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茂名首部
革命题材大型原创音乐剧

《我在黑暗中等待黎明》让观众流下
了热泪，主角李卡的形象深入人心；情景剧

《精彩茂名 幸福世界》在广东台播出，分界镇
参加广东省第二届《乡村振兴大擂台》比赛并勇
夺冠军……

作为这两部剧的主演张楚华很高兴，他默默地
提醒自己：要以平常心对待荣誉，以谦虚的心态继续
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继续为推广茂名本土文化贡
献力量。

张楚华，茂名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被茂名
市音乐家协会评为2020-2021年度茂名市优
秀音乐家，就职于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

司。近日，本报记者专访张楚华，听听
有关他在舞台上传播茂名好

声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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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父亲影响走上音乐道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张楚
华出生在化州市。看到儿子年
纪小小已颇具音乐天赋，张楚
华 的 父 亲 充 满 希 冀—— 自 己
没有条件实现的音乐梦可以
寄托在儿子身上了。受父亲
的影响，张楚华初中时就开始
登台演出，对音乐产生了极大
热情。

张楚华正式走上音乐的道
路是在高中，高一时进入了学校
的音乐班。“进入音乐班后，对音
乐的渴望很大，觉得音乐就是自
己的人生。”回忆起高中学音乐
的欢乐时光，他满脸笑意。到了
高三联考，张楚华如愿考上了华
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更加坚定了
他要在音乐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的决心。

2018 年 ，他 回 到 家 乡 茂
名 。 不 甘 平 凡 的 他 参 加 2018
年中国好声音化州赛区的比
赛，夺得了化州赛区冠军。随
后在茂名地区的各类音乐艺术
活动中拿下不少奖项，也结识
了许多本土文化艺术界人士，
让他感受到茂名浓厚的文化
艺术氛围。后续他参加了大
大小小的文艺演出活动，在茂
名地区的音乐圈子里开始小
有名气。

主演茂名首部革命题材
大型原创音乐剧

2021 年，在机缘巧合之下，
张楚华参加了茂名首部革命题
材大型原创音乐剧《我在黑暗中
等待黎明》的演员选拔，在选拔
现场被音乐剧执行导演陈娜娜
一眼看中，选为 B 组男一号李卡
的扮演者。

该剧是我市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创新形式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而策划组织创
作的重点作品，讲述中国共产党
人为追求人民解放和百姓幸福
而不畏牺牲的红色题材作品，有
史以来第一次把李卡烈士的事
迹搬上舞台。

“参加音乐剧《我在黑暗中
等待黎明》的表演，对我整个的
音乐生涯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张楚华坦言，他之前从未
接触过音乐剧，这一艺术形式是
一次全新的挑战。“音乐剧里每
一个情景的台词都要深深地记
在脑海里，这对我来说非常有挑
战性。”

从 2021 年 3 月演员开始集
训，一直到6月底正式公演，每天
都是高强度、高负荷的练习，虽
然很苦很累，但是张楚华心里总
是洋溢着一种满足感。张楚华
是化州人，对李卡烈士的事迹从
小就有所耳闻，所以在表演中能

真切体会到李卡的感受。“当演
到李卡背着行囊回到化州家
乡，看着乡亲们正在晒化橘红
时，一种乡愁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一下子就联想到我每次久别
回到故乡时的感受，在那一个
瞬间我和李卡产生了共鸣。”张
楚华感叹道。

正是因为能产生共鸣，张楚
华在整部音乐剧的每一个情节
都是全身心投入到其中，用真情
实感去把音乐剧演绎得更好。
这份真情不仅打动了他自己，也
打动了参演音乐剧的其他演员
和公演现场的观众。

“我认为演员的真情流露，
是一个好作品不可或缺的因
素。”张楚华在采访中说道。

努力传播茂名好声音

2021年6月底，音乐剧《我在
黑暗中等待黎明》公演很成功，
作为B组男一号的张楚华自然备
受瞩目。然而张楚华却从中获
得了他认为比“出名”更加重要
的东西：“音乐剧的成功离不开
导演的辛勤指导和全体演职人
员的努力付出，跟他们在一起的
这段日子，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
多。茂名文艺界还有很多优秀
的文艺工作者，我要怀着一颗谦
逊的心不断地学习充实自己。”
音乐剧公演成功之后，张楚华与

自己约定：保持对音乐的热爱，
以平常心对待荣誉，不骄不躁，
继续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音乐剧《我在黑暗中等待黎
明》公演结束后，由张楚华担任
主演之一的情景剧《精彩茂名 幸
福世界》，作为茂名分界镇参加
广东省第二届《乡村振兴大擂
台》比赛的表演节目，为茂名乡
村振兴呐喊助威。最终，茂名分
界镇夺得比赛冠军。张楚华还
以小品的形式参加茂名市第四
届群众戏剧曲艺花会，一举获得
金奖。

“我也没想到自己还可以在
演唱歌曲以外的领域获得奖项，
这些奖项也给了我一些启发，或
许以后可以向着更多的领域去
发展。”谈及未来，张楚华说，作
为一名茂名的青年文艺工作者，
他将会努力扎根人民、服务人
民，把茂名文化、茂名好声音传
播得更远。

2022年的三伏天是“公伏”
还是“母伏”？

今年的入伏之日，是在公历的7月16
日。按照传统的农历计算，这一天是六
月十八日。而依据另一种干支历的计算
方式，这一天正是庚午日。

入 伏 之 日 ，也 是 头 伏 。 民 间 说
伏 天 分 公 、母 ，便 是 依 据 入 伏 之 日
农 历 日 期 来 说 的 。 入 伏 之 日 ，在 农
历 这 天 为 单 数 ，那 么 这 年 的 三 伏 ，
便 是 公 伏 ；而 如 果 入 伏 之 日 ，在 农
历 这 天 为 双 数 ，那 么 这 年 的 三 伏 ，
便是母伏。

而今年入伏之日为六月十八，正
是双数，也就是说，今年的三伏天是
母伏。

2022年的三伏天是“秋包伏”
还是“伏包秋”？

民间除了伏天有公母之分外，还有
“秋包伏”或者“伏包秋”的说法。

老祖宗说“伏包秋，凉悠悠；秋包伏，
热死狗”。所谓“伏包秋”，简单地说，就
是立秋这天是庚日，就是被人们称之为
是“伏包秋”，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那
么，老祖宗就会认为这年的三伏天不会
太热，起码不会热得太久！

而所谓的“秋包伏”，便是末伏在立
秋之后，便是“秋包伏”。今年的立秋在8
月7日，农历的七月初十，是壬辰日；末伏
则是在立秋之后的 8 月 15 日，农历的七
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庚子日。所以，今年
是“秋包伏”，依据老祖宗的经验，今年三
伏天，还是比较炎热的！

2022年的三伏天是“雨伏”
还是“旱伏”？

伏天除了上述的两种说法之外，还
有“雨伏”和“旱伏”的说法。那么，今年
的三伏，到底是“雨伏”还是“旱伏”呢？

老祖宗经常说“头伏有雨，伏伏有
雨”，就是在说，如果头伏中降雨比较充
足，那么就表明整个三伏天里，都有不少
的降雨！而三伏天中，降雨充足，老祖宗
便称之为是“雨伏”。雨伏对于人们来
说，是一个比较吉利的征兆。伏天里充
足的降雨，是可以保证农作物能够顺利
生长的。同理，“旱伏”，则是说三伏天中
的降雨比较少的情况。

今年的伏天是“雨伏”还是“旱伏”，这
便取决于今年伏天的降雨是否充足了！

端阳锣鼓响湾中，
喝彩之声两岸洪。
出水群龙腾激浪，
争标夺冠锦旗红。

该诗描述的是
博贺端午节赛龙舟
之盛景。

赛龙舟，被国家
列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民俗盛事。

端午赛龙舟，乃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
习俗。龙舟文化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
成部分，体现了扬善
向 上 的 中 华 民 族 精
神，寄托了人们对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与 追
求。也有传说，划龙
舟最初之义是纪念屈
原、伍子胥、曹娥等贤
人志士，后演变成一个
民俗，再发展成世界性
的一项体育竞技。

赛龙舟，全国各地
的竞技方式因地而异、
因俗而异，但大抵上相
同。而在南海之滨的博
贺渔港，其龙舟的造型
及赛龙舟的方式却与众
不同，别具特色。

博贺渔港是一个千
年古港，疍家文化于此展
露无遗。

在博贺，龙舟竞赛不
叫“划龙舟”，是叫扒龙
船。一听就知道，这是个
风 味 十 足 的 疍 家 口 语 。
一个“扒”字将赛龙船的
神韵及动作活灵活现地
体 现 出 来 ，它 比“ 划 ”字
来得更形象、更传神、更
准确。

在博贺，龙舟叫作龙
船。舟与船虽同一物，但在
疍家人中，总认为船比舟说
得更顺口、尤贴切，这层意思
在博贺龙船的造型上更得到
佐证。

博贺龙船是没有龙头龙
尾的，它是原原本本的一条长
艇（船），用杉木板造成，全长
18米，宽1.2米，配16合桡（疍
家人称桨为桡，两桡为一合），
桡手 32 人，鼓手 1 人，舦手 1
人，扯龙筋1至2人。

舦 ，即 调 整 船 行 方 向 的
舵。博贺渔民称掌舵为“抓
舦”，舵的形象、大小因船而
异。龙船的“舦”，似是舢板的
桡，比舢板的桡稍宽稍长。

至于博贺龙船为何不设龙
头龙尾？究其原因有三：

一、博贺的龙船不是在河上
扒的，而是在海上扒的，海面有
风浪，有流水，竞赛中三个来回，
有顺流，有逆流，因此，龙船不仅
要做得平稳，不能颠簸摇摆，还要
容易破浪前行，并最大限度减少
风浪及流水的阻力，使龙船扒得
快，龙头龙尾的设置会受风浪及
流向而影响船速。

二、受比赛方式与规则的影
响。博贺扒龙船是要围绕标艇转
头（弯）的，此时各龙船容易碰撞或
挤在一起转头，有龙头就不方便，
更容易撞坏撞断。

三、受传统民俗影响，其鼓手
是坐在船头击鼓调节奏，吹哨促加
速的，并在转头绕标艇时更兼桡手
助力，争位抢先。

博贺扒龙船十分竞技，不像其
他地方划龙舟各有各自航道，单纯
拼速度。而博贺扒龙船，不设各自
航道，而是在距离上进行三个来回
绕头标艇，在拼速度的同时，拼转
头抢道的博弈，拼舦手转弯的技
巧，拼转弯时桡手的协调与配合。
博贺赛龙在竞赛航程的始点与终

点分设一个标艇，竞赛规则为在始
点终点之间扒 3 个来回，而且每条
龙船都必须要围绕标艇转头，所以
转头时各龙船要抢占先位，尽量
贴近标艇，把转弯幅度减小，争取
先手。要取得这种优势，龙船的
舦手的转舦技巧和桡手协调操作
尤为重要。此点也是博贺扒龙船
的亮点，也是观众欣赏的注目点，
关系龙船能够有效抢先扒头的关
键所在。

这种比赛方式，不仅比技巧、
比桨速，更比耐力，因为竞赛距离
是800米，每个来回是1600米，3个
来回是4800米，这是博贺扒龙船与
国内其他地方划龙舟方式又不一
样之处。博贺扒龙船竞赛，往往有
这样的情况，在第一第二个来回时
赛程领先的龙船，到了第三个来回
赛程，就出现桡手体力不支渐渐而
被其他龙船后来居上。

博贺扒龙船还设有一条花艇，
赛事的总指挥就在花艇上。为了
增加赛事的气氛，花艇上还安排
了一个八音锣鼓班，从一开赛就
吹打“大开门”“赛龙夺锦”“娱乐
升平”“步步高”“彩云追月”等
曲，竞赛结束时，各龙船插上标
竹（标竹系有彩旗），围绕花艇进
行游龙表现，这时花艇奏起“得
胜 令 ”等 曲 欢 呼 凯 旋 。 这 个 游
龙，不是竞赛，而是表演，很有看
头。夺标的前三名，奖有金猪花
红，以资鼓励。

博贺龙船不冠名称与编号，而
是以氏族之姓为别，如李姓船、杨
姓船、陈姓船、张姓船、黄姓船等，
以前，龙船不上色彩，都是杉木原
色。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为了增加
赛龙的观赏性，在赛事过程中为能
让观众辨认出龙船，给自姓的龙船
或各自心仪、喜欢的龙船喝彩加
油，就以色彩为别，每艘船船身及
桨各一色，彩色的龙船无疑是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更由于博贺龙
船的桨法与众不同，它的桨频不
高，起桨、落桨有一定的弧度，整
齐划一，起落有致，远看好像鸥鹭
飞舞，鸿雁翱翔，煞是好看。

博 贺 的 扒 龙 船 活 动 是 从 五
月初四开始，到五月初六结束，
连 续 三 天 竞 赛 ，每 天 都 分 出 输
赢。有的龙船头两天扒输了，认
为船速较慢是船型个别位置不
好 ，赛 后 就 马 上 抬 龙 船 上 岸 改
进，从下午做工到通宵，保证改
进后的龙船翌日顺利下水赛龙。

龙船下水之前，要备齐金猪古
粽、阉鸡墨鱼等予祭海神、祭龙船，
祈求海神及龙王爷保佑渔船出海
一帆风顺，满载而归；祈求渔民平
平安安、无灾无难、逢凶化吉、万事
呈祥；祈求渔港兴旺发达，各业发
展，民众安居乐业。

博 贺 扒 龙 船 活 动 起 于 何
时？已无从考究。听老人言，清
朝就有了。我儿时记事起就跟
从父母去看扒龙船，成年后就呼
朋唤友去看。记得那时周边是
少有划龙舟活动的，所以，端午
节的博贺港，万人空巷。沿岸彩
旗招展，狮鼓雷鸣，街上人头涌
动，接踵摩肩。很多外地人都来
博贺看龙船，很多外地人趁此节
日都来博贺探亲朋、看热闹，有
的家庭为接待亲友，要做三几围
餐宴，难怪有人说，端午节就是
博贺的年例。

十年前，有位民俗专家来博贺
采风，他看了博贺扒龙船后十分高
兴，感叹一番，说博贺扒龙船可谓
是原汁原味，未予修饰，保留原始
本色，饶有疍家风情，亦很具观赏
性，是民俗瑰宝。

遗憾的是，近年来博贺少有扒
龙船了，每每谈及，博贺父老乡亲
嗟叹不已。

人们盼：旧日龙船鼓，重新响
港湾。

古港钩沉
——浅说博贺扒龙船

■ 李伟立

追求音乐梦想 传播茂名好声音
——访《我在黑暗中等待黎明》B组男一号李卡扮演者张楚华

文/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孙铭阳 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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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黑暗中等待黎明》B组男一号李卡的扮演者：张楚华 张楚华（左五）在排练音乐剧

每年的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这一段时间，是
每年最热的时候。一般而言，这段时间都是在小
暑、大暑之内，同时这段最热的时间，也被人们称
之为“三伏天”。

“三伏天”的说法，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独有
的讲究。因为三伏天的计算方式，是与我们传统
历法息息相关的。头伏是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
日，而无论是夏至，还是庚日，都是我们独有的传
统历法。

今年的三伏与往年又有何不同之处呢？

2022年三伏不一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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