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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木兰

七十至八十年代, 一场露天电影给
乡亲们带来的惊喜与激动是无法想象和
形容的。如今已步入中年的我，翻阅生
活的日历，好多往事渐已模糊，唯独家乡
的露天电影却常萦绕心头，至今仍让我
记忆犹新。

生于六十年代的我那时尚小，只在
印象当中有一位“美女”电影放映员经常
来我地方放映电影，她时常踩着一辆单
车，车架子后面装有电影片子，片盒子写
着今晚要放映的电影，只要她一出现，小
伙伴们就欢呼雀跃的事！

近日有缘与“美女”谋面，与她聊起
放映电影那段难以忘怀的时光，内心感
触良多。

她叫张明香，今年66岁，原是招贤
高埂村人，20岁的时候经招聘成为招贤
公社电影放映员，24岁嫁到湖东公社鲁
里村。当时整个公社只在胡家淤和上埠
两个地方设立电影放映点，因为这两个
地方人口众多且集聚，她与蒋建的蒋立
长二人是全公社的电影放映员，两人分
别在胡家淤、上埠定点轮流放映电影，经
费由村集体出，公社统一发她们每月24
元的工资，吃饭是搭火要付钱的，胡家淤
人很好客，逢上有人家过生日或乔迁等
喜事的，就会提前通知她去放上1、2场
电影，这种情况下东家会热情招待就不
用搭火了，1978年—1981年一直在下
淤村最中心的晒谷场上公演。1982年
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村集体一下没了经济来源，放映点就
移到了上淤村礼堂，由公演改为买票观
看，尽管是1、2角的电影票，每场也能收
上个几十元，礼堂大门边上那小小的售
票口更是吵着嚷着、竞相购票！24岁直
到45岁，22年的青葱岁月都奉献给她心
爱的事业，伴随她动情忘我的讲述，我也
打开了尘封40多年的记忆，回到了童年
时看露天电影的那些日子，怀念看电影
带给我的欢乐和情趣之中……

“今晚我村放电影”了，放映队到来
的消息如一股温馨的和风，吹进千家万
户，吹开了孩子们的笑脸。社员们再奔
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还有的跑去通知
临近村庄的亲戚，叫上亲朋好友一起过

来看电影。
于是，像我等一帮小屁孩总是在上

午就急忙搬起自家的条凳，跑去场上抢
占好位置，也有放块砖瓦占位的，还有画
地圈位置并写上大名的，各个使出浑身
解数；家家户户都早早地迎着晚霞升起
袅袅炊烟，传送起兴奋与喜悦。妈妈在
灶上炒着瓜籽，唯恐孩子等不急一般，炒
铲声像是应征的锣声幻化成细细的私
语，催促嘱咐着孩子，早早吃好晚饭，兜
上满满的瓜籽、花生、番薯等，怀揣满心
欢喜就等出发。

天慢慢的暗了下来，扛着长凳、木
椅，陆陆续续的村民，从各个角落向露天
电影场走来。由于电影还没有开映，场
地上显得非常热闹：有旁若无人大声聊
天说笑的，有责怪别人扰乱秩序挤占位
置的，也有后排吆喝前排坐下的，有孩子
的哭声，大人的笑声等等。而此时，小孩
子们总会在荧幕前面跑来跑去，对着电
影机打过来的灯光，在屏幕上做手势、装
鬼脸。有时，一些胆大调皮的孩子甚至
会伸手去摸一下放映机，然后便立即开
溜，虽无伤大雅，但身后却会传来放映员
的呵斥声。

两根竹竿一竖，一块幕布一拉，放映
机一转，光影投射到幕布上，露天电影便
开映了。每次在放映前都是插上话筒让
村干部讲几句话，有讲当前村里农活安
排、天气预报、计划生育的等等，各式各
样，水平各异，村干部讲完话后马上放电
影。放电影有“加演”和“正演”，，“加演”
为新闻简报、科技、木偶片等，“正演”就
正式开演了。

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放的电影好像
以战斗片如《地雷战》、《地道战》、《南征
北战》等之类的居多，这特别符合我们当
时的胃口，往往觉得这种电影看起来特
带劲，每当看到精彩处常常会忍不住叫
好，在平常的时候甚至会模仿影片中的
人物相互玩耍。在寒冷的冬天观众会冻
得直哆嗦，电影放完一片在换片的短短
几分钟的间隙中，个个会原地跺脚，随即
尘土四起，满场飞扬，一片跺脚声和喧哗
声，换片后又恢复寂静，观众又聚精会神
的观看。

有了好看的电影，各村都争先恐后，
迫不及待的争取，先睹为快，有时还实行

“跑片”的办法看电影，就是在同一个晚
上，两个村同时看一部电影，一村一套放
映机，只有一套电影胶片，这时一个村先
放映，放完第一片接着派专人将影片送
到另一个村接着放映，这就叫两地“跑
片”。看电影有本村的，外村的，看了本
村的再去外村看，去外村有几里、十几里
路的，印象中曾去灰山底看《红高梁》、何
家看《碧玉簪》、团村看《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由于通讯闭塞，情报不准确，常常出
现去外村看电影扑空现象，看得眼冒血
丝，但仍乐此不疲！

电影精彩时，大家抬头看电影，电影
无聊时，大家从银幕下方看对面的观众，
彼此打招呼、逗趣、起哄。孩子们大多时
候的兴致和乐趣并不在电影上，而是呼
朋唤友，东追西闹；看露天电影的契机让
男女老少欢聚一场，许多人“看电影之意
不在电影”，或拉家常，或聊消息，嗑着瓜
子，飞着唾沫，或谈情说爱，打情骂俏，也
有趁着天黑趁机揩油，讨骂讨打的……

到了初中，要上夜自习了，只有周末
的晚上才能偶尔看上一场。再看电影
时，我不再是只满足于热闹的场面，而是
开始欣赏、品味其中的细节：雷锋的故事
让人潸然泪下；董存瑞、邱少云的故事让
人惊叹唏嘘；红军飞夺泸定桥、爬雪山、
过草地；冀中的地道战、地雷战；狼牙山
五壮士等……只看得村民血脉喷张，陪
着波澜起伏的剧情，一会儿流泪，一会儿
欢呼，往往一场电影看完，有关人物和情
节成为我们近期茶余饭后的话题。而我
也都会在班里给同学们滔滔不绝地讲
述，影片中许多的经典台词和歌曲张口
就来，同学们听得入迷入神，戏称我为电
影大王，获得感、幸福感满满！

还记得母亲经常对我唠叨电影中的
精彩世界，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将来到电
影里出现过美好的地方去工作和生活，
但至今我未实现她的初衷，真乃一憾事，
就有待我的下一辈去完成吧！

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从露天电影
到彩电，从彩电到DVD，从DVD到影
城，再到数字电视、互联网，翻开频道，随
心可挑选各自喜欢的电视剧。但露天电
影，幕幕感人、部部铭心，那情那景、那滋
那味，那种心理享受是如今坐在家里，坐
在豪华3D影院里无法体会到的！

人生有诸多的悲欢离合、也有很多
的不舍情结。露天电影于我们这辈人来
说，是一种不可磨灭的影像，是一种难于
忘怀的往事。它带给我快乐和慰藉，就
像一坛甘醇尘封的老酒，氲氤在我的记
忆里醇香绵长，久久挥之不去。露天电
影是尘封在那个年代美好的回忆，是一
种难以忘怀的乡愁……

怀念露天电影
婆婆是个标准式的农村劳动妇女。年轻

时长得高高大大的，背宽宽的，一米六五的身
材。力气也大，一只手提起一大桶水，能轻松
的倒入水缸里。

婆婆在太奶奶死后就当家了，二个小叔子
都是她给娶的亲。那时候，一大家子十几个人
吃饭，都是她料理的。小叔子的媳妇孩子一个
接着一个的出生，带不过来。婆婆在做家务的
同时，还要相帮她带孩子。怎么带？婆婆的办
法很简单，找一条大布带，把娃娃往宽宽的背上
一放，然后从背上往肩膀用布带扎好，在胸前打
个结。干活的时候，人一晃一晃的，娃娃就象睡
在摇篮里，一下子就睡着了。就这样，婆婆在做
家务的同时，帮小叔子媳妇带大了五个孩子。

那一年，我和丈夫谈恋爱时，婆婆的小叔
子和婆婆分家了。婆婆看得很开，说：迟早都
要分的，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虽然分开了，
婆婆还是要相帮妯娌照看孩子：给孩子擦屁股
啦、洗尿裤啦…等等。所以这些侄子长大以
后，和婆婆的关系走得更近、更亲。一有风吹
草动，都要急着去看她。

侄子们一个个在婆婆的背上长大了，但婆
婆的背始终没有闲着。因为接着她背起了我
的孩子。

那时，我是民办教师，每天要到学校上
课。民办教师的报酬是工分，孩子雇不起人照
看。怎么办？婆婆又用她的老法子，把孩子背
在背上。一面干活，一面哄孩子。我的几个孩
子都是她这样带大的。

记得有一年，我外出开会了。那时，我刚
出生的大女儿还不到一周岁，还没有断奶，孩
子饿得一个劲地哭。婆婆背在背上也没有用，
她一边骂我狠心，一边喂孩子米汤。孩子不喝
米汤，她就用她干瘪的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
孩子才不哭了。就这样过了两天，我回来了，
孩子的奶也断了。婆婆说：我的泪都快流干
了！你真狠心，孩子才多大呀！为了工作，我
无话可说。我怀着歉疚的心情接过孩子，眼泪

“巴嗒、巴嗒”的直掉。
我的外甥女出生时，我还没有退休。女儿

在单位上班，怎么办？婆婆说她来带。那时，
婆婆已经七十八岁了，身体还是捧捧的。但背
不宽了，人也矮了许多。她说：我背不了，可以
抱，我还抱得动。于是，婆婆从乡下女儿家来到
城里，帮孙女儿照看孩子。一直到孩子上幼儿
园了，她才回去。我们都留她，但她说城里住不
惯，大家都上班，没有人和她说话，还是乡下好，
门一开，就有人串门，聊天。这也是实话，但最
主要的，她还是闲不住，乡下女儿家事情多，她
可以幚忙分担一些。

婆婆一百零三岁时，离开了我们。送葬那
天，花圈重重叠叠，队伍长长的，有一里多地。
所有的晚辈从四面八方赶回，还有亲朋好友。
她的遗物大家都分了做纪念。我只要了一张
她五十多岁时的全身照：高高大大的、背宽宽
的，很精神。

那一年，我为婆婆写了两首诗，来寄托我
对婆婆的哀思：

送别婆母
昨日青山照眼辉，
鲜花重叠摆成围。
一生财富唯慈爱，
赢得亲朋好口碑。

哭 婆 母
生离死别哭无声，
相识经年母女情。
大爱融冰孤苦化，
生前身后得留名。

婆婆的背
——写在“母亲节

胡志刚

坟墓迁移公告
常山县全民健身中心及配套工程，

位于县城石崆寺东侧地块，是2021年度
常山县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其北侧山
体边坡发生地质灾害滑坡，需应急抢险
整治。整治施工场地内有坟墓影响施
工，需在2021年5月13日前限期迁移，
现就有关迁坟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场地及坟墓信息：该项目北
侧地质灾害滑坡整治边坡范围内。含坟
墓1：徐秀吉之墓，1970年女儿侯建华

立；坟墓2：刘玉山之墓，1968年河北省
天津市成分贫民立。

二、迁坟时间：请上述范围内的所有
坟主于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5月9日前
携带身份证到西山陵园办理迁坟登记及
补偿手续，并于2021年5月13日前自行
迁至西山陵园；逾期未登记迁移的，按无
主坟墓处理，由西山陵园统一编号迁往山
陵园公墓区。

三、迁坟补偿标准：在规定期限内自

行迁移坟墓的给予补偿，补偿标准按照
常山县土地征收迁坟补偿标准：单穴
2000元、双穴3000元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人：何成于
联系电话：13567079587
罗圣琼 联系电话：15805700867

常山县天马街道办事处
常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2021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