收集”在一张
表里，按弦乐、木管、铜管、打击与键
盘四大类，列出每一种乐器以及它
的音调特征、大自然对应物、风格意
境等。从表中可以感悟到，每一种
乐器都是对大自然声音的模拟，交
响乐就是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和谐
大合唱。

在我看来，读书的快乐不仅包
含收获之乐，还有探寻之乐。探寻
读书方法的过程，给我带来了积极
的能量，同时又增添了读书的快
乐。每每仰望星空、俯瞰大地，或
是徜徉于历史遗迹、博物馆，我总
会与大自然的种种美妙相遇，被人
类文明的光芒所照耀，它们让我想
起了自己抄过的书籍、编过的口
诀、制过的表格。那一刻，一如见
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何其幸福、美
好。

读书之乐读书之乐
■江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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