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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村、巧报村等等。记忆中总感觉那时

的呼和浩特没有现在这么大，大人们四

处打听邻近有哪个村子在唱戏，便骑着

自行车带着一家老小去了，来回路程也

就一两个钟头。

还记得每年春节过后从大年初四开

始，母亲便会带着我们去最近的小黑河

村看唱戏。为了看戏，大人们都要掐着

点到看戏的地方，因为去晚了的人们只

能站在外圈，或踮着脚或站在高处，又

或者爬上墙。我那时还小，看戏基本上

就是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无聊了就去边

上的摆摊人那里站着，看他们吹糖人、

画糖画、捏面人、耍皮影、吹琉璃咯嘣

儿、卷棉花糖。年年如此，终于某年的

某一天在人群里认识了家在本村的一位

小朋友，在他的带领下，凑到了戏台的

下面，第一次看真了戏台上的表演。于

是，那年正月里一连十多天风雪无阻地

来回奔波，凑到戏台的最前面去看。只

是觉得他们穿得花花绿绿，脸上也抹得

满满当当，在乐器的敲打中，吹拉演唱

的声音震耳欲聋，再看演员们在台上跟

着鼓点走来走去，甚是开心。

每年各地唱大戏的剧目就是《打金

枝》《明公断》《下河东》《杨家将》

《算粮》《三娘教子》《打芦花》等几

本传统戏。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戏台

上的人在唱什么，全靠动作表演了解剧

情。而台下的观众多数也都和我一样，

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看似坐在那里，

但其实是彼此之间在聊天。有的则是从

头至尾直愣愣撑着脖子且满脸笑意地盯

着台上。大概与我一样，只是因为来

了，所以感到开心和满足。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节庆之际带

着一家老小走出家门看“红火”备受老

百姓重视，能看上一场大戏那就相当

于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幸福感直线上

升，值得开心很久。儿时因为父母过了

初五就去工作了，每次带我去看戏的大

人都是邻居，住在我家东边的邻居是河

南人，西户邻居是河北人，住在我家前

排的邻居又是天津人。我们这些邻居之

间说话都用普通话交流，偶尔冒出一句

“此地话”他们就听不懂了。而与我一

道来看大戏，台上演得不是二人台就是

晋剧，对于他们而言更是一句不懂。但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地日日带

着我去凑热闹，只为大伙挤着、晃着、

聊着，一路而来，再一路回去的过程。

这种感觉除了浓浓的邻里之情，更多的

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认同之情。

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所见过的“红

火”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几种。而据我

的几个朋友讲，在县城或是农村，除了

能看到社火、大戏等项目外，“红火”

的内容还有庙会、赶交流等，是能看、

能吃还能玩儿的项目。正月里的“红

火”直到过了二月二才渐渐降温，人们

才从兴奋地看“红火”热情中缓过神，

继续平常的生活。

文化在改进中传承，“闹红火”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据史书记载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