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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文化礼堂·我们的家”主题征文获奖作品选登

张小红

我的老家在乡下，已经很久没有回家看看老
母亲了。 周末，我带上孩子回去了一趟。

来到家门口，只见母亲正准备锁门，女儿脆
生生地喊了声外婆。 母亲听见叫声，停下手中的
动作，一见是我们，高兴得眉开眼笑：“乐乐来了，
快进屋。 ”母亲重新打开屋门，把我们让了进去。
我好奇地问：“妈， 都快中午了， 你准备去哪儿
呀？ ”

“我正要去村里的礼堂呢！ ”
“这个时间去礼堂干什么？ ” 我不禁感到奇

怪。
“这不是快要重阳了吗， 村干部在礼堂给我

们搞活动呢！ ”母亲笑着说。
“真的？ 那我陪你去看看。 ”去年就听母亲说

村里给大家过重阳节怎么怎么热闹，今年竟然这
么凑巧，无论如何也要去见识见识。

女儿拉着母亲，我跟在她们后面，我们仨慢
悠悠来到村里的文化礼堂。 礼堂里热闹非凡。 只
见原本空旷的礼堂中央摆满了八仙桌。四口三星
煤球炉被一一点燃。两条一米多宽三米多长的崭
新的木板架在凳子上， 七八个脸盆里装满了菜。
猪肉拌豆腐，猪肉拌芹菜……青的青，白的白，再
加上红辣椒，泼上滚热的猪油，那股浓浓的香味
袅袅升起，飘向村子的角角落落。箩筐里，几十斤
饺子皮静静地躺着。十多个手脚麻利的妇女围在
木板周围，一边叽叽喳喳地聊着家长里短，一边
拣起饺子皮，蘸水，抹皮，舀馅儿，对折一捏，两边
往中间一搭，一瞬间，一个饺子就包好了。

看她们干得起劲，我也洗了手，拿起饺子皮
包了起来。 不一会儿，木板上就摆满了胖嘟嘟的
饺子，一排排摆得整整齐齐，等着下锅呢。

煤球炉已经烧得旺旺的，大锅里很快冒出白
雾，雾越来越浓。张婶揭开锅盖，随着一团白雾散
去，露出锅里翻滚的开水。李婶拿起饺子，扔进翻
滚的开水中。这时，礼堂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来
的都是村里的老人，他们找了位置坐下来，边聊
边等着饺子上桌。

很快，第一锅饺子出锅了，被装进事先放好
调料的大碗中，放进托盘端上桌，摆放在老人们
的面前。 看着老人们那满足的笑容，我也笑了。

正当我准备回家时，不知谁喊了起来：“来了
来了，快看！ ”我抬眼一看，只见村党支部书记领
着村干部， 推着一个大蛋糕从礼堂大门口走来。
看见我不解的眼神，母亲轻轻告诉我：“这是给村
里 80岁的老人过生日，大家每人分一块，村里还
会给 80岁的老人一个小蛋糕，让他们带回家，与
家人一起分享。 ”我连连点头：“这主意不错。 ”

村党支部书记亲自拿起刀，切开蛋糕，一块
一块分发到每一位老人的手中。 一块小小的蛋
糕，承载的却是浓浓的关爱。

饺子吃完了，蛋糕吃完了，宴席也该散了。可
是，没有一个人离开。就在我纳闷的时候，桌凳被
挪开，留出了一条长长的通道。 十六个妇女排成
一排，每人手上端着一盆水，来到礼堂，一字排
开，放下脸盆。各自找到自己的婆婆，把她安放在
凳子上，开始给她们脱鞋。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她
们是要给自己的婆婆洗脚。 看着这和谐的一幕，
我的眼眶湿润了，在心里给出主意这人点了无数
个赞。 俗话说“婆媳是天敌，见面就掐架”给自己
的母亲洗脚不稀奇，给婆婆洗脚，足见其孝顺。能
在大庭广众下给婆婆洗脚还要有足够的勇气。

晚上，姑娘媳妇们画了精致的妆容，穿上漂
亮的服装，登上舞台，为村里的老人们表演了精
彩的节目。 重阳节就在这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

这就是前不久发生在高合村文化礼堂中的
一幕。 现在，村里的文化礼堂成了村民们最向往
的场所，有事无事就去转转。夏天纳纳凉，冬天晒
晒日，闲时下下棋，逢年过节唱唱戏。让村民的生
活丰富而充实。 村干部还把村里姓氏的来历、奇
人异事、 英雄人物等以图文的形式展示出来，让
子孙后代铭记祖辈的丰功伟绩，传承优秀的传统
文化，弘扬道德文明，还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文
化生活。

文化礼堂———传承文明之舟，我们心灵的家
园，愿你的航线越行越宽，愿你的航程越行越远。

舒奕飞

有那样一个地方，始终充满着浓
厚的文化气息，在优秀传统经典中孕
育着新生；有那样一个地方，承载着
爷爷奶奶追忆的过往故事，在斑驳的
树荫里细数过去的时光；有那样一个
地方，它是我们小孩子们充满无限好
奇的地方，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
木，都在讲述着曾经的记忆。 那个地
方，就是文化礼堂。

在过去， 我们并不知晓它的名
字，只知道它矗立在那里，在一年又
一年的风吹日晒中留下岁月深深浅
浅的痕迹。 但似乎就在最近几年，它
就像睡醒了一样， 慢慢苏醒过来，每
天都有人来人往，进进出出，而文化
礼堂也逐渐变得热闹起来。 听爸爸妈
妈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我们的

习近平主席提出乡村振兴，要着力打
造文化礼堂，让这里的文化重新绽放
光彩。 原来，礼堂里有着我们的文化，
能够重新新生，真好。

于是，这里也成为了我和小伙伴
放学后新的聚居地。 在这里，没有电
脑和手机等高科技产品，但有很多温
暖的小故事。 走进文化礼堂，我们都
会忍不住放轻脚步，怕惊扰了沉淀在
这里的文化。 每隔一段时间，文化礼
堂就会有新的活动节目，或是戏剧表
演，或是歌舞表演，这些曾经在电视
上看到的节目都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当中。 闲暇时间，这里总是聚满了人，
大家不约而同地去文化礼堂坐坐，在
这里讲讲过去的故事，听讲座、看图
书、跳排舞、拉家常……我和小伙伴
们在旁边嬉戏打闹，如果有好听的故
事，就会凑上前去，听得津津有味。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一方文
化润泽一方心灵。 听说，每个地方都
有自己的文化礼堂，里面承载着的都
是那个地方几千年来留下的丰富文
化，各有千秋，但不变的是文化的理
念。 我想，文化是一个人心灵的归属，
而文化礼堂作为汇聚文化的地方，自
然就成为了我们的心灵家园。 因为有
它的存在， 才能让我们的心灵拉近，
紧紧拥抱在一起。

“礼堂有形， 乡情所归； 礼堂有
魂，芬芳自来。 ”现在，文化礼堂已成
为我们这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是
我们共同的家。 它讲述着过去的故
事，诉说着时代的新声，让文化在这
里传承，在这里发展，在这里荟萃新
生。

传承乡土文明
守护心灵家园

文化礼堂 荟萃新生

吴金娟

在距离开化县城 30 公里的大溪
边乡大溪边村和东山村之间，坐落着
一座白墙青瓦、 气势恢宏的余姓宗
祠———大宗伯祠堂。 曾经这里是大门
紧闭的古旧祠堂，如今这里成为了村
里最热闹的文化礼堂，从萧瑟走向新
生，这座古祠堂见证了大溪边和大溪
边人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变迁。

剪下一段时光，落在古朴悠然的
风景里，继而又悄然回望。 脑海里一
帧帧回忆的画面撩拨岁月的记忆，擦
拭历史的风尘， 将思绪抛向云端，匆
匆穿过祠堂的老墙，终于抵达梦里的
故乡。

上世纪 90 年代初， 我出生在这
个名唤大溪边的古朴村庄。 从牙牙学
语到童年再到少年，关于这座古朴的
祠堂有太多的记忆。 这个曾经有些破
败的古老祠堂，承载了我和我的小伙
伴们无尽的回忆和绵长的岁月。

时光像一把锋利的剪刀，剪裁琐
碎的故事章节，只留下深刻的成长记
忆。 印象中的祠堂，是疏离的、远观
的，它身影默默，记录着村庄、宗族生
长的模样， 平日里永远是铁将军把
门，一扇紧闭的门透过一砖一瓦传递
神秘、庄严、肃穆的气质。 祠堂门前的
广场就不一样了，它大气包容，它烟
火人生， 婚丧嫁娶在这里轮番上演，
人生百味在这里细细品尝。 一盏茶可
以从清晨喝到黄昏，一场电影可以汇
聚起村里的男女老少，一年一度的节
日庆典更是能够吸引十里八村的乡
亲不惧炎夏赶赴一场祈水的盛会。

能够回想起来的最初记忆，是在

祠堂门口的广场上观看露天电影。 那
是上世纪 90 年代， 在农村电视机开
始慢慢普及，乡村的电影放映队渐渐
走向式微，不像我父辈口中农村观看
露天电影的狂热和痴迷。 不过，那次
的电影还是吸引了不少村民观看。 天
刚擦黑，祠堂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
起了好几拨村民，有的扛一条长板凳
占座， 还有的直接跟到放映员身后。
那时的露天电影甚至连幕布也是借
村里祠堂弄人家的墙面刷白，虽然简
陋，大伙儿却也看的津津有味，特别
是观看红色经典影片，祠堂门前的广
场一时成了爱国情绪的集中爆发场，
当敌人奸计得逞时，人群里总是忿忿
不平， 恨不得钻入幕布消灭敌人；当
战斗英雄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胜
利时，人群里很有默契地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 若干年后的今天， 电视、电
脑、智能手机让露天电影退出了历史
的舞台，各种各样的文化生活渗透到
村庄的每一个角落，祠堂门前的广场
舞每天变着花样轮番上演，描摹出一
幅载歌载舞庆祝美好生活的图景。

印象最深刻的当属一年一度的
“五月十三”传统节日了。 每逢农历五
月十三，村里都会举办为期三天的庆
祝活动。 一时间村庄到处洋溢着喜悦
热闹的氛围，心灵手巧的女人们忙着
制作米粿、米羹等各色美食招待四方
来客，勤劳淳朴的男人们此刻也在桥
头等候着亲朋好友的造访，我们这些
孩子呢，就不消说了，简直像是过年。
和那个年代村子里其他的孩子一样，
祠堂里面的戏台上连续三天不间断
的戏曲表演是定格在心底的童年生
活的重要场景。 一年中，只有此时，我

们才有机会如此亲近这座古祠堂。 当
祠堂那扇厚重的木门， 缓缓被打开，
伴随而来的是积累了一整年的期待
和兴奋。 我们高兴地叫着跳着，看来
来往往的人流，也看封闭了一年的祠
堂开门迎客。 戏台、天井和写有“宁寿
堂”字样的雕花镶边金字巨匾，总是
容易令人联想到大厅里昔日曾经的
辉煌， 总是会幻想牵一帘明朝的烟
雨，悄悄放逐失落的悲叹。 今时今日
的祠堂，一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水
墨画卷般灵动的江南古村落里。 文化
的因子注入其中， 焕发出跨越千年、
一脉相承、涅槃重生的无限生机。 那
天， 我穿过祠堂广场熙熙攘攘的人
流、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杂货摊主的
吆喝声，望见传统节日“五月十三”从
小小的庙会演变成祈求风调雨顺、国
泰民安的“祈水节”。

小时候，总是听外公讲起改革开
放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那时的我，还
很懵懂， 根本不知改革开放为何意。
再后来，听着“春天的故事”，渐渐开
始感悟社会发展和故乡日新月异。 如
今的我，再次踏上故乡的热土，目之
所及，曾经紧闭大门的破败老祠堂摇
身一变成为了最受村民欢迎的文化
礼堂，鲜红的文化礼堂标识牌和一条
写着“这里是家，回家真好！ ”字样的
横幅悬挂在祠堂的大门上，让人心头
一热。

栉风沐雨四十载，大宗伯祠堂不
再是一个停留在时光深处神秘、庄
严、肃穆的狭小剪影，而是在改革开
放春风下，熏陶、改变、进步，见证村
庄发展的一个时代缩影。

一剪时光一祠堂

文化礼堂里的乡愁 海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