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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茂名有一群娃娃
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

陈桂豪

我的母亲
高山洋

上世纪八十年代，茂名石油
工业公司（茂名石化公司前身）小
油花幼儿园有一群娃娃在省、全
国和出国表演艺术，惊动了全省、
全国艺术界，受到了好评，也让家
乡人倍感自豪。近日，笔者采访
了首任小油花幼儿园园长赵玲、
艺术主任刘静，她们回忆那段往
事，孩子们的精彩表演，在心中留
下美好的芳华。

艰苦的艺术排练

赵玲回忆说到，三十多年前，
由公司幼教科高宏波科长牵头，
成立小油花幼儿园，她担任园长，
刘静任艺术主任，开展对孩子们
进行艺术培训，从中挑选身体素
质好，喜欢唱歌跳舞，有艺术基础
的 4 至 5 岁 30 多名孩子组成小油
花艺术团。刘静说到，根据孩子
们年纪小、不懂事、喜欢玩，但又
天真活泼的特点，每天要学习功
课，还要照顾生活上的食饭、温暖
等方方面面工作，开始排练节目

是件很麻烦的事。但她那时很年
轻，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做孩
子们的“知心姐姐”。

排练中，进行训练艺术基本
功作了专门图型设计、服装特色、
道具等演出的准备。使孩子们懂
得摆手、掂脚、走步、造型等，提高
艺术素质。赵玲、刘静和幼儿园
的老师们用心、用情，把青春力量
倾注在孩子们的艺术上，让孩子
们享受了一份快乐和幸福。

参加羊城花会演出获一等奖

赵玲说到舞蹈最关键就要有
艺术质感，而艺术更是生活的再
现。由赵玲创作的《敦煌彩塑》的
舞蹈，主要内容是把我国敦煌壁
画文化遗产浓缩到舞台艺术上。
创作的《青梅竹马》舞蹈内容是孩
子们从小做朋友的青梅竹马，这
两个舞蹈作品，由赵玲、刘静主任
作辅导。吴幼娓老师创作的《蓝
精灵》《黑猫警长》舞蹈作品，吴幼
娓和刘静主任辅导孩子们走上舞

台，她们创作、辅导的作品还有
《仙鹤舞》《牧童》《可爱的小鸡》
《小金鱼》和《这帮娃娃》等节目，
并多次在公司演出，孩子们越学
越感兴趣。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1986年
6月在广东省首届羊城花会上，小
油花艺术团在大赛中大放异彩，

《敦煌彩塑》获得一等奖，《牧童》
获三等奖。开始评委以为粤西地
区的茂名是农村乡下的，不怎么
好看，谁知《敦煌彩塑》服装华丽、
动作整齐、艺术超群，一鸣惊人，
风靡全省艺术界，获得好评。中
央电视台进行拍摄，《南方日报》

《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记者采
访，三家大报作了报道。

1990年 7月在广东省第二届
羊城花会上，小油花艺术团演出
的《青梅竹马》《蓝精灵》《黑猫警
长》等舞蹈，孩子们过硬的基本
功、十足的舞台表现以及充分投
入的情感表达,受到观众的热烈
掌声，打动了评委，《青梅竹马》又
获得一等奖。很多艺术界专家问
及茂名的这群小娃娃为什么表演
这么出色？赵玲作了很好的回
答，一是老师的精心设计、辛勤的
辅导；二是家长的支持、配合、鼓
励自己孩子表演；三是靠孩子们
的努力，发挥艺术智慧。

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

1987年6月1日儿童节，全国
各省、市少儿云集北京，小油花艺
术团代表广东省少儿艺术团，在
广东省群众艺术馆馆长率领下，
走进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演
出。孩子们表演的节目有《敦煌
彩塑》《青梅竹马》《牧童》《可爱的
小鸡》《这帮娃娃》《蓝精灵》《黑猫
警长》等，独特的编排、精湛的舞
技震撼着现场观众，大家在议论
纷纷，怎么广东有这群四、五岁的

娃娃演出艺术水平这么高？中央
电视台拍摄了娃娃的演出，作为
春节文艺晚会播放。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演出后，全国妇联名誉主
席康克清代表组委会，把一面“南
国育花，桃李满园”的锦旗授予广
东省少儿艺术团。

小油花孩子们同广东省少儿
艺术团，走进中南海演出，慰问革
命老前辈康克清奶奶，受到康克
清的亲切接见，并同孩子们合影，
留下了珍贵的镜头。

小油花幼儿园艺术团第一批
毕业后，又培养训练第二批，孩子
们接过接力棒。1989 年 5 月，中
央文化部派出翻译员，广东省群
众艺术馆领导、茂名油公司幼教
科高宏波科长、小油花艺术团艺
术主任刘静和 8 名孩子前往法
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演出，有

《敦煌彩》《青梅竹马》《蓝精灵》
《黑猫警长》《牧童》《可爱的小鸡》
《这帮娃娃》《担鲜藕》8个舞蹈，加
上广州两名孩子的琵琶独奏和手
风琴独奏，正好一台戏演出，作为
友好文化艺术交流。很多外国朋
友看到这群娃娃的艺术表演，感
到很惊讶，赞美地说“Good job!
wonderful！”（演得好、太精彩了！）

赵玲、刘静为小油花艺术团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荣获国家级
艺术辅导三等奖。三十多年过去
了，赵玲、刘静笑着说，这群小娃
娃走上大舞台，好比小鱼儿出大
海，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艺术是
一门无止境的课题，要想夺得超
人的艺术，就要付出超人的汗水！

如今，小油花幼儿园从河西
已搬迁到官渡一路桥南区。在老
师的辛勤辅导下，每年“六一”儿
童节都会进行文艺汇演，孩子们
的精彩表演，受到很多家长的点
赞，愿孩子们在阳光雨露下快乐
地幸福成长。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
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天底下的
母亲都是最伟大的。而我的母亲，
更是留给我高耸入云的印象！

粤西山村的女弃婴

民国后期，由于国民党军阀
横征暴敛，原本自然环境恶劣，严重
干旱缺水的茂南一带，更是民不聊
生。一个被遗弃的女婴，被包裹得
严严实实，放置在一黄姓农户屋檐
下。这三口之家除了租种地主一些
山田薄地外，平常还捉蛇卖蛇药，帮
补生计。家里有个四岁多还不会说
话的哑巴儿子。一天，黄老蛇医一
早出门，看到自家屋檐下有个奄奄
一息的女弃婴，于心不忍。忙抱入
室内交给老婆。老婆叹口气说：“咱
家仨都吃不饱，再添一个能养活
吗？！”边说泪水汩汩流下……

老蛇医忙安慰老伴说：救人
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行善积德，
说不定我家哑巴仔添个妹妹，今
后很快会讲话呢！自捡养弃女婴
后，老俩口视同己出。蛇医嫂嫂
每天抱着要吸奶水的弃婴，朝着
本村坐月哺乳的邻居家跑，获悉
邻村有坐月妇女，又顾不上山路
崎岖，登门乞舍一口奶水。对奶
水特别多的坐月子妇女，蛇医嫂
还特意带上个小口盅，求人挤出
一点奶水带回家去。家里磨了粘
米粉，加奶煮成糊糊，一小勺一小
勺地喂妹妹，苦命的弃婴，终于逃
脱死神的追捕！直到她一岁多了，
哑巴哥哥就抱着弃婴妹妹全屋玩；
妹妹会爬会走了，哑巴哥哥就爬在
地上，让妹妹当马骑。苦难岁月
里，兄妹情谊深！

哑巴哥三度拒娶弃婴妹成佳话

自捡养弃婴妹几年后，哑巴
仔仍然不会说话。只是精、气、神
都不一样，整个人灵醒多了。一
日，蛇嫂忽然对老公说：我家的哑
巴仔，今后怕是娶不到老婆了。
不如将来就让他与弃婴妹圆房，
结成天妻，生儿育女吧！黄老蛇
医也很赞同，认为这是一段天赐
良缘！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转眼过
了十五载。弃婴妹长成一位体态
健美，身高 1.65 米的乡村靓女。
驶牛耙田，插秧收割是把好手；针
线女红、缝缝补补样样精通。而
哑巴仔也胸肌丰满，露出络腮胡
子，成个乡村男子汉！因随父学
习空手捕蛇，曾多次被毒蛇咬伤，
幸大难不死，终于练成绝技，对

“饭铲头”“金包铁”“银包铁”等极
毒蛇手到擒来。同时继承父亲研
制蛇丸的衣钵，所制作的山草药
蛇丸，更有疗效，挽救了不少村民
的性命！

这一年村里的年例即将来
临，黄老蛇医夫妻商定，给哑巴儿
和弃婴妹圆房办喜事。老蛇医到
圩市买回了一幅红底金字的囍图，
张贴在腾出来的洞房正中，同时请
来村里最出名的媒婆大姐，为新人
说合。弃婴妹一听，立即脸泛红
云，含笑点头应允。哑巴哥哥，却
伸出长长舌头，使劲摇晃双手，同
时猛跺双脚，咕咕叫声表示反对！
当晚，他匆匆啃了个鸡腿，趁天还
没断黑，哑巴“新郎哥”就悄然失
踪，一个通宵不归家……

这样的“婚礼”，不到一年间
就在黄老蛇医家中，重复上演了
三次！媒婆大姐羞愧成怒，从此
不肯登门……

此后，哑巴仔三拒与弃婴妹
圆房成亲的故事，在当地传得沸
沸扬扬，可谓家喻户晓。有好事
者添油加醋，一直扩散到各县
城、州府……坊间大多数人认为
哑巴仔是不食鱼的猫，傻透了！
但也有比较有分析能力者赞哑
巴仔心地善良，知道自己很容易
被毒蛇咬死，不愿弃婴妹为自己
守寡……

机缘巧合，弃婴妹嫁与名医
为妾，抗疫抗日真帼英

岁月匆匆，又是五个春秋。
弃婴妹妹年已25岁，按农村标准，
她己算是嫁不出去的老女。黄老
蛇医夫妻很是心烦！

忽一日，从府城来了一位师
爷模样的先生。此先生给弃婴妹
看相，推算好生辰八字，又到邻居
家问问大家对此女的看法。之后
与黄老蛇医倾谈起来。言道省城
卫生厅有个大学毕业的西医技
师，是粤西人氏，想娶弃婴妹为
妾，问黄家可否答应？黄老蛇医
一再问清此西医的家庭底细，为
人品格之后表示赞成。

家父高文武，毕业于省城光华
医学院本科，毕业后被民国省卫生
厅录用为医疗技师，由于踏实能干，
几年后又受命为广东省第三防疫队
队长，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授衔少
校。高州新垌老家有一位受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的包小脚原配邓氏。
由于赴粤西疫情险恶之地，身边需
要有个妾侍照顾生活。父亲率队出
发前，就约定弃婴妹妹追随，而托哑
巴哥哥以大舅身份伴随送嫁到廉江
县。哑巴舅舅一路小心照顾，直至
见到妹夫，才受礼而归。

家父高大英俊，见到弃婴妹
妹十分疼惜，给她起名字为黄帼
英，教她读书认字，学习英文。考
虑到防疫队人员不够，又教她医
疗知识，打针输液。帼英出身贫
寒目不识丁，但聪敏过人，一学就
会……给患者静脉注射，一针到
位。经过在安铺防疫三年磨练，
她成长为防疫大队的骨干护理
员。每当同事尊称她为队长夫
人，她总是谦虚地说，我只是个妾
侍，请大家多多指教！安铺疫情
迅速消退后，家父受联合国红十
字会通令嘉奖，1938年春，国军晋
升其为中校军医主任医师，并调
任廉江第一平民医院院长。廉江
当年是共产党抗日游击队活跃的
老区，一些伤口发炎的游击队员
会送到此医院就医抢救，己占据
广州湾（湛江）的日寇及伪军会常
常突然入院搜查，院长太太帼英
就出面担保，称游击战士是亲兄
长，“良民大大的”。

抗战胜利后，母亲黄帼英随
夫携儿女返乡，在茂名县城设门
诊开业。时兴西医，家父医术高
超，母亲态度亲民，护理周到，一
时门庭若市。爱党爱国目光长
远，勉励丈夫相信共产党。全国
解放前夕，家父在香港玛丽医院
任董事局主席的老同学，发函邀
请父亲到该院任职，我母亲力劝
父亲要相信拥护共产党、毛主席，
并未前往。茂名县解放后，由于
土改工作繁忙，干部力量不足，没
有很好贯彻毛泽东主席的知识分
子政策，把父亲这个中校军医主
任医师，当作国民党县团级军政
人员批斗，从而没有患者上门就
诊，家中一度生活费用无着。母
亲每天起早摸黑，过渡鉴江，到
二十里路外的荒山野岭割山草、
挖木头，一担满满一百多斤挑回
家中，顾不上汗流浃背，晒干了就
挑去市场卖……后来，又向邻居
一户做松糕籺的小贩学习，做起
了番薯面包的小生意，支撑起一
家人的日常生活……

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
实，家父获得县政府卫生局“茂名
县医字第一号”的开业牌照，患者
纷纷登门就医。不久后，县人民
医院院长出面邀请家父到该院任
留医部主任，月薪 125 元，比当时
的县委书记还高5元。

1956年夏，母亲才五十八岁，
就因劳累过度，不幸急病去世，给
当年仅11岁的我留下无穷无尽的
思念。已登天国的妈妈，受人敬重
的“妾侍”妈妈，您爱党爱国精神永
在百世流芳！

茂名滨海新区博贺港，因多
种考虑，从 2006 年开始取消了每
年端午节期间龙舟竞渡活动。博
贺港渔民历年的端午节有赛龙舟
的习俗，这非物质文化没有传承
和发扬实属憾事。现在回忆当年
龙舟竞渡那种喜悦和热闹的情景
深有感慨。

当年博贺港的端午节有 5—7
艘龙舟参赛。参赛的龙舟是以姓
氏为单位，多人的姓氏为参赛对
象。如杨张李陈阮梁等姓氏，他
们的人口数量多，可以筹集较多
的扒龙舟经费。每艘龙舟参赛运
动员共有 24 人，包括 1 人在龙舟
头敲鼓，1 人在龙舟中间打锣，1
人在龙舟尾抓舵，还有 2 人专门
负责龙舟内的水。因为龙舟开赛
会进很多水，不及时舀水不但影
响龙舟比赛，还有翻沉的危险。

参赛龙舟在开赛前按抽签的
顺序一字排开，每艘龙舟的后面

有一支带叶的标竹插在海里，龙
舟开赛后，工作人员在标竹上挂
上名次小红旗。每艘龙舟完成规
定的扒行次数，回到开赛点拨取
名次竹和名次红旗。博贺港有一
条约 2000 米的扒龙舟航道，航道
的两头抛锚一只小艇，每艘龙舟
要靠着两头的小艇调头。龙舟调
头时，抓舵人要有十分熟练的技
术，调头的弧度过大侧影响龙舟
前行速度；调头弧度太小龙舟会
则过一边，容易翻沉。过去博贺
港未有自来水，只靠淡水船送淡
水给渔船。端午节期间淡水船停
泊在航道边，每当龙舟扒经淡水
船边时，淡水船上有几个壮汉子
早准备着小木桶提着淡水向龙舟
的运动员泼去，龙舟的运动员即
脸面朝天，张开大口吸入淡水解
渴。有一年这个泼水给运动员的
镜头被某摄影记者拍得，不但发
表在报刊上还获得香港沙龙奖。

每年的端午节龙舟赛时，博
贺镇政府加派人员守护长堤、码
头保障观众安全，在海上和博贺
边防派出所人员一起用巡逻艇维
护水上安全，还设置一艘指挥艇
（即花艇）维护海上安全。花艇上
插满五星红旗和各色彩旗，装有
高音喇叭，疏理航道畅通，维护海
上秩序。博贺镇每年从五月初四
至初六扒龙舟三天。某艘龙舟如
果连续两天夺得第一名的，第三
天竞赛就放弃第一名，争取第二
名或第三名，但决不要最后一名。

龙舟开赛是由“花艇”司令指
挥，各艘龙舟的扒耙颜色不同，有
白的、红的、黄的、绿的……各龙
舟的运动员穿的文化衫颜色不
同，扒起龙舟的齐整一致的动作
相映夺目，就像天上的真龙在海
里游荡，岸上观看龙舟赛的人们
雀跃欢呼高兴至极。

龙舟夺标的封包和奖品是由

端午节筹委会发给。奖品有烧金
猪，水果有仙桃、荔枝等。博贺港
过去未建长堤时，人们看龙舟赛
是站在海边或爬上屋顶。建设长
堤后人们观看龙舟就站在长堤
边，人们打着伞或戴着帽，站在长
堤边的人一层又一层。

每年端午节博贺港长堤上和大
街上人头涌涌，各家各户亲朋戚友
满座。各艘渔船在五月初五用三牲
酒礼和灰水粽子拜船头，祈求出海
打鱼平平安安，满载而归。他们还
把拜神的饭团和灰水粽投下海里喂
鱼，意在纪念屈原。镇上各家各户
在五月节有在门口插五月艾和菖蒲
的习俗，意在驱除病疫，永保健康。

博贺港现在的端午节虽然不扒
龙舟，但还是博贺人最正能量的节
日，是博贺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中
华民族仁爱、慈孝的传统美德的体
现，是博贺人追求着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五十年前 6 月的一天，我第一
次有机会出远门，是到只有二十余
公里毗邻的平定公社。因为当时是
砂土路，而且路窄、弯多、坡陡，交通
工具是自行车，单程也需要约两个
小时，所以称为出远门。

那是 1972 年 6 月，我就读的化
州县合江中心小学，组织男女子篮
球队，乒乓球队和毛泽东思想文艺
宣传队，到平定中心小学进行比赛
和交流。我作为学校男子乒乓球队
的主力队员（因为在学校于六一国
际儿童节举行的乒乓球比赛中，我
荣获了冠军），参加这次活动。

往事不堪回首，却叫人难以忘
却。那时我家生活相当困难，缺衣
少食成为常态。平时不论是打篮球
还是打乒乓球，我都是穿“水裤

头”。当知道我有机会代表学校外
出参加比赛时，我妈妈既高兴又忧
愁。 愁什么？一是我没有运动衣
服，二是家里没有自行车（因为学校
明确通知参与活动者自备自行
车）。妈妈是十分疼爱我，她翻箱倒
柜找到布票，从同事那里借了几元
钱到供销社纱布门市部买布，随即
拿到圩上吴裁缝处，请他“加急”帮
我缝制运动裤，还买了一件背心，让
我可以“武装”起来。同时，她还找
到单位的领导，借公家的自行车让
我使用。至此，在妈妈的帮助下,我
的“粮草”解决了。

6 月的一天上午 10 点，烈日当
空，热浪滚滚，我们几十名师生穿上
运动衣服或者相对得体的衣服，在
学校门口集中前往平定中心小学。

由于人员多，自行车也多，为了确保
安全，学校作了精心安排，指定一名
老师“开路”，其他人不得超越，还特
别讲清楚将到平定圩时，有个十分
陡的“望圩岭”，全体师生必须下车，
万万不能“硬上”等等。

尽管路途遥远，但是，我们经过
约两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在中午
12 点左右安全到达了目的地。来
到平定中心小学，尽管我们都已十
分疲劳，但看到学校门口贴的“热烈
欢迎合江中心小学男女子篮球队、
乒乓球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到我校传经送宝”“向合江中心小学
学习！向合江中心小学致敬！”的标
语时，大家深受感动，兴奋不已，仿
佛疲劳也消除了。

更使我们感动不已的是，他们准

备了好几个暖水壶、几十只碗，还准备
了几十个脸盆，装上清水放了毛巾，摆
放在学校门口，让我们这些远方的客
人“享用”。当时物质奇缺，接待工作
能到这个份上，真是高规格了。

当天下午，安排的是男女子篮
球、乒乓球比赛，双方教师队、学生
队分别进行比赛，我是首次有机会
参加“大型”比赛，心情格外高兴，也
充满信心和斗志。体育老师对我寄
予厚望，叮嘱我要精心准备，千万不
要紧张，不要怯场，努力争取打出水
平，还一再告诫我未轮到自己上场
时，要认真观看对手的比赛，以发现
对方的优缺点，这样可以趋利避害，
有利于稳操胜券等等，我将这些牢
记在心上。我担当第一主力的角
色，打了三场，赢了两场负一场，最

后我方以5比4的成绩获胜。
当天晚上 8 点，在平定公社的

广场举行了文艺晚会，东道主和客
队同台献艺。使我们感动不已的
是，不仅观众里三层外三层，而且在
演出前平定公社的主要领导到舞台
接见全体演员，公社一名主要领导
在演出前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领
导简短、精彩的讲话，不仅观众报以
热烈的掌声，还使全体演员和台前
幕后的工作人员受到极大的鼓舞。

这台文艺晚会阵容强大，节目
丰富，有舞蹈、唱歌、笛子独奏和二
胡独奏等等，演出时间长达两个小
时，全体观众非常专致地观看演出，
每个节目结束后都热烈鼓掌。也许
当时的文艺活动比较贫乏吧，“忠实
观众”没有一个人提前退场。晚上

十点多钟，文艺晚会圆满结束，观众
才依依不舍地离场。

有道是，时间来无踪去无影，看
不见摸不着，但我们可以感觉到时
间的痕迹。事实的确如此，我第一
次出远门的情景、细节记忆犹新，可
是时间却已经达半个世纪。我为第
一次外出参加比赛，取得了较好的

“战果”，为学校争了光而感到十分
自豪。后来，无论是考上了高中就
读，还是参加工作，我都代表学校和
单位参加乒乓球比赛，而且一直坚
持利用业余时间打乒乓球，起到了
强身健体，磨练意志的作用，而且以
球会友，乐在其中。

第一次出远门，使我经受了锻
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留下了美
好的回忆。

康克清奶奶与小油花艺术团小演员们的合影。

忆 博 贺 港 端 午 节 龙 舟 竞 渡
梁寿禄

第 一 次 出 远 门
毛勇强

小油花艺术团演
出《敦煌彩塑》

小油花艺术团演
出《青梅竹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