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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跳花棚
黄景隆

在化州市文化馆实物展馆，一
组栩栩如生的“跳花棚”雕塑图映
入我的眼帘，眼前仿佛又重现了小
时候在每年做“禾了社”时，在村中
观看的“跳花棚”舞蹈。

跳花棚俗称“跳傩”,据考证,
“傩”源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
祭祀仪式,以戴木制面具为特征,
先有傩舞后有傩戏。经不断的
改良及提炼,与当地习俗相结合,
形成具有古朴浓郁和鲜明地方
特色的民俗舞蹈,数百年经久不
衰,一直流传至今。明朝末年随
福建福州府蒲昌县珠机巷大井

头村民迁居化州时传入，在化州
代代传承，一直延续到当下。据
考究，跳花棚俗称“跳棚”，流传
于广东省化州市官桥镇长尾公、
莞塘尾等村，是民间“傩祭”活动
中的舞蹈。相传，每当秋收后，
村民便在草坪、土地庙或祖庙前
搭棚准备傩祭。在举行跳棚傩
祭活动前 4 天，在傩舞老艺人的
带领、指导下，先在村中挑选 16
周岁以上的男子集中教练吟唱
和舞蹈。 正日子那天，焚香供
拜、接神安座后，再开棚门表演
傩舞。届时，由村老发出号令，

锣鼓齐鸣，表演者戴上用樟木雕
成的面具，按“科本”一一上棚表
演，边舞蹈边吟唱，吟唱内容多
为农事耕耘、男女情感、生活趣
谈、驱邪除恶以及祈求神灵保佑
风调雨顺、物阜民安、五谷丰登等。

读小学时代，到了暑假，秋收
丰收季节结束后，乡亲们便集中到
村里的土地庙，统一煮好几大锅猪
肉粥，连同三牲水果等，首先拜土
地公，祈祷年年丰调雨顺，岁岁丰
收，人人平安。此为粤西农村普遍
做的“社”——包括春社、秋社。

祈福之后，几个村庄的热心

人，便组织十多个中青年，在各个
村庄轮流跳祈福舞，道具是斧头、
镰刀、锄、竹杆等，表演者穿着古代
服装,戴着怪异面具，在锣鼓号角
伴奏下,边唱边舞,抒发丰收平安的
喜悦心情，这个应该是不太规范、
不够标准的“跳花棚”舞。

到了读中学时，听说每年秋
收过后,化州官桥中火嶂一带村
民,在村边田头搭起草棚,跳起原
始粗犷的民俗舞“跳花棚”表演。
那年暑假，我便相约家乡在石湾
这边的同学一起去看“跳花棚”
舞。只见表演者穿着古代服装,

戴着怪异面具,手持斧头、镰刀、
锄头等道具,在锣鼓号角伴奏下,
边唱边舞,抒发“驱邪除恶,物阜
民安”的喜悦心情。据当地村民
说，每到“跳花棚”表演的日子,都
会吸引四邻八乡的人扶老携幼
前来观看,盛况空前。“秋光好,跳
棚舞,庆丰收。”这是上世纪七十
年代末化州“跳棚舞”进入全盛
时期的写照。

后来参加工作了，在电视里看
到的“跳花棚”表演，是由化州市文
化馆组织策划的，艺术水平比民间
原汁原味表演的上了几个档次，但

基本表演动作、道具、造型等，一脉
相成，真正体现了文化艺术，起源
于社会，来源于民间艺术。

跳花棚反映了农耕文化形成
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是研究当
时当地社会和生产力发展情况的
一个重要历史物证,是研究民俗文
化、宗教信仰的宝贵资料。

2007 年，跳花棚被广东省评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1年 5
月 23 日，跳花棚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化州“跳花
棚”迎来最高光的时刻。

风起云涌（之二十五）

许向东

乡间农民运动闹得也很厉
害，十多个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大
搞“一切权力归农会”，“减租减
息”。一些以前很强势，在乡里说
一不二的大地主竟被以“土豪劣
绅”之名批斗游村。像书房岭那
样的村庄居然连祠堂都成了农会
会址，农会全部掌控了村中事务，
完全是穷鬼“话事”，简直代替了
政府。公馆圩那些装卸、搬运和
打铁行业以及一些作坊之类的工
人也成立了工会，居民和小商贩
居然也时常跟着学生和农民工人
后面搞什么游行。过去威风八面
的豪绅现在变得全无神气，灰灰
溜溜。世道竟变成这个样子，实
在让人看不明。真是昨日不再
了！张大拿不由哀叹。梁传文无
非是判明我已经没有力量帮他坐
上校长位置，甚至恐惧与我接近
会有什么不测。因为我这些年做
的那些不大拿得上台面的事，上
告的人不少，人家虽然不挂在嘴
上说，但都略有所知，心中有数，
指不定还担心我会被朱也赤板倒
而牵连到他，这是明摆着的。这
也没有什么好说，因为人都是趋
利避害的。有谁会愿意成为他人
的垫背者？

第十章
狗急跳墙阴谋暗算
精心施计为民除害

以前，无论底下民众如何怨
声载道，张大拿都不大当一回事，
因为上头有县太爷照着。再多人
去上告也动不了我半根毫毛，我
该干啥还干啥，该咋干还咋干。
这些年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张
耀垣一向十分自信。但自从朱也
赤带着杨绍栋、刘竹虎来茂南，情
况似乎不一样了。朱也赤时不时
过来公馆住几天，杨绍栋和刘竹
虎则长期“钉”在这里。平民学校
办起来，南中赤化越来越甚，公馆
周围及整个茂南农民运动持续发
展，这让张大拿感到环境完全不
同了。人们对他这个区长似乎不
再像过去那样敬畏。尤其是近一
两个月，有些人甚至几乎直接透
出对他的不那么恭敬甚至不满，
这从区公署里一些人的说话口
气中完全听得出来。最让他担
心的是，他以前那些贪污行为可
能被揭发出来。朱也赤布置给
农会的口号中就有“打倒贪官污
吏！”这可是连张远峰知事都害
怕的。如果有人向朱也赤举报
我的贪污问题，他能不能出面保
我还不一定，即使出面就能保得
住吗？他不敢往下想。我可不
能坐以待毙，要有所行动。首选
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做掉朱也赤。
朱也赤没有了，杨绍栋刘竹虎对
我威胁就不大了。

前天，见朱也赤又来到公馆，
风传这次是要调查他贪污之事。
张大拿牙一咬：无毒不丈夫！你
对我不仁，我就对你不义！于是
当即找了两个黑道朋友，打点了
一些银子，要他们瞅机会下手，做
掉朱也赤，或打残废也行，承诺事
成后重酬。那天晚上，朱也赤从
南中出来要去区农会开会，走到
打铁街与牛车街交接处，这两个
人乘着夜幕，趁朱也赤不备动手，
岂不知被暗中保护朱也赤的陈亚
火等几个打铁工人出手相救。朱
也赤只是头上被打了一拳，脖子
被划了一刀，流了一些血，并无大
碍。原来他们在南中学校大门口
跟踪朱也赤的时候就被陈亚火等

几个打铁工人注意到了。这几个
打铁工人一直盯在后面。见他们
要对朱也赤下手，冲上去把这两
个家伙痛打了一顿。一个打掉了
两个牙齿，一个打断了肋骨。

还好，这两人跑得快，否则被
抓住，事情就露馅了。想起来，事
情也真够悬的，是时机没选择好，
或者是运气不佳，没把事情办
成。以后做事可要小心一点。张
大拿想起来有点后怕。一招不
成，张大拿又心生一计。

张大拿到办公室找朱也赤，
说有要事要禀报。进门后，神秘
的把门轻轻关上，亲热地说：“朱
主委，您我都是本乡本土人，你在
茂南工作，一直甚忙，很难找到机
会和您说说话。听说你家里没有
什么田地，就靠老先生教书塾过
日子，收入非常微薄。您薪水又
很低，入不敷出。你下茂南，我们
在一个楼里办公，就是一家人，您
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说着，把
一个大牛皮纸包放到朱也赤办公
桌上。

“张区长，你这样做就不是
了!快把钱收回去！我家里一直
以来都是这样过，没有什么困难
不困难的。我每个月都有薪水，
比许多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为
官一方，理应奉公守法，你我之间
不能搞金钱往来这一套。国民政
府是不容许贪污受贿的。请你自
重。”朱也赤正色道。

“这，这，这......”张大拿脸上
一阵红一阵白：“我这不是什么行
贿，算是相互接济......”

“快拿走，否则我拿去找张知
事了！”朱也赤大声说道。

“好，我拿回，我拿回。”张大
拿心有不甘，悻悻的说着起身拿
钱走了。“不知为啥，你、你、你也
实在太太认真了！”临出门又这样
前言不搭后语地嘀咕了一句。

两招不成，张大拿来第三招。
他把在区署文书郭金荣找

来。郭金荣是他的一个远亲，由
他招募录用的。这些年一直跟着
他，成为他在区公署里的一个心
腹。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他
去办，尤其是那些比较隐秘而自
己又不方便直接出面的事情。譬
如向一些官司缠身的商家勒索钱
财，或虚构一些开支项目报送会
计啦等等。去年张大拿嫌那个姓
冯的副区长碍手碍脚，影响他发
财，让郭金荣写了一个匿名举报
副区长贪污的举报状投送给县公
署，县公署把此件转张耀垣处理，
张大拿拿着举报状找到这位副区
长，说有人举报你贪污。虽然我
知道你没有贪污，但上头要追查
你，搞不好要将你捕去严加审讯，
你很可能会屈打成招，被判重
罪，不如趁上面还没有动手，你自
己悄悄离职算了。上面如果追问
下来，我就替你搪塞过去，说你身
体有病，无法履职，回家治病了。
上面也就无从追查，你就可以过
关。这位冯副区长虽然自知只有
过贪图小恩小惠的一些行为，并
无贪污，但经不起吓唬，自是按他
的办法做，写了辞呈，临走前还对
张耀垣千恩万谢。

“区长，您有什么事让小的
做？”郭金荣凑近谦卑地问。

“想让你搞一些贴子，就是传
单那样的东西，在公馆和高州街
上贴一贴，发一发。”张大拿若无
其事地说。

“什么内容的？”郭金荣小心
翼翼。

（未完待续）

难忘的支持北京奥运活动
巴黎奥运即将开幕，奥运圣火采集和

传递正在进行，这引起世人瞩目，也让许
多茂名人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举行前夕
支持奥运活动如火如荼的情景。

当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广州
举行时，茂名石化应邀派出6名员工作为
火炬手参加。他们不仅是石化企业不同
岗位上的优秀员工，而且是投身业余体育
活动的佼佼者。这是当时六位火炬手意
气风发的合影。

更令人难忘的是，北京奥运开幕前
夕，一位茂名石化普通员工麦国强收到国
家体育总局的邀请函，专程赴京观看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原来，从1990年3
月起，麦国强从200元的工资中省出了20
元，寄给奥申委，1990年4月，国家体育总
局回信麦国强，感谢其对国家体育事业的
关心和支持。在此后的11年，麦国强以每
月一次的频次，陆续给奥申委寄去132次
捐款，总金额达13000多元，获得奥申委
颁发的荣誉证书，被誉为“北京申奥捐款
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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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印记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所生
长的农村尚处于传统农耕时代，农
村的孩童还没条件受现代科技文
明熏染，永葆纯朴、天真、烂漫的天
性，我们的童年时光都是与大自然
一起度过，浑然天成，亲近大自然，
热爱大自然，投身大自然，在大自
然的怀抱中玩耍学习成长成了农
村孩子的不二选择。在农村广阔
的天地里，除了跟着大人们学着干
各种农活之外，农村的孩童还会到
山岭田野玩耍，抓知了、掏鸟窝、钓
黄鳝、抓小鱼、捉泥鳅……玩得最
多的要数到田间地头抓蟋蟀了，斗
蟋蟀是当年农村男童最喜欢玩、最
乐此不疲的事。

每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花
开鸟鸣虫叫之时，我们就早早期盼
着田野里的蟋蟀快快长大。进入
初夏，花生长熟开拔之际，花生地
里的蟋蟀也长大成年了，跟随大人
们一起来到花生地里帮忙拔花生、
摘花生的我们，看着一只只健硕的
蟋蟀，随着拔出的花生从地里钻出
来，时而欢奔乱跳，时而嘶鸣长叫，
引得我们这些小顽童早把大人吩

咐的摘花生之正事抛到九霄云外，
兴致勃勃地追逐抓捕起四处撒欢
的公蟋蟀来，抓到一只，便高兴地
赶紧用小空瓶子装起来，直到装
满，然后盖好瓶盖后，在瓶盖上挖
个小孔，不让它们闷死。

等到中午回到村里，顾不上
吃饭，便急冲冲地约上小伙伴在
操场上挖个不深不浅、不大不小
的小圆窝，用一块砖头盖好，再从
圆窝里引上一条通道做洞口，整
体形状类似一个大号烟斗。随后，
从衣兜里掏出小瓶子，小心翼翼地
把自己抓来的蟋蟀放入洞口，待蟋
蟀进到圆窝后，另一位小伙伴也把
自己的蟋蟀以同样的方式放进圆
窝，之后，打开遮盖的砖头，兴奋地
观赏两只公蟋蟀上演的一场“窝里
斗”精彩好戏。只见两只蟋蟀先是
相互对峙，鸣叫片刻，像似震摄对
方又像为自己壮胆鼓气，随即，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对方，展
开攻击，嘶咬对方头部，一面跳跃
缠斗，一面不停地振翅鸣叫，嘶咬
滚打几个回合过后，负方仓遑从洞
口逃走，胜方则停在原地，大声振

翅鸣叫，以示庆贺，威风十足。自
己的蟋蟀输了的小伙伴不服输，又
把另一只公蟋蟀放进“决斗场”里，
继续战斗。正当我们的蟋蟀斗得
天翻地覆时，大人们忽然来到操场
大声叫唤数落我们：“一天到晚只
知道玩，赶紧回家吃午饭，再不回
就没饭吃了！”我们余兴未尽，悻悻
然离开操场，离开心心念念的蟋蟀

“决斗场”。
第二天中午，斗蟋蟀好戏依

然按时在村操场展开，当自己的
蟋蟀胜利了，会得意好几天，并在
小伙伴中炫耀，令其他小伙伴无
比羡慕却又不服气，直到小伙伴
抓到体型更大更凶猛的蟋蟀把自
己的蟋蟀战胜之后，自己又再度
去田地里寻找更能征善战的下一
只蟋蟀王。这种斗蟋蟀的游戏可
以一直持续玩到秋天天气变冷为
止。于是，花生地、番薯地、瓜豆
地、青菜地等都成了我们寻声翻
捣泥土抓捕蟋蟀之地，都留下了
我们孩童时的足迹和身影，故乡
田野里的泥土芬芳和农作物散发
出的浓郁芳香，成了自己年幼时

最熟悉、记忆最深刻的气息，那是
自小根植于心的对故土的深深的
眷恋情愫。

有一天，已是小虫迷的自己，
又习惯性地从住在村里第一生产
队的家，走家窜户，来到第二生产
队的另一位小虫迷“欠狗”的家门
口，找他去田里抓蟋蟀时，他家的
大人见到我，冷冷地说“欠狗”去
干活了，没时间跟我玩了。此时，
我才真正意识到该收心干正事了
啊。之后，很快我也上小学读书
了，从此，再也没玩过抓蟋蟀、斗
蟋蟀的游戏了。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当下
的孩童早已进入玩手机时代，却失
去了返璞归真的童趣。当年我们
儿时玩的斗蟋蟀游戏在我国虽是
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活动，现
在的中华蟋蟀第一县山东省宁津
县还经常举办蟋蟀文化节，北京也
年年举行蟋蟀大赛，抓蟋蟀斗蟋蟀
却成了自己遥远的童年记忆，而故
乡故土那特有的芬芳气息却依然
深刻地铬在了我的脑海里，永远挥
之不去，眷恋不休。

抓蟋蟀
陈汝雄

心系蒲公英
谢秀凤

闲暇撷采蒲公英，早已成为我
的一种生活习惯，尤其是退休以后，
每逢出入田间地头，路经道旁沟渠，
看见蒲公英，总会信手拔起，药膳齐
享。与蒲公英结缘，不仅仅是因为
它的功效，更因为它让我念念不忘
那个乡村老中医——信宜怀乡镇
云龙乡壀石村的罗保源医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高中
毕业后经过考核，进入了当时大
队开办在小学的初中点，在每年
级只有一个教学班的境况下，任
教初中三个年级的英语和小学一
至四年级的音乐，那时教学条件
差，连一台收录机都没有，一星期
超过二十节课，全凭一张口授课，
常常弄到“唇焦口燥呼不得”。一
年多后，咽喉积劳成疾，在热毒诱
发下一夜之间肿痛到无法张嘴，
水也咽不下去，同事周建武老师
翌日见状，步行十几里山路给我
请来了他的岳父罗保源医生，事
后我才得知罗医生是当地鼎鼎有

名的喉科中医。那时交通落后，
可已经年过古稀的罗医生步行到
我家后，连端到面前的水都没喝
一口，静静地打量着我，过了一
会，直接用汤匙柄慢慢撬开我的
牙缝，穿刺、引脓、喷药、开单方，
有条不紊忙过后，他才挺直起码
一米七以上的身躯，笑看着我说：

“遇到我，你死不了。”离开时，他
特意嘱咐我父亲，说药方中有一
味蒲公英，最好是鲜草，越老越
好，父亲说时下应该少有蒲公英
了，哪料罗医生哈哈一笑：“蒲公
英是黏着四季的，只是生长的速
度和态势不同而已，有人需要它
时，它会在某个地方静候着。”后
来，父亲果真在离家较远的一个
干旱的小山坡上寻回来一把叶子
很短小根头却很粗壮的蒲公英。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罗医生
已经从山里步行到我家，继续给
我穿刺引流喉咙的脓血，喷完药
粉，他一边拿着七叶莲头在碗里

磨汁，一边拿起放在瓦锅里的鲜
蒲公英说：蒲公英又叫黄花地丁，
有解热毒、散恶肿、消结核等药
效，肥沃潮湿的土壤最适宜它生
长，但它的种子飞到哪里就会在
那安家落户，就算落在干旱贫瘠
地带，它也会把水分储存在根部，
默默生长，经冬不死。真难想象，
针眼大小的蒲公英种子竟有如此
顽强的生命力！吃过午饭，我不
忍心罗医生独自步行回家，执意
拖着病体，用上学时骑的二十八
寸五羊牌自行车搭载老人回家，
坐在单车后棚架，罗医生风趣地
说：“你体重有九十斤吗？刚坐上
去时我真担心你会把我这百多斤
的老汉给摔了呢，想不到你那么
坚强，跟山坡上的蒲公英一个
样！”此后一个多星期，我的病情
迅速好转，罗医生隔天步行来我
家，我骑车送他回去，一路上我们
骑行相伴，不时支起单车一起找
寻山坡上的蒲公英，拔起一棵棵

根头粗壮贴地生长的蒲公英，再
细细端详眼前的老人，心中感慨
油然而生，“罗医生不就是一棵蒲
公英吗？扎根贫穷落后的山村，
一旦有患者需要，便不惧严寒酷
暑，不图任何报酬，跋山涉水，送
医上门，德艺双馨！”

孩提初识蒲公英，只知它清
热解毒，嫩叶煮粥滑溜可口；成年
再识蒲公英，心中盈满崇敬与感
动。“弃落荒坡依旧发，无缘名分胜
名花。休言无用低俗贱，宴款高朋
色味佳。飘似雨，逸如纱，秋来飞
絮赴天涯。献身喜作医人药，无意
芳名遍万家。”左河水这首《思佳
客.蒲公英》应该是对蒲公英最贴
切的颂扬吧？有报载，现代美食专
家也认为蒲公英是营养最丰富的
蔬菜之一，说它富含蛋白质、维生
素、铁、钙、镁、叶酸等，在丰衣足食
的当下，蒲公英仍以药食两用的特
性跻身菜市、酒楼，或为上汤，或为
油菜，让食客大快朵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