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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远去的村落”之魏屯村（下）

谁来帮俺照看娃
□记者 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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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春节一上班，怀里有娃的
职业女性多少都会有点儿心烦意
乱：要是娃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
以帮忙看孩子还好，如果老人身体
不好、有心无力，而娃娃又不够进幼
儿园的年龄，那就只能雇保姆了。
可这年头人心叵测，保姆要是趁咱
上班，饿咱娃的肚子、拧咱娃的屁股
怎么办？哎呀，不敢想！

工作与抱娃难以两全，这个问
题由来已久。人民公社时期，魏屯
村的社员们一度为这个问题感到苦
恼，不过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
题的办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解放
运动掀起新高潮，解放的标志之一
便是妇女可以像男人一样干粗活、
重活，像男人一样挣工分。工分可
以换粮食，在食品匮乏的年代，粮食
的意义大于一切。

据魏屯村村史记载，为了“解放
妇女生产力”，生产大队挑了一些志
愿者，成立了“抱娃娃组”，专门帮社

员们照顾幼儿。此外，大队还建立
了托儿所，实行集体供给制，娃娃们
一律免费入托，吃喝由大队食堂免
费供应。当娃娃的爸妈在地里挥汗
如雨的时候，看娃的社员就领着娃
娃唱歌：“爸爸、妈妈去耕田，把我送
到托儿所。拍拍手，唱唱歌，你说快
乐不快乐……”

那个时代的人尽管缺衣少食，
却都有一种单纯的信仰：咱的娃
就是人民公社的娃。大伙儿都在
一个锅里吃饭了，还怕啥？不怕
受穷——穷也是大伙儿一起穷；
不怕失业——干活好坏都一样记
工分，无所畏惧，于是无比快乐。

当时，魏屯村托儿所的保育员，
都是热爱幼儿教育事业且“觉悟高”
的妇女。她们带一天孩子可以记8
个工分。文化大革命时期，社员们
学习毛主席语录，保育员就给孩子
们讲阶级斗争故事，因为“阶级斗争
要从娃娃抓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

锅饭时代结束了，各家各户分到了
责任田，女人可以选择下地干活，也
可以选择在家抱娃。托儿所解散
了，取而代之的是育红班。两者不
同的是：托儿所的建立是为了“解放
妇女生产力”，年龄多小的娃公社都
管；办育红班则是为了解决幼儿的
教育问题，只招收５岁至６岁的孩
子入班。

魏屯村村民如今搬进了龙富小
区及龙祥小区，村居时代亦宣告完
结。过去相熟的邻居或许还可以帮
忙带带孩子，如今住进了单元房，换
了新邻居，关门闭户防小偷，也疏远
了邻居。

自个儿的娃，真的只能自个儿
想办法带了。

有了自主选择权，便要克服选
择恐惧症：想多挣钱，就要撂下娃娃
去上班；想给孩子更多的爱，就得辞
职在家看孩子。

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不过托新
时代的福，好赖都不会饿肚子。

清代阁楼 古朴雅致

香山寺“捉妖”

【诗画河洛】

□李焕有

龙门香山寺 （资料图片）

夜宿翠微半，高楼闻暗泉。
渔舟带远火，山磬发孤烟。
——李颀《宿香山寺石楼》（节选）

这首诗写的是李颀夜宿龙门香山
寺石楼的所见所闻。《国史异纂》一书
则讲到了唐代洛阳西山寺院发生的

“怪事”。
唐朝时，洛阳有一座寺庙，寺庙里

的铜磬常常会发出低沉的声音。半
夜，寺中响起悠扬的钟声，铜磬也跟着
幽幽地响，似鬼魂在啜泣。老和尚心
神不定，以为是妖怪作祟。时间一长，
老和尚吓病了，卧床不起。既然是妖
怪作祟，和尚们就不敢去搬掉那口铜
磬，以免招灾上身。

老和尚的朋友曹绍夔前来看望
他，谈起铜磬作怪的事，曹绍夔觉得很
奇怪，他仔细察看了铜磬，见它与别的
铜磬并无两样。这时，寺庙里开饭，饭
堂里响起钟声，那铜磬也跟着发出嗡
嗡的声响。老和尚又惊恐不安起来。
旋即，钟声停了，那声音也停止了。曹
绍夔见老和尚如此害怕，不由得好
笑。他故弄玄虚地对老和尚说：“明天
你请我喝酒，我帮你捉妖。”

老和尚摇摇头，说：“你若能捉妖，
别说一顿酒，就是你天天来喝酒，我也
乐意！”

曹绍夔笑道：“捉妖只是举手之劳，
你不用太客气。”

第二天，老和尚备了丰盛的酒菜，曹
公毫不客气，把好酒、好菜吃了个精光。
酒足饭饱之后，曹公从袖中抽出一把锉
刀，在老和尚眼前晃了晃，然后刺啦刺啦
地把光溜溜的铜磬锉了好几道口子。老
和尚被弄糊涂了：“你这是……”

曹绍夔说：“哪里有什么妖怪，是
因为铜磬和寺里的钟的标准音相同，
钟一响，它就跟着响起来。现在被锉
了几道口子后，和钟的标准音不同了，
铜磬就不会乱响了。”

老和尚终于明白了，拍着自己的脑
袋说：“怪不得每次钟一响，铜磬也跟着
响呢，原来是这样啊！”这时，钟又响了，
而铜磬真的不再和鸣了，老和尚的病也
就好了。

阁楼，俗称“小姐绣楼”。在偃师市大口镇大口村的一座破旧老宅院中，我们发现了这座清代阁楼。
这座造型雅致的阁楼坐西朝东，为砖石结构建筑，有两层，墙体为青砖；拱形门上方有一个很小的拱形窗，做工

很精美；房檐上有刻着花卉等图案的砖雕；二楼全是木制楼板。
据偃师市文物工作者介绍，这座建于清代的阁楼保存基本完好，为研究当地清代居民建筑风格、民风民俗等提

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陈鹏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