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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A05

□洛报融媒记者 李晓楠 通讯员 孙瑞璇
张怡 文/图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

享清闲……”

6日，龙门山下，豫剧的悠扬之声响

起。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策划推出的洛

阳“2024年‘景上添花’文化进景区”活动

在龙门古街惊喜上演，洛阳豫剧院（二团）

的精彩豫剧表演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和本地市民一同观赏。

当天上午，龙门古街三阙门处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

起，等待精彩的表演。锣鼓声响起，演员

们登场，唱腔、身段、花枪……精彩的表演

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叫好声。

来自湖北的游客胡先生说：“湖北毗邻

河南，爱看豫剧的湖北人也有不少，这出

《花木兰》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是豫剧名

段，虽然从小就听过，但在河南听还是第一

次，真是不虚此行。”在古街城门处，《梨园

武戏》表演结束后，不少观众纷纷与表演者

合影，还称赞其花脸看着真“带劲”。

为契合龙门古街的游览动线，展示多

样化的豫剧魅力，洛阳豫剧院（二团）共设

计了传统豫剧、乐器演奏、身段展示等5个

节目，分别在5个点位进行演出，并由“武

皇”亲临现场带领游客行进式观看。

据了解，洛阳“2024年‘景上添花’文

化进景区”活动并非首次举办。今年，仅洛

阳豫剧院（二团）便在全市多家景区开展了

十余场演出，将豫剧文化送进了龙门石窟、

洛邑古城、聂湾文旅小镇等地。

截至6日，洛阳市“2024年‘景上添

花’文化进景区”活动已圆满结束。洛阳豫

剧院（二团）相关负责人说，2025年的活动

策划已提上日程，将以更创新的形式，更丰

富的内容，为市民和游客展示豫剧文化，让

中外游客亲身体验和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

艺术魅力，展示古都洛阳深厚的文化底蕴，

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为文旅市场发展注入

新动力。

2015年夏，张淼的爷爷去世。

安葬完爷爷，按照当地习俗，家人会把逝者

的衣物等物品拿到坟前烧掉。在收拾东西时，

看到墙上挂的雷锋帽，张淼的眼睛立刻再次湿

润，他拿出雷锋帽，实在不忍心烧掉，想留下作

个纪念。虽然家人反对，认为这样不吉利，但张

淼坚持把它带回了洛阳，珍藏至今。

“这是爷爷留下的唯一一件物品，虽然破

旧，对我却很有意义，每年寒潮来临时，我都会

拿出这顶雷锋帽，看一看，摸一摸，想一想，我

知道，如果爷爷还在，这几天该戴上了。可以

说，这顶雷锋帽，是我们一世爷孙情的见证。”

张淼说。

“你看，这上面还有爷爷留下的汗渍。”张淼

说，小时候我在爷爷背上，经常看到爷爷头上的

汗流下来，那个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说

着，他再次拿起帽子，小心整理，装好后放入柜

子，也放好了那段难忘的回忆。

戴上这顶雷锋帽 一世爷孙情未了3

珍藏雷锋帽 隔代不隔心
豫剧进景区
“景”上添新花

□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李小勇 文/图

近日，天气转冷，家在洛龙区中油

家园的张淼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红色袋

子，小心翼翼地取出里面的帽子，边整

理帽子边深情地说：“如果爷爷还在，这

几天就该戴上这顶雷锋帽过冬了。这

顶雷锋帽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伴随爷

爷大半生，看到这顶帽子，我觉得爷爷

一直就在我身边。”

“记忆中，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戴着这顶

雷锋帽，一直到我工作，爷爷还戴着这顶雷锋

帽。”张淼说，他上班后，曾买了一顶新帽子送爷

爷，但爷爷一直坚持戴这顶雷锋帽，“这顶帽子

戴久了，贴合！”爷爷没少讲述当年的故事。

爷爷生活在南阳市西峡县的一个小山村。

当年，为了防止小孩冻着，大人都会给小孩戴帽

子，但是爷爷家因为穷，没有帽子戴，只能用破

布裹头御寒。看到其他小孩的虎头帽，爷爷眼

馋不已，“他说当年最大的心愿就是有属于自己

的帽子”。

转眼过了几十年，雷锋帽火了起来。雷锋

帽为什么叫“雷锋帽”？原来雷锋帽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55式冬常服中的棉帽。当年，雷锋就戴

着这种帽子。1963年，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

志学习”，人们热爱雷锋，崇拜雷锋，便给这种帽

子取名为“雷锋帽”，在学习雷锋的同时，雷锋帽

迅速成为当时的潮流。

“因为这种帽子和早期的‘前进’型蒸汽机

车的火车头很相似，大家更喜欢叫它‘火车

头’。”当年，为了抢到雷锋帽，爷爷花了很大力

气，但具体是哪一年抢到的，张淼也说不清了，

只记得爷爷讲述这段经历时，眉飞色舞地说：

“戴上雷锋帽，在村里转了好几圈，神气得很！”

这顶雷锋帽的耳朵及帽檐有棕色的绒毛，

帽顶是军绿色的，因为时间太长，军绿色已褪色

成了浅灰色，绒毛也变得不再柔软，帽子里面，

帽顶和四周已经被磨破，还能明显看到一些污

渍，那是爷爷和岁月的痕迹。

“从我记事起，每个冬天，爷爷都会戴这顶

雷锋帽。”张淼说，爷爷非常爱护这顶帽子，每年

冬春季节戴上，天气暖和后，爷爷会用小袋子把

雷锋帽装好，挂在卧室的墙上，它的旁边挂着水

烟袋。

每年11月前后，寒潮到来，爷爷会取下帽

子和水烟袋，仔细整理帽子，戴上，然后把水烟

袋清理干净，加满水。准备妥帖后，他开始在火

塘里生火。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火塘，方

便冬季取暖。当火塘里冒出火苗，众人都围了

上来——那一刻，农村的冬天就真的来了，属于

农村人的猫冬生活开始了。整个冬季，火塘就

是一家人活动的中心，一家人早晚都会围坐在

火塘边，“爷爷抽着水烟，奶奶、妈妈和婶婶们剥

桐籽，我拿着火钳负责烤地瓜、玉米，弟弟妹妹

们在四周警惕地盯着，防止地瓜被偷吃……”张

淼回忆道。

“印象里，这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张淼

说，冬季是农村难得的农闲季节，一家人不再那

么忙，可以围在火塘边边干活边聊天，聊到深夜，

聊到冬去春来……一转眼，孩子长大，去了四面

八方，爷爷也变老了。不变的是每年冬天，爷爷

仍会按时戴帽、生火，坐在火塘边等待大家归来。

戴上这顶雷锋帽 冬去春来催人老2

戴上这顶雷锋帽 爷爷当年也很潮

爷爷的雷锋帽，张淼珍藏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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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演员展示身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