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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川民谣
武川这块神奇的黄土地养育了武川人，也赋予了

武川民谣无尽的灵感。
武川民谣来自民间乡野，具有深厚的生活气息，

如：“过大年，响大炮，打炭垒旺火，灯笼门前吊；奶奶
要个昭君套，爷爷要个圪橛帽，孙子又要枣儿核桃，一
家子好吃好喝真热闹。”此儿童过年歌谣。又如：“咪咪
猫，上高窑。金蹄蹄，银爪爪，不逮老鼠逮雀雀，雀雀给
娃纳袄袄。叫娃穿，娃不穿。叫狗穿，狗在河里捞韭菜。
韭菜花儿漂上来，叫娃戴娃不戴，别人戴上娃可爱。雀
雀飞了，把娃气死了。”这首民谣委婉动听，朗朗上口。
虽然是一个简单、浅显的故事，却告诉人们一个生活
生存的道理———如果好高骛远，这山望着那山高，结
果只能如猴子掰玉米，最后一无所获。

在武川，流传着很多关于婚庆的民谣，深受群众
喜爱：“三颗鸡蛋一壶酒，打发闺女上轿走，闺女走了
莫想家，过年生个小子娃。”“铺床铺床，儿孙满堂，先
生贵子，再生姑娘；铺床铺床，富贵堂皇，金钱满地，米
粮满仓；铺床铺床，龙凤呈祥，夫妻恩爱，地久天长。”

武川民谣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得到了发展，许多创新
的段子都与时代紧密相连。“清水浇，洪水浇，双义城就是
好。中后河的黄金，北菜园的葱，各地的习俗也不同。武川
三件宝，山药，莜面，羊皮袄。庙沟的莜面，碌碡湾的糕，榆
树店的闺女不用挑。”“打碗碗开花就地地开，有什么心事
慢慢来。菜籽开花满梁梁黄，单因为瞭妹妹上了梁。洋槐
树开花乱纷纷，为朋友要选个知心人。西葫芦开花头对
头，别为朋友结下仇。锅里头开花下不上米，土坯房房也
不嫌你。野菊开花碎粉粉，越看妹子越袭人。黄瓜开花上
了架，至死不说拉倒的话。梨树开花圪枝枝多，你的心眼
比我多。石竹子开花红千层，你是哥哥的称心人。石榴子
开花颜色深，为下个妹子痴情人。马莲开花根连根，死活
不离我心上人。”读武川民谣，就像是在品茶。抿嘴体味，
好像把人带回到童年岁月。

不论旧民谣还是新民谣，其灵魂和精髓都体现了
武川民风淳厚、大智若愚、执着顽强等性格特点，而这
些特点也正是武川乡土文化的特点，体现着武川人的
勤劳与才智。 文/乔峻岭

一锅出
每次下饭店，儿子都喜欢点一道菜———一锅出，

因为他知道现在老爸老妈年龄大了，牙都“下岗”了，
吃东西有点“欺软怕硬”，现在就得意这一口。在饭桌
子上，品着“一锅出”的味道，小时候吃“一锅出”的情
景时时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那时的“一锅出”，真可谓一锅出。那不是一种享受，而
是度日如年。那个时候因为打粮少，所以产的秸秆也就少。
家家户户吃“一锅出”原本是无奈呀，也是为了省柴烧。

那时每家做饭都用大铁锅。由于粮食少不够吃，
很少吃米饭。蔬菜也少得可怜，生产队给每户人家只
分一些大白菜和大萝卜。当时的“一锅出”有两种：一
种是大铁锅里添水烧热贴玉米面饼子，有干面的和发
面的两种，用手抓一团面，蘸点凉水，两个手掌来回
倒，然后在大铁锅内贴一圈，如果还有余面，就贴些小
的，夹在两个大饼子的上边。水里撒点盐，等锅底水烧
沸漫浸大饼底部，会有一些浮面和锅底水成为浆糊
糊，就是面汤了，还节省了好多烧柴。

另一种就是，锅里熬菜，边上贴大饼子，这样的情
况比较少见，一般都是生活比较富裕的人家，才能吃
到这样的“一锅出”。

没有乏味的岁月，只有失趣的生活。我家生活的
“遥控器”是老妈掌控的，她遥出了生活“频道”的七
彩。我家的“一锅出”，基本上属于第二种———锅底有
菜。有时是倭瓜花，有时是野灰菜，有时是萝卜粉条，
有时是酸菜排骨，有时是腊肉豆角……老妈尽量用玉
米碎米子熬一些粥，像盖房子红砖砌墙用水泥砂浆溜
溜缝，啃完玉米面大饼子，再喝点用玉米碎米子熬的
粥，有干有稀，很是一种享受。当年多亏有老妈了，要
不，我们在那苦日子里不知道熬成啥样呢！现在想来：
不管多大岁数，有妈的日子真好！ 文/白守双

呼和浩特是一座蕴含
丰富历史文化的塞外名城，
传统武术在这里有良好的
基础和习武氛围，1929年就
开设了绥远省国术馆，传教
武术，至今仍影响深远。

到上个世纪40年代，传
统武术的开展仍然比较活
跃，有山西螳螂拳、太极拳、
戴家心意拳、八卦掌、八法
拳、黑虎拳、查拳等各拳种
流传。知名的武术家众多，
如侯卓如、关德山、郭培云
等，这些武术家的传人至今
仍活跃在呼和浩特武术界，
传承发扬传统武术。其中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师
父———山西任氏七星螳螂
拳的传人李树森。

师父是山西忻州人，生
于1941年5月（阴历三月二
十九），中国武术六段，国家
武术一级裁判，呼和浩特市
武术协会名誉主席。他自幼
喜爱武术，七八岁就喜看街
头卖艺人练气功及拳术，还
跟着模仿。10岁悄悄跟同学

李俊峰的爷爷学习长拳的
腰腿功、简单的拳术套路，
同时跟另一同学的爷爷学
习练软腰、翻跟头、举石锁。
15岁跟随呼和浩特市武术
名家王美老师习练弹腿、查
拳、三皇炮锤、八法拳等各
种拳术与器械。后经王美老
师推荐随原绥远国术馆教
官赵文元老师练吴式太极
拳、推手和器械，同时跟随
刘恩授老师学习阴把枪、张
连老师练习黑虎拳、五行
拳、五行掌等；还受到呼和
浩特武术名家关德山（河北
形意拳）、闫继成（河北形
意拳）、潘步天（八卦）、马印
（查拳）、宛成仁等老师的传
授与指教。

师父早就听说呼和浩
特有一门特别的实战拳
术———山西任氏七星螳螂
拳，的特点是套路短小精
悍、没有多余的舞花动作，
在动作的组合结构、套路内
容、演练风格上和原来的螳
螂拳有较大差别，在刚柔劲

法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柔，因
此有人称它为“软螳螂”。这
个螳螂拳讲究眼快、手快、
身快，一招三变，气势逼人。
遗憾的是，他一直无缘拜见
山西任氏七星螳螂拳在呼
和浩特的传人侯卓如先生。
1970年，经赵文元老师引
荐，他终于正式拜侯卓如先
生为师，后被侯先生指定为
山西任氏七星螳螂拳的接
班人，直到现在仍然用心练
习，细心悟道、深得其遂。在
和侯卓如老先生学习期间，
还受到陈兆祥老师指教，学
习过一段山西戴家心意拳，
受益匪浅。

师父曾参加过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两级体委、武协
组织举办的多次武术比赛
和表演，并多次担任各类武
术比赛裁判、裁判长。师父
功力惊人，技击打法拿捏精
准。据师兄们回忆，师父有一
次在家里给大家做示范，一
时兴起，只见他闪转腾挪之
后，手起掌落，把一个徒弟打

出两米多远，其手起落无人
可看清楚，可见出手之快。

在多年的悉心研练中，
师父根据自己的体悟和揣
摩，在七星螳螂拳的基础
上，吸收了太极拳“舒展大
方、深厚庄重”的特点和山
西戴家心意拳“以意领气”
的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螳
螂拳套路。同时按照侯先生
的遗嘱，结合自己多年练拳
的体会，于上个世纪90年代
后期创编了螳螂小连拳。

多年来，先后有袁振
东、吴敬闲、卢文灿、张吉青
等数十位武术爱好者拜在
师父门下学习山西任氏七
星螳螂拳，卢文灿、张吉青、
金存元、杨梦章、王瑞刚五
人近年受师傅嘱托，负责整
理山西任氏七星螳螂拳。

李树森先生一生淡泊
名利，从遍访名师学艺，到
传播拳艺和创编拳谱，为推
广弘扬中华武术呕心沥血，
付出了毕生精力。

文/金存元

抱鸡崽就是孵鸡雏。从
我记事起，母亲每年都要抱
鸡崽。

抱鸡崽原本是母鸡的
工作，可是一两只“老抱子”
终究能力有限，孵出小鸡不
过二三十只。母亲抱鸡崽有
独到的秘籍，而且做到了细
致入微，多则二三百，少则
七八十，所以购买鸡崽的乡
邻特别多，乡里远近闻名。

每年春夏交替之际，母
亲开始抱鸡崽。每次抱鸡崽
之前，母亲都要精心选蛋。
用脸盆打来一盆清水，一批
一批鲜蛋轻轻放入水中，将
沉底的捞出，用彩色铅笔划
上对号，标上日期，那些浮
在水面的蛋则被淘汰出局。

将洗净的鸭毛褥子在
热乎的炕头铺平，一枚枚合

格的蛋挨着摊开、摆好，蛋
上放置好温度计，再用厚被
盖严。

并不是每一枚蛋都能
孵出小鸡，三四天后，母亲
进行第二次挑选。夜深人静
的夜晚，点燃的蜡烛立在窗
台上，母亲左手捏住蛋对着
烛光，右手贴着蛋搭个凉
棚，此时的胚胎清晰可见，
大凡蛋液沉寂、浑浊，就可
以挑出来，头尾可辨的，放
好继续孵化。

母亲每晚都会悄悄起
来翻蛋，查看温度计，将蛋
贴在脸颊上，再轻轻放下。
感觉温度过高，母亲就会掀
开厚被，温度稍降再盖好。

经过二十一天的辛勤
忙碌，小家伙们早已迫不及
待。薄雾冥冥，幽暗的屋内

传出“笃笃笃”的啄蛋声，一
个个大脑壳、大眼睛的小鸡
崽已经破壳而出。母亲披着
外套，盘坐着，托起一枚枚
没有任何声响的蛋附在耳
边倾听。有时候，用锥子轻
敲，慢慢剥开带着血迹的蛋
壳，欣慰地看着挣扎着脱壳
而出的小生命。

鸡崽出壳，母亲更加繁
忙。将厚被换成薄垫子，炕
上铺好废旧的衣服，一个个
鲜活的精灵被母亲摆好，扣
上箩筐，饮水、喂小米，数日
后就可以吃剁碎的野菜了。

小鸡未等叽叽喳喳地
飞奔，母亲早已经换了一茬
新蛋，开始新一轮的操劳。
鸡蛋、鸭蛋、鹅蛋都是孵化
的对象，二十一天的早起晚
睡，无数遍的翻蛋、查看，换

来满屋、满院的生机勃勃：
到处是一簇一簇的毛茸茸
的鸡鸭鹅崽，轻灵啄食、嬉
戏疯闹，叫声乖巧、形态可
人。母亲倚在门框，眼里流
露着喜悦，时不时俯身摸摸
这只，叫叫那只。

母亲靠着这门手艺，换
回油盐酱醋，换回我们姐弟
的学费。而今，母亲早已白
发如霜，可她年年仍在抱鸡
崽。

无数个无眠的夜晚，眺
望故乡，眺望万家灯火，回
想起流年光阴的一朝一幕。
微弱的烛光里，母亲的背影
由挺直到弯曲，身影长长斜
斜地印在墙上，那身影折射
着温柔慈爱，折射着勤劳热
忱，深深印在我的心上。

文/李 勇

师父李树森

抱鸡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