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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年味儿依旧
日子越变越红火

密云民间花会
盛行80年经久不衰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正月初二一大早， 密云区河南寨
镇提辖庄村就热闹了起来 ， 打鼓敲
锣的声音从街头传到巷尾 ， 鞭炮声
叫醒了这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村
落 。 每年正月初二和初三两天， 提辖
庄村的腰鼓队、 小车会、 十母贤等民
间花会就会走街串巷， 为老百姓表演
助兴， 节日气氛异常浓厚。 听村里的
老人说， 村里走花会的传统已经延续
了80多年了。

上午9点多钟， 12岁的王晓乐草草
地吃了几口饭， 就领着9岁的弟弟一起
出了家门， “快点去村委会占个观看
节目的好地方， 一会儿人太多就靠不
上前了。” 王晓乐给贪吃的弟弟买了一
串糖葫芦， 穿过已经略显拥挤的人群，
占领了有利的观看位置。

人群围成一个大圆圈， 空出中间
的地方作为舞台， 锣鼓声从村子的四
面八方聚到村委会来， 花花绿绿的衣
裳， 有模有样的装扮， 让人看得眼花
缭乱。 今年， 提辖庄的民间花会表演
队伍有四支 ， 包括小车会 、 十母贤 、
秧歌队和大鼓会。 “最多的时候， 村
里能组织出八档民间花会 ， 表演刀 、
枪、 鞭、 棍、 虎头双钩等传统兵器的
‘少林会 ’， 表演踩高跷的 ‘高跷会 ’
等等。”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提辖庄村
的民间花会在2006年还入选为密云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人群越聚越多， 正式的表演

也即将开始， 小车会的队伍里， 一群
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穿着花哨的戏服 ，
化着戏妆， 踩着鼓点走进人群。 表演
队伍由18人组成， 其中一辆五彩小车
压轴驶来 ， 推车的扮相为白鬓老汉 ，
坐车的是年轻美貌的小媳妇， 而拉车
的则是一个孩童。

细看之下， 记者发现， 车内年轻
貌美的小媳妇是一位男扮女装的表演
者， 小车的行驶， 也仅仅靠这位表演
者的步伐来实现， “这个小车重20多
公斤 ， 表演中我要抬着它又跑又跳 ，
着实是个力气活儿 。” 表演者告诉记
者， 因为卸妆非常麻烦， 所以表演的
一整天， 他都要抬着这个小车走。

表演间隙， 记者采访了扮演小车
会公子角色的女孩孙京庸， “我今年
17岁了， 在村里进行花会表演也有五
六年时间了 ， 算是一名 ‘老演员 ’
了。” 爱笑的孙京庸告诉记者， 稍小一
点年纪的时候， 她参与的是十母贤会
的表演， 长大一点后， 个子长高了就
进入了小车会 ， 站在前排扮演公子 。
踩着成熟的步伐， 孙京庸带领着会里
年纪稍小的妹妹们一起翩翩起舞。

据了解， 提辖庄花会队伍的表演
者们都是村里村民和孩子们， 最小的

年龄仅四五岁， 而10岁到17岁之间的
孩子算得上是表演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了。 “放寒假前， 我们就利用晚饭后
到睡觉前的时间进行练习； 放寒假后，
练习的时间多了， 就让有表演经历的
大孩子， 带着没有表演经历的小孩子
进行练习。” 孙京庸笑着说， “我们的
花会表演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传承下
来的。”

80岁高龄的王德满在人群中观看
表演， 他告诉记者， 年轻的时候， 他
也曾是小车会里 “小媳妇” 的扮演者，

几十年过去了， 小车会还保留着最传
统的表演方式 ， 而车里的 “小媳妇 ”
早已换了一拨又一拨。

在村委会里的表演结束后， 花会
队伍沿着村里的主街开始走街串巷 ，
有的居民还会邀请表演者到家中院子
里进行表演。 “弟弟快看， 十母贤会
表演队伍里小姑娘多漂亮啊。” 王晓乐
带着弟弟一直跟随着花会表演队伍走
街串巷， 每一场表演都不想错过， 她
说， “等我长大一点， 我也要像哥哥
姐姐们一样参加花会表演。”

“快来搅饺子馅吧！” 母亲说了声，
四姨和妹妹就跟着到了厨房。 在河南
林州老家， 每到过年， 必吃的一道年
夜饭一定是萝卜馅饺子。

先将洗干净的大白萝卜嚓成丝状，
然后放到锅里加水煮， 一直煮到烂熟。
然后将萝卜丝里的水分控干。 这时候
就可以搅萝卜馅了， 萝卜丝里加上切
碎的鲜猪肉， 然后加上葱姜蒜酱等各
种佐料， 经过均匀搅拌后， 萝卜馅就
制好了。

萝卜馅饺子入口香软， 肉香和萝
卜香相得益彰， 而且白萝卜有 “小人
参”之誉，通气行气，于健康颇有好处。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 家家户户
餐桌上的过年美食丰富了， 但这道萝
卜馅饺子永远是压轴 “主餐”。

“姐， 你知道吗， 咱家门口开通
免费公交车了 ， 现在买东西方便多
了。” 春节期间， 表妹兴奋地告诉我。

等大年初五闲暇时在村里散步 ，
发现顺着大路， 每过一段距离， 就竖
着崭新的公交站牌， 红绿相间的底子
上， 新鲜的站牌名分外显眼。 记者稍
微数了下， 大约有十几站， 从市区直
通郊区的村子里， 每个站牌边都会有
三三两两的村民在等车。

“公交车是免费的， 多好呀， 走亲

戚、 买年货都方便多了！” 等车人群中
有人禁不住赞叹道。 等了5分钟， 一辆
公交车停到了站牌边， 门一开， 村民
便上车了 ， 记者随着人群也上了车 ，
一看， 车上人还不少， 记者随即到后
排找了座位坐下， 环视车厢， 靠着窗
户， 有十几个座位， 基本坐满。 两边
黄色的把手分外显眼。

“我走亲戚去， 你呢？”
“我想去县城买点东西。”
“有公交车了就是方便啊。”
“是啊。” ……
车厢里不时响起这样的对话， 路

上车不多， 几分钟的时间， 就过了几
站， 当公交车停在第四站时， 记者决
定下车了。

到鲜肉店买了五花肉 ， 出来时 ，
看到公交站牌已经有村民在等公交 。
几分钟车来后， 记者上了车， 一直到
家门口才下车。

在数年之前， 公交车曾通到了县
城郊区的村里， 由于需要花钱， 老百
姓坐的很少。

这几年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 家
家盖起了二层小楼， 有了汽车， 然而
在县城边上的郊区， 老百姓最主要的
出行工具还是电动车， 因为出行距离
较近， 再加上经济实惠， 但是冬天骑

电动车最主要的问题是太冷。 2016年
冬天， 免费公交通到村里后， 老百姓
兴奋极了， 有一段时间车上人员爆满。

免费公交车的出现正慢慢改变着
村民的出行观念， 以前出门一般会问，
是骑电动车， 还是开车？ 现在会加上
一句 “要不咱们去等公交吧”。

过年去三姨家里走亲戚， 三姨提
前告诉我们： “今年你们来我们县城
的新家聚吧。” 原来在外做工程的表哥
在县城买了房子， 去年装修好， 年前
就住了进去， 三姨也跟着儿子， 从郊
区搬到了市区。

当我们走进三姨的新家， 发现是
通畅的大三居 ， 家里阳光十分明媚 。
整个房间装饰得十分雅致， 三姨在厨

房里热闹忙着， 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
等从三姨家出来， 五姨又打来电

话， 希望我们去帮她看房子， 她已经
相中了几套房子， 让我们帮忙提提意
见， 我们驱车又来到了学校附近的一
个新小区。

小区里的绿化很好， 我们一边走
五姨一边笑着说： “家里这几年有了
些积蓄， 孙女虽然才2岁， 但是想着赶
紧把学区房买了。 此外， 农村的房子
住烦了， 也想换个环境， 住住城里的
楼房……”

五姨带我们看了几处房子， 都是
三居室， 看着宽敞的客厅， 铺满阳光
的阳台， 心里十分轻松。 已经在县城
买了房子的表妹、 表哥们给五姨分析
着哪个房子格局更好， 以后怎么装修
等等。 最终， 五姨选定了一处100多平
方米、 格局不错的三居室。 “年后装
修， 说不定明年过年我们就住进新居
了， 到时候欢迎大家来新家做客！” 五
姨笑得眉眼都弯成了月牙儿。

“县城又有新影城开业， 咱们有空
看电影去呀。” 五姨笑着推荐。

过年去电影院看电影， 看着拥挤
的人群， 突然感觉到， 每年春节回家，
老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路越来越
宽， 楼越来越高， 老百姓的住房越来
越宽敞， 出行工具越来越多元， 文化
生活越来越丰富。 而其中的年味儿就
像这道萝卜馅饺子一样 ， 从未改变 ，
在红火的日子中越发有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