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吴范华纯属偶然。
在去年 5 月 6 日，我受

邀参加嘉美实业投资集团
（广东）有限公司与阳江市
胜乐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
司在电白举办的“东岸岭文
旅康养国粹大观园”项目签
约仪式。这个总投资 15 亿
元的项目，包含了康养、国
粹大观园、原生态度假、民
族文化园、特色民宿、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
个核心区域。整个项目蕴
含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为此，公司特意邀请
了茂名日报社茂名网一个
团队来拍了专题视频。就
在这个签约仪式上，我认识
了嘉美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董事长吴范华。

一个从商一个从文，本
是不同的努力方向，可是交
流很融洽，共同话题很多，
大有一见如故之势。“我一
直 是 你 作 品 的 忠 实 读 者
呀！通过作品，我们神交己
久呀！”他握着我的手爽朗
地说。这富有感染力的爽
朗的笑声，让我瞬间强烈地
感受到，认识吴范华虽属偶
然，但由于都是热爱文学，
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遇见
和心灵的契合也成为必然。

原来，吴范华早在青少
年时期，心中就一直是一个
文学追梦人，当作家一直是
他的梦想和追求。以优异
成绩考上重点大学时，就读
的是中文系。大学毕业后，
分配回家乡茂名一个乡镇
工作并当上了该镇办公室
主任。他在做好本职繁忙
工作的同时，业余常常挑灯
夜读，奋笔写作。他所写的
其中一篇关于该镇为民办
实事的稿件，上了《人民日
报》华南版头版头条，这更
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他白天走田间地头、穿村串
巷，了解民情民意，并结合
政策和工作实际，积极撰写
新闻稿，创作文学作品，稿
件在不少报刊发表。特别
是经常有稿件在《茂名日
报》上发表，是《茂名日报》
一名积极活跃的优秀通讯
员。每每看到自己的作品
在报纸上散发出油墨香时，
他的喜悦自不待言。当作
家、当记者，成为他的青春
梦想和不懈的追求。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中国经济浪潮风起云涌。吴
范华面对经济发展的机遇，
按捺不住。于是，文学青年
吴范华暂别文学梦想，辞职
转身投向商海踏浪。在香
港、广州、深圳等地，他抓住
机遇，艰苦创业。经过一番
努力打拼，他终于事业有
成。近年，他的公司立足粤
西，并向全国推进，商业版图
扩张到广西的南宁、桂林、钦
州及广东的佛山、阳江等地，
重点产业涉及文旅、康养等
领域，形成集团化、集约化和
规范化的综合体现代产业
链，业务蒸蒸日上。

商业成功之后的吴范
华，依然保持着一贯的诚
恳、谦虚和低调。但是，在
商海拼搏的空隙、夜深人静
的时刻，他脑海里总是浮现

青少年时期对文学追求的
情景。那个文学追梦人虽
然转战商海，文学的情结无
法消失，文学情怀挥之不
去。回首那时单纯的不懈
追求文学的岁月，成为他内
心的精神家园。因此，对文
化人的尊重、对文学事业的
热心支持，成为了他骨子里
的基因。于是，他决定通过
自己的能力，支持家乡文学
事业的发展，以另一种方式
圆了自己青少年时的美好
梦想。

他得知电白作家协会
创办的《电白文学》出版困
难，立即给予扶持，让杂志
顺利出版。电白每有文学
采风活动，他都积极参与并
给予支持。电白诗社是一
个群众组织，聚集了一大批
诗词爱好者，开展各种诗词
雅集文化活动。吴范华为
诗社顺利开展活动经常献
计献策，出钱出力。去年中
秋节，为了活跃节日气氛，
营造文化氛围，吴范华邀请
20 多位电白的文艺家到公
司雅聚，当场挥毫泼墨、吟
诗作画，活跃了电白基层文
化，受到当地文化艺术界的
高度赞扬。

广东省作家协会小小
说学会决定在茂名成立分
会，在筹备期间，吴范华积极
参与，并解决经费运作困
难。茂名日报社与茂名图书
馆联合举办茂名的文学作者
作品分享会，他积极支持这
一公益活动，并到现场与读
者分享他的文学心路历程。

吴范华常说，自己的成
功，是幸运地赶上了一个伟
大的时代。因此，他总是感
恩这个伟大的时代，为自己
提供了能施展才华的舞台。
他也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做一个有爱心、有担当、
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在蛇年即将到来之际，
电白文联和电白作协联合
组织人员到林头镇赤岭村
等地开展乡村振兴送温暖
暨赠书活动。这一活动得
到嘉美集团的大力支持，董
事长吴范华二话不说，率领
公司部份高管，带着捐助的
慰问物资和慰问金参加这
一送温暖活动，给乡村送去
精神食粮，给贫困户送去温
暖和满满的祝福。

由于他积极关心支持
家乡的文化和文学事业，他
先后被聘为电白区作家协
会文学顾问、电白诗社顾
问、广东省小小说学会茂名
分会名誉会长。

有人不解地问，吴董事
长，你的产业在外地，出钱
出力做这些事对你企业毫
无帮助，为什么这么热心？

他说：“我所做的这一
切，毫无功利心。我能够有
机会为家乡的文学事业、文
化活动尽一点绵薄之力，是
我挥之不去的文学情结所
驱动，是我心底里珍藏多年
的心愿。虽说现在是办实
业，但总有一份难以割舍的
文学情怀在心里涌动。我
想通过这种实实在在的回
报方式，帮助我圆了青少年
时强烈的文学梦。”

文学情怀常在心
——小记儒商吴范华

陈远

飞马年例

在传承中创新让年味更浓
文字整理/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池榕

飞马年例是茂南区鳌头镇飞马村最热闹的

贺年盛事。近年来，飞马村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年例期间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推动非遗

与文旅融合发展，擦亮独具地方特色的飞马年

例文化节活动品牌。

飞马年例的成型时间已不可考，据该村老人
口耳相传，年例已经传承了几百年。数百年前，
飞马年例的举办时间是正月十五，但这个时间也
是邻近村子举办年例的好日子，亲朋好友同时做
年例，导致大家难以聚首同庆。为消除遗憾，飞
马村的先辈们决定将这一固定的“十五年例”改
至农历正月二十八，这也让飞马年例成为了茂名
地区正月里最晚的年例。

飞马村是全国武术之乡，也是革命老区。该
村崇文尚武的氛围浓厚，村中的青壮年血气方刚，
充满正义感，飞马武术也被认定为茂南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当地年例活动的特色也与武术文化息息相
关。除了游神、祭拜、食年例，飞马年例最大的看点
是“狮子过山”等展示飞马武术的精彩醒狮表演。

年例期间，一座由66张四方桌搭成的“山”会
出现在飞马桥头广场上，高约5米，四周装饰着枝
叶，山头插着年例彩旗，这便是“狮子”要过的“山”
了。随着鼓声响起，25只“狮子”集体出动，翻飞腾
跃，扑跌朝拜，尽显舞狮人的武术功底。在引狮人
的逗引下，一只红色“狮子”登上高“山”，围转拜年，
采青献瑞。当“狮子”跃上“顶峰”触碰彩旗时，现场
欢呼声四起，掌声雷动。醒狮表演后，飞马武术队
也会出场展示精彩的武术表演。这些表演极大地
丰富了革命老区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飞马年例的由来和特色

农历正月二十五，被称为“年例头”，标志着飞
马年例的正式启幕。当天早上，一群专职人员会
虔诚地将飞马4大公庙和近50条自然村的的土地
庙神像抬至村中文化广场集中，精心排列成序。

游神开始后，负责抬神的人会抬着神像走在队
伍前头，后面跟随者扛着彩旗的人们，游神会持续至
正月二十七。游神队伍浩浩荡荡行走在村中，每到
一处锣鼓喧天，游神队伍所到之处，各家各户均设下

“三牲”、水果等贡品以行“摆盅”之礼。村民三跪九
叩，传递香火，祈祷神灵的保佑、祈祷国泰民安。

正月二十八是美食盛会，又叫做“食年例”。
这天，天南海北的亲人朋友都会赶来相聚一堂，共
享美食盛宴。年例菜以高凉菜为主，有白切鸡、白
灼虾、烧鹅、猪肚、炒米粉、烤乳猪等菜式，富裕的人
家还会准备鲍鱼、龙虾、鱼翅燕窝等菜品。亲朋好
友共享美食盛宴，酒足饭饱，宾主尽欢。至此，为
期4天的年例才算正式结束。

飞马年例的流程

“飞马一做年例，茂名就变空
城。”飞马年例活动组织者郑足在
1月 19日举办的“故事里的茂名”

《粤西年例说》活动中倾情介绍了
飞马年例，“有人说过，如果没被
请去吃飞马年例，证明那个人绝
对没朋友。”郑足这一夸张的说法
侧面说明了飞马年例的热闹和受
欢迎。

近年来，飞马年例已经成为
当地的一大文化盛事，除了保持
武术之乡的文化特色，还和其他
非遗项目进行联动，比如邀请镇
隆“飘色”到现场表演；为助力乡
村振兴，还举办出阁女回娘家活
动。2023 年正月二十五，出阁女
们身披授带，手挎菜篮子，里面装
着蔬菜、鸡、鱼、猪等，展示“百千
万工程”取得的可喜成果；2024
年，出阁女穿着统一的服饰，手提
红灯笼，面带微笑地向游客们介
绍飞马年例的习俗和当地特色农
产品，为打造飞马年例文化节品
牌增添一抹亮色。

郑足表示，飞马年例活动能
持续发展和创新离不开各乡贤的
大力支持和村民的配合。“我们村
的年例太受欢迎了，每到正月二
十八都会塞车。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有一年从早上塞到晚上9点，怕
客人太饿，主人不得不送饭菜给
他们在车上吃。”郑足说，为了改
善当地交通，政府和乡贤一起合
力，将村中道路拓宽，全部硬底
化，村容村貌也有了很大的提
升。现在每到年例期间飞马村会
申请联防队伍来帮忙维持秩序和
交通，塞车问题得到了缓解。

飞马年例文化节的成功举
办，体现了飞马群众同心同德、团
结和谐、共同建设美好乡村的强
烈愿望，也是飞马老百姓对美好
生活的殷切期望与向往。2025年
春节即将到来，郑足和他的伙伴
们已经开始着手准备2025飞马年
例文化节，而今年又有什么“新花
样”呢？请大家拭目以待。

飞马年例的
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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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例期间的飞马文化广场非常热闹年例期间的飞马文化广场非常热闹。。

“狮子上山”

出阁女回娘家活动

醒狮表演

飞马武术是茂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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