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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儿时过“六一”儿童节，那真是热热闹闹过节。
  读小学时，我的班主任非常年轻帅气，几乎每年的
“六一”，他都组织我们表演节目，他既是编剧又是导
演，整个过程热热闹闹、郑重其事。
  演出有合唱、有独唱、有舞蹈、还有小品。就是在我
们即将小学毕业那年“六一”，颇有才气的老师自编自导
了一个小品，叫《二进姥姥家》，讲了一个名叫张小娅的
女孩去姥姥家串门，发现姥姥靠养鸡发家致富、生活发生
巨大变化的故事。当时，这个节目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让我至今记忆深刻。
  扮演张小娅的是我们班里长得最漂亮、学习成绩最好
的女孩小芹，她圆圆的脸蛋、乌黑的眼珠，聪颖又刻苦，
颇得老师赏识，由她来扮演女主角张小娅再合适不过了。
倒是剧中的女配“姥姥”比较难找，那可是一个裹着小
脚、穿着对襟褂子的角色。老师想了很久，才确定由桂珍
出演。桂珍性格泼辣，颇带几分野性，她年龄比大多数同
学大，心智也成熟许多，加上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更给她
增加了年龄感。于是，裹腿一扎，头发挽成个小纂儿，额
头上用毛笔描了几道皱纹，活脱脱一个农村老太太就呈现
在大家眼前。
  舞台搭起来了，演员们也已打扮妥当。台下则是黑压
压的人群，附近村庄的百姓都放下家里的农活，来参加这
一年一度的盛会。
  “张小娅”上场了。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格子上衣，
落落大方，开口是漂亮的普通话：“我的名字叫张小娅，
今天来到姥姥家……”“小娅”的登台已让观众赞叹，而
“姥姥”的出场简直堪称惊艳。只见那桂珍同学弯着腰、
拄着一根拐棍上场了，她灰色的对襟褂子罩过膝盖，挽了

小纂儿的头上包着头巾。她
的脸膛黑里泛红，让人很难辨认出
是个小女生。她摆动着手指点数着自己
养的小鸡，边点边开始演唱：“黑鸡白鸡
大呀么大黄鸡，二八八鸡螺丝鸡还有那芦花
鸡啊……”现在想来，她的这种表演形式应该就
是说唱，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桂珍的模样有一股
天生的喜感，观众们看得入了迷，人群里开始有了窃
窃私语，“哎呀，这到底是大人还是小孩呀？”“哎
呀，这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老师们大概早就猜到观众会有如此疑问，在演出最后
的环节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设计，那就是谢幕时，小演员桂
珍一把拽下了包裹的头巾，让长长的马尾辫“唰”地一下
垂下来。观众们顿时发出一阵惊呼：“哇！原来是个小女
孩啊！”大家在“真相大白”中不停地啧啧赞叹，宣告着
演出的成功。
  时光荏苒，当年的热闹似乎刚
刚散场，蓦然回首，才惊觉我们
这群当年的小学生早已步入不
惑之年。但是，我们永远难
忘童年欢快的时光，还有
童年里那热闹有趣的节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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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重女轻男”的家风，要追溯到我的曾祖父，当年他有
这种思想可算不简单。其实，倒也并非曾祖父思想多么进步，虽
然他上过几年私塾，可以读书看报，但还算不上是文化人。曾祖
父“重女轻男”，是因为他疼爱孩子，众多孩子中，又偏爱弱
者，所以对女儿格外好。到了我爷爷这辈，也“重女轻男”，他
是真的受到了进步思想的洗礼，觉得男孩女孩都一样，而且更偏
爱女孩。
　　我奶奶的思想比我爷爷还进步，甚至进步得有点“过激”，
她不仅觉得生男生女都一样，而且觉得生女儿赛过生儿子。她这
种想法完全是在和身边那些重男轻女落后思想对抗过程中慢慢形
成的。待到她娶了儿媳后，经常明确表明自己稀罕孙女。伯母头
胎生了个女儿，但我妈生我时，奶奶还是盼着生个孙女。那时农
村头胎是女儿，可以享受二胎政策。伯母和奶奶开玩笑，如果将
来您出门领着四个孙女，心里会不会有点失落？奶奶回答，才不
会呢。如今奶奶有三个孙女一个孙子，她还是偏爱孙女。记得小
时候，堂弟明显感觉到奶奶偏心，让伯母去集上给他买个奶奶。
童言无忌，他那时不过三四岁，以为奶奶是我们的亲奶奶，不是
他的亲奶奶。我们长大后，奶奶提起这件事，笑着说：“女孩富
养，男孩就得多历练，不能娇惯。”想来，奶奶对孙子“不好”
也是另外一种宠爱，是特意培养他勇敢和自强。
　　我爸有两个女儿，他常骄傲地对人说，两个女儿的家庭是一
等家庭，负担小，收益高。后来我爸辞职自己创业，有人劝他，
用不着给女儿买房子，也用不着娶儿媳花钱，那么拼命干吗？我
爸说，儿子女儿一样花钱，等有钱了也给两个女儿每人买套房
子。这时我才理解了我爸说的“一等家庭”并非从经济角度考
量，在他眼里，儿子女儿的确都一样。
　　现在我二十多岁了，因为从小生长在一个关爱女性的家庭
里，我从未觉得男女有何不同，甚至还滋生出了些许作为女性的
优越感。我步入职场之后，奶奶有两个担忧：一是怕单位有人欺
负我，二是担心我的安全。我换过三座城市生活工作，目前还没
有遇到在单位被欺负的事，如果发生，我会反击，也会用法律武
器保护自己，因为我有家庭这个强大的后盾。但必须承认的是，
在社会上男女还是不同的，女孩在外租房子确实不安全，必须找
个熟人合租才行，有时晚上下班晚，包内还得准备各种“防狼
武器”。
　　和我妈聊起这些，抱怨小时候她不该逼我学舞蹈，而应该送
我学跆拳道，女孩身怀武功，行走江湖就谁也不怕了。我爸听到
后，立马给我转钱，说：“闺女，现在学也不晚，学费我出，你
赶紧学起来。”我表示可以去健身房撸铁，身体素质提高了，一
样能对付坏人。如今我收了爸爸的钱，想偷懒都不行了，必须每
天往家庭群里发健身房打卡的视频。虽然我每天练得浑身疼，但
我也亲身感觉到，男孩女孩都一样，只要肯吃苦，女性的体能
弱点完全可以弥补。
　　不这样表态，我怕被我爸逼着加练再加练，要知道
我爸可是一位有着十年“健龄”的健身达人。生在
这样一个“重女轻男”的家庭，女儿也必须自

强，才不辜负厚望呀。

　　好的歌曲百听不厌，
是不会过时的。
　　一次在古镇街头，偶然听到陈
奕迅的《十年》，我们几个同学都被深
深打动，“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
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当时我们几
个人突然沉默，怀揣着各自的心事向前走，只有音乐
缓缓流淌。古镇青砖黛瓦、小桥流水、创意小店、桂
花米糕、长长短短的弄堂，似乎在歌曲声中更显
忧伤。
　　同学木打破了大家的沉默，说，听这首歌，让他
想起了几年前，那时他跟一个姑娘恋爱，一起在这里
走过古镇的日与夜。而今，他又孤身一人。一直以
来，他特别爱听这首老歌，不同的时间听，感觉很不
一样。此刻听这首歌，让他有点想哭，但让他想哭的
并不是歌曲本身，而是藏在回忆里的那些人。
　　是啊，那些承载着许多人青春记忆的经典老歌，
即使经过数年的洗礼，依然能够打动人心，成为永恒
经典。
　　想起在南京上学时，我们班一名同学特别喜欢听
老狼的《同桌的你》，每天早晨起床后，她就会打开
录音机放这首歌，我们边听歌边起床，有时还会跟着
哼唱起来。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
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学生时代是我
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有过欢乐，也有过泪水，更
重要的是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收获一个好同桌。听到这
首歌，恍惚之间想起了曾经的同桌，也想起了那时珍
贵的情谊。
　　过了十年、二十年，再听老歌，仍然觉得好，因
为这些歌，老得经典，老得原味，充满了怀念，这些
歌，不但能听出对心爱之人的感情，也能听出伤感、
回忆，更能听出情怀。
　　就像每年春晚结束时，都会唱《难忘今宵》。这
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它伴随着
春晚的历程，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每当这首歌的旋
律响起，人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与家人围
坐一堂、共度佳节的温暖时光。这种情感上的共鸣，
是歌曲本身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所带来的。
　　《难忘今宵》中有句歌词：青山在，人未老。虽
然这只是一份祈愿，光阴荏苒中，什么都会改变，人
又何尝不老呢？但一个活力四射，永不言弃的人，老
去的只是容颜、体能，内心的热爱、信念和激情会永
远年轻、生生不息。
　　老了依旧是青春的模样，其实，衡量年轻与年老
的标准不是年龄，而是心态、风貌和气象。
  语言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灵魂到不了的地
方，音乐可以。《龙的传人》《酒干倘卖无》《牧羊
曲》《女儿情》……这一首首经典的老歌，在时间的
长河中被一代代人不停地传唱着。
  好的歌曲，是不会老的。

我家的女性地位
             □马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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