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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清明节，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了一条
消息：“清明快乐！”一旁的孩子看见了，有些
不解地问道：“这是清明节，不应该哀伤、怀念
吗？怎么还说快乐呢？”我笑了笑，并不介
意。因为在我所知道的某个从前，清明的确
是个愉快的日子。

清明节在成形过程中其实“吸收”了一个
古老的节日——上巳节。永和九年的上巳
节，王羲之和他的好朋友们，一起跑到兰亭溪
边玩耍。他们找了块平坦的地方坐下，就像
坐在自家炕头上一样随便。他们弄了些酒
来，把酒倒进小杯子里，然后把杯子放到溪水
里，让溪水带着杯子流。杯子流到谁那里，谁
就得端起杯子来喝一口，然后还得吟出一首
诗来。就这样，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吟诗，玩得
不亦乐乎。王羲之正是趁着这股高兴劲儿，
写下了那篇有名的《兰亭集序》。

清人潘荣陛所著《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
“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提酌挈盒，轮
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
放较胜。”古时清明节，男子们会射柳、蹴鞠，女
子与儿童则会荡秋千、放纸鸢。当然，清明放
风筝，并非纯粹出于娱乐。他们会把病啊、苦
啊，都写到风筝上，一放飞，再一断线，就好像
真的可以把病与苦都放走了似的。关于这一
点，《红楼梦》中就有过几处描写：那次清明，有
人劝林黛玉说，身子病了，就该多放风筝，把病
给放跑；还有一处，是紫鹃要去捡风筝，探春不
让，说那是别人的风筝，上头都是别人不要的
晦气，捡来岂不是自讨苦吃？

至于说清明时节人们喜欢郊游踏青，我
在明代冯梦龙的小说集《警世通言》里看到有
故事讲，清明将近，人们结伴去上坟，会顺便
去游西湖。这种游湖活动在临安地区特别流
行，人们可以随意选择湖上的船只，或三朋四
友，或带子携妻，各自去船头占个座，饮酒、观
山、取乐。

此外，明代《帝京景物略》也记载了祭扫
与郊游并行不悖的情形：“三月清明日，男女
扫墓，拜者、酹者、哭者……哭罢，不归也，趋
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拜后，哭过，人们
似乎并不急于归去——这清明之日，本是阳
光明媚、万物复苏的时节，何不放下哀思，去
追寻那满园春意呢？于是，众人纷纷趋步于
芳树之下，择一处园圃，或坐或卧，赏花品茗，
谈天说地。

近代文学家、画家丰子恺在书中说，他幼
时每年祭祖就是一件盛大的事，清明三天都
要去上坟。不过，他和其他小孩都不太懂祭
祖的意义，只觉得清明扫墓是一件无上乐事，
可以一整天在乡下游玩，一路采桃花、偷蚕
豆。头一个磕头的小孩，大人还会奖他一个
鸡蛋，晚上跟大伙在船上吃“上坟酒”。

故而可知，清明节肃穆的祭祀之中确也
藏有欢乐。清明时借扫墓游春，也并非是不
敬，而是另一种关于生命的感悟。在这场年
复一年的仪式里，长辈们聊聊家常，孩童们嬉
笑玩闹，何尝不是在告慰祖先：咱们家里人都
好好的，儿孙都长大了，家里兴旺着呢，您老
人家就放心吧！

别样清明
□钟立春

中国大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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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天把翠绿铺满大地
时，我们决定去慕田峪长城
寻找更深更浓的春意。

沿着石板路上溯。才走
了几十步，便见一方巨石映
入眼帘，上面刻着的清丽飘
逸的大字告诉我们：慕田峪
就在这里。

我们骤然兴奋起来，急
急沿阶向上。路边的蓑衣草
顺风为我们加油，多情的松
枝挥动着臂膀，但也没能让
我们停下脚步观望，我们只
想迅速登上长城，争做第一
个“好汉”。但不久，我们就
开始气喘吁吁、弯腰屈膝了，
一边感叹着心有余而力不
足，一边慢下了脚步。蓦然
回首，发觉被我们弃于身后
的石阶已有相当长的一段，
微微山风中，路的两旁依旧
摇曳着赏心悦目的青翠，苍
老的松树一路以繁茂的枝条
遮蔽着地面，让我们仰头也
全然不见一点天色，反倒觉
得一股凛凛寒气隐隐袭来。
我想，哪怕是正中午，阳光也
无法穿透这松叶照进来吧？
这大概就是“松林翳日”的由
来。

不敢歇息，一鼓作气，我
们又转了几个弯，再抬头看
时，长城已在眼前。我们高
呼着，一气跑了上去。

当手扶城墙，轻踏砖面，
我们几个再也抑制不住喜悦
之情，欢呼了起来。当梦想
变成现实，身临其境的感觉
确实让人非同一般的激动
啊。早在孩提时代，老师就
告诉我，在很久很久以前，我
们的祖先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修筑了一条很长很长的城
墙 ，后 人 称 之 为“ 万 里 长
城”……当时，我根本无法想
象它是怎样的宏伟，只知道
那是祖先为了抵御外侮、保
卫关内人民生活安定而创造
的奇迹。祖先们的勤劳勇
敢、智慧与创造让我心生敬
佩，于是多少次梦境中，自己
也身着戎装，飞渡重重关山，

“敲羯鼓，鸣羌笛”……
收回思绪，我倚墙四望，

一片春色尽收眼底。绵绵群
峰高低错落，簇拥着耀眼的
长龙。烟雾缭绕其上，仿佛
游动的波涛。古人常形容

“山是眉峰聚”，当下看着青
草茵茵伏满山坡，小树点缀
其间，竟深有体味。俯视城
墙下，是一片绿色的海洋，黄
栌遍地，株株相依。墙根处，
几株不知名的小树正极力亮
出风骨，躁动着旺盛的生命
力。太阳已慢慢升起，清晨
的雾气从地面上蒸腾而起，
静静地，慢慢地，似一支名曲
在轻轻奏响。

我们向更高处爬去。城
墙越来越旧，有的地方还倒塌
了，砖缝里满是荆棘和野草。
空茫茫的天空中偶有几只乌
鸦盘旋不去。历史正以一种
新的辉煌姿态呈现在我们面
前，无论功过是非，但见开创
精神和顽强意志，已足以让我
们鼓起勇气再筑新的长城。

午后下山，我们个个都
拂了满身春色，口袋里塞满
了青叶和野果。在山脚下回
头再看，古老的长城沐浴在
浓浓春色中，显得异常伟岸、
挺拔。

民国曲艺界的“父女明星”
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至

今仍能够回忆起，在20世纪
初“十里洋场”的老上海，也
是“钢针留声机”尚在使用
的那个年代，有一张很特别
的黑胶老唱片，灌录的内容
既不是京剧名角的经典唱
段，也不是风靡一时的“时
代金曲”，而是当时相当稀
罕的相声。唱片的一面是常
连安带着“二蘑菇、三蘑菇”
所说的相声《小孩语》，另一
面则是相声兼评书艺人吉评
三的相声《学京话》。

提到吉评三，又不得不
说说他的爱女吉文贞。这对
父女堪称当年曲艺界中极为
璀璨的“父女明星”。

去年的清明节，我梦见了已故
的父亲。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父亲
离开我们已经有八个年头了。

那晚的梦里，父亲只出现了两
次，但画面至今还清晰地浮现在我
的脑海。

一个画面是父亲还像平时一
样，把那张祖辈传下来的泛着暗红
色光的小木方桌搬到屋檐下的阳
光里，戴着老花镜，坐在我小时候
曾带到学校上课坐的那张小竹椅
上，看着《常熟日报》，《苏州日报》
《现代快报》则摆在膝上。

父亲喜欢读报，这三份报纸是
我每年都要给父亲订阅的。因为
这 三 份 报 纸 上 经 常 发 表 我 的 散
文。父亲一见到有我的作品，就
读得格外认真。他还用红色圆珠
笔在有些句子下面画直线，有些
句子下面画曲线——画直线是表
示写得真实，画曲线则表示写得
有点问题。读完了报纸，父亲并
不会把刊有我文章的报纸丢掉，
而是整整齐齐叠放在箱子上。我
每次回家，父亲第一件事就是取
出他做了记号的报纸，一页页翻
开来，像老师给学生评讲作文一
样，指出我每篇文章的优缺点。
有一次回家，我还没坐定，父亲就
翻开一张报纸，指着我文中写舅
公的一节文字，说：“这里时间写

得不对，是我九岁的时候，不是七
岁。还有，舅舅教我珠算除了与
其他学生一起教以外，吃了夜饭
他往往还要给我开小灶，所以我
的珠算学得比其他学生好一些。
你现在这样写就不是实事求是。”
我一看，这节文字下面几乎被父
亲画满了曲线。唉，父亲八十多
岁了，还这么较真地挑着我文章
中的刺……这让我在后来的写作
中但凡遇到有些拿捏不准的词句
或数字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父
亲在“修改”我文章的样子，使我
不敢轻易下笔。

我梦见的另一幕，是父亲那次
在我书房里“偷”香烟的场景。

父亲喜欢抽烟。不过，后来在
我们反复劝说下，他的日吸烟量大
大减少了。那时，我还在一个小镇
上任一所小学的校长，一日放学回
家，只见屋子的一扇门半开着，心
道不好，可能有贼来光顾了。当我
怀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唰”地冲
进屋子，却发现是父亲，他正站在
我的书房里，右手握着六七支香
烟。见我突然闯入，站在他的面
前，他显然打了一个激灵，脸上表
情很是尴尬，像小学生做了错事一
样，嗫嚅着说：“我……我在你的一
包烟里拿了几支。”我缓过神来，
说：“你拿好了，要不这包烟你全拿

去吧。”父亲这才露出一点笑容，
说：“不要，不要。这几支就够了，
够了。”父亲说着出了门，走回他的
小屋。我知道父亲准是烟瘾犯了，
身边又断了烟，便想到我书房里肯
定会有——父亲知道我晚上看书、
写作，总是要备着烟的。

第二天我去上班时，刚好要
去镇上供销社结算学校在那里买
的日记本、圆珠笔、铁笔、蜡纸等
办公用品的账。供销社主任老金
对我说：“马校长，你父亲昨天来
买香烟了。他要的最低价的两角
四分钱一包的‘金鹤’，刚好没有
了，我就叫他买包四角三分钱的
青岛‘前门’。但他坚决不要，说
其他烟他抽不惯。”唉，我才知道
父 亲 这 一 去 一 回 ，白 走 了 六 里
路。我当时只能对老金说：“他
是抽惯了‘金鹤’的。”心里却明
白 父 亲 其 实 只 是 为 了 节 省 两 角
钱。父亲为了我们这三个儿子，
年 轻 时 省 吃 俭 用 地 造 了 三 处 房
子，到老了还是习惯把一分钱掰
成两半用。

清明节即将来临，我又准备去
给父亲扫墓。我要带上一捆他喜
欢看的报纸，还要带上几包好烟，
一起放在他的坟头。

父亲，愿您在天堂里一切都
好！

愿您一切都好

□王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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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连安大家都知道，他不仅是位
相声表演大师，其当年创立的启明茶
社，还被誉为“相声大本营”。全国很
多知名相声艺人都在启明茶社演出
过，或是在这里接受过严格规范的专
业训练——那时的“相声常家”众人皆
知，赫赫有名。

而 这 位 相 声 兼 评 书 艺 人 吉 评 三
其实也不简单。他自 20 世纪初便在
天 津 的“ 小 梨 园 ”、北 京 的 东 兴 市 场
等多处演出。吉评三属于典型的相
声 、评 书“ 两 门 抱 ”的 曲 艺 界 艺 人 。
他会讲上海、宁波等多地方言，有段
时间他决定南下，到处去演出，便是
以单口相声和太平歌词为主。吉评
三 也 谙 熟 上 海 方 言 ，这 个 优 势 让 他
与 上 海 当 地 的 观 众 拉 近 了 距 离 ，从
而 成 就 了 他 在 江 浙 一 带 的 大 红 大
紫。当时很多津京的业内人士互传
道 ：“ 万 人 迷 南 下 失 败 ，吉 评 三 南 往
成 名 。”在 上 海 走 红 后 ，吉 评 三 迎 来
事 业 的 巅 峰 期 ，到 了 20 世 纪 30 年
代，吉评三应邀由南方返回了天津，
并 在 天 津 广 播 电 台 播 演 评 书《清 烈
传》《济 公 传》以 及 单 口 相 声 。 有 时
他 也 会 应 听 众 要 求 ，在 电 台 唱 太 平
歌词。

广播电台当时堪称“最为先进的
传播媒体”，在电台的大力宣传推动之
下，吉评三在天津也名气大增。他还
带着女儿一起表演，通常是吉评三先
起头唱一小段，然后再由他的女儿吉
文贞接着往下唱。电台有时也会安排
其他艺人与吉文贞对唱，或给她“量活
儿”（相声行话，即捧哏）。在此之后，
吉评三还应北京常连安之邀，在“启明
茶社相声大会”中以单口相声担当“大
轴”。吉评三讲相声擅长“贯口”，在津
京均很受欢迎。

表演太平歌词也是吉评三的长
项。吉评三当时可谓是表演太平歌词
的领军级人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他
便带着女儿吉文贞远赴上海的“大世
界”去登台表演太平歌词了。

所谓“太平歌词”就是用两片竹板

伴唱的一种北京民间小曲，又叫莲花
落。这个曲调形成于清初，从清初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太平歌词在京、
津、冀一带广为流行。以前的相声艺
人均是露天“撂地”演出，为了多招揽
观众，有些艺人会于正式开演前，或在
演出中加唱太平歌词，行话叫“开门
柳”。

说起“太平歌词”这个吉祥的名
字，来头可不小，是当年慈禧太后御赐
的。据说慈禧非常喜欢听这种民间小
曲，曾多次宣召民间艺人进宫专门为
她表演太平歌词。有一次当莲花落艺
人赵星垣进宫演唱莲花落时，慈禧听
后便夸：“这唱的是文武忠孝贤良呀，
颂扬的是国泰民安，就叫这个小曲儿
为‘太平歌词’吧。”随即慈禧又召艺人
到宫中教众多宫女们学唱，所以后来
民间艺人们也沿用了“太平歌词”这个
名称了。

太平歌词需运用北京方言演唱，
该唱腔的特点是响亮圆润、跌宕起伏、
京味儿浓郁。演唱时艺人会把两片竹
板夹在手中，灵活地运用手指与手腕
的力量，分别敲出轻音、重音和连环
点，来为自己的演唱伴奏。艺人称这
两块竹板为“手玉子”，其实是因这两
块竹板也系慈禧所赐，“玉子”便是“御
赐”的讹音。

二

吉评三的爱女吉文贞，在艺术造
诣上，比其父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她无论在表演领域上，还是在被
社会关注的热度上，均更胜父亲一筹。

吉文贞的艺名叫“荷花女”，她的
容貌之美也正应了此名。荷花女自幼
跟父亲苦学太平歌词与相声表演，七
岁便开始在南京夫子庙地段儿撂地演
出。这对于一个年幼的女孩子来说，
实属不易。但她从小走南闯北，这种
经历让她开阔了眼界，又因见多识广
而积累了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天时
地利加之自身的美丽容颜，荷花女因
此备受大众喜爱。她在相声表演中最
擅长的是“柳活”。“柳活”是行话，指
的是学唱，无论京韵大鼓、河南坠子、

单弦、京剧，还是流行歌曲，她均能唱
得神韵兼备、韵味十足，其中尤以太平
歌词的功底最深厚。

据说当年只要是荷花女登台表演
太平歌词或唱京韵大鼓时，场下每每
座无虚席。更有观众不断地往台上扔
鲜花甚至扔银圆与首饰，满场的喝彩
声不绝于耳。当年由她反串演唱的歌
曲《天涯歌女》《苏三不要哭》也大受欢
迎。

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初，常宝堃等
艺人组建了“兄弟剧团”，此时的荷花
女因名气正盛被邀请加入。她在剧团
里以演笑剧为主，日渐成长为团里的

“四大主演”之一。在此期间，她又与
常宝堃等人远赴朝鲜灌制唱片。这在
当时堪为殊荣，能获得这种机会的曲
艺人更是凤毛麟角。由此可见，荷花
女当时的业绩已是令人瞩目。

当时天津的“小梨园”以及各大杂
耍园子忽然流行起反串，众艺人为了
迎合市场，均跃跃欲试。此时的荷花
女也不甘落后。她紧跟潮流，首度与
小蘑菇（常宝堃）合演了反串的河南坠
子《玉堂春》。可喜的是，《玉堂春》的
演出效果颇为理想，这出戏连演了数
场，观众依然兴致不减。

一鼓作气，荷花女又与小蘑菇、赵
佩茹合说了相声《训徒》。《训徒》这个
相声的舞台表演形式已近似当今的小
品。其中一段是这样的：表演开场时，
先是小蘑菇狠夸自己的女徒弟，人如
何漂亮、如何多才多艺，这时女徒弟
(荷花女）便步履轻盈地出场了。见到
容貌如此标致的女子，赵佩茹先是恭
维了几句，然后便问：“您贵姓呀？”女
子答：“姓吉。”“怎么称呼呀？”“吉文
贞。”赵又问：“您贵庚啦？”这时年轻
女子一愣，假装没听懂“贵庚”一词而
面露怯意，又不懂装懂地答：“我吃过
饭了。”赵感到莫名其妙，不解地问：

“我是问您贵庚了？”荷花女再答：“我
吃的炸酱捞面。”此时早已满场爆笑。

《训徒》的大获成功，让吉文贞名声大
振。那时天津电台总在重复播放这段
相声，听众也乐此不疲，“吃的炸酱捞
面”这句原话，几乎已成当时的一句流
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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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选7投注总金额：338708元
中奖基本号码：18 08 27 11 09 34 特别号码：13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金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22494元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0
5
69
149
3335

0
0

8320
34500
14900
33350

1664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434371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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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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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彩1 第2024080期

投注总金额：593540元，奖池资金余额：4111163元。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13 鼠 夏 东

46

15

5

5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558132

30658

3138

1612

12437

5318

3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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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时间：2024年3月30日 ●●●●●●●●●●彩票开奖公告栏

16880652.3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19746206.7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4年5月2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4080期

排列3 0 1 2

排列5 0 1 2 6 4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45332742 2285300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16474

0

30624

219

本省
中奖
注数

954

0

1702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22365628 3D 第2024080期

本期投注总额：4453664元；本期中奖总额：932983元；
奖池资金余额：4000981元。

中奖号码 7 7 5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9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23

659
699
0

263
22
0
6
0
1
0
0
24

685360
241854

0
2630
2288
0

126
0

173
0
0

552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382184067元。

926324125.1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15000000元。

下期二等奖派奖奖金5000000元。

固定奖派奖奖金余额465932315元。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4年5月2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超级大乐透 第24035期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17 29 05 33 13 12 05
后区号码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应派奖金合计
(元)

基本
派奖
追加
派奖
基本
派奖
追加
派奖

合计 213183439

5
4
4
4
85
48
52
48

三等奖
三等奖派奖
四等奖

四等奖派奖
五等奖

五等奖派奖
六等奖

六等奖派奖
七等奖

七等奖派奖
八等奖

八等奖派奖
九等奖

九等奖派奖

227
140
951
655

15171
8819
24386
14507
37139
21351
676483
396632
7319588
4311010

10000000
2083333
8000000
1666666
212457
57870
169965
46296
10000
5000
3000
1500
300
150
200
100
100
50
15
7.5
5
2.5

50000000
8333332
32000000
6666664
18058845
2777760
8838180
2222208
2270000
700000
2853000
982500
4551300
1322850
4877200
1450700
3713900
1067550
10147245
2974740
36597940
10777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