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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每天連軸轉，今天早上6點就起來
了，我現在走着都能睡着。」蔣劍邊

邁着大步往辦公室走，邊用略帶疲憊的聲音
說道。每到春節前，整個表演隊就處於連軸
轉的工作狀態，「每天早上6點忙到午夜零
點是常態，但是每每到村屯看到基層民眾的
笑容，瞬間就會覺得所有的苦和累都是值得
的。」
從1988年就進入廣西彩調劇團的蔣劍，任

團長也有近11年，這些年帶着劇團演員輾轉
在廣西各個村屯，各地村民對彩調劇的熱情，
成為了支撐他在崎嶇山路上繼續前行的動力。

村民誠邀移師 逐家湊演出費
今年1月，蔣劍帶着演出隊到廣西桂林永福縣的

金福村表演，彩調劇原是桂北地區傳統戲曲劇種之
一，而桂林永福更被稱為「彩調之鄉」，彩調在當
地有着廣大的群眾基礎。當天的表演十分順利，結
束後蔣劍組織村民和隊員一起拆收演出設備，這時
不遠處一陣類似吵架的嘈雜聲音引起了蔣劍的注
意。「當時我以為是村民為了什麼事起爭執，就想
去調解一下，談過後才知道，原來是隔壁江月村的
村民想要讓隊員們到他們村裡再加演一場。」
據蔣劍回憶，有村民代表當即表示願意到各家各

戶湊夠2萬元人民幣的演出費，就是想讓自治區級
的專業彩調劇團到他們村裡再多演一場，村民的淳
樸和熱情讓蔣劍十分感動。由於演出時，永福縣一
路上都下着小雨，而江月村的舞台又沒有遮雨棚，

於是蔣劍和當地文化站的工作人員共同向上級領導
部門匯報後，爭取到在離江月村僅隔8公里的鄰村
加演。
基層民眾這種淳樸、熱情，正是激發團員表演熱
情的原動力。表演隊隊長吳勇志表示，這麼多年到
廣西各村屯表演，群眾們從不接受、不了解到真正
喜愛上彩調劇下鄉，是肉眼可見的變化。
彩調劇在廣西桂柳話語系地區深受群眾喜愛，吳勇

志說：「連小孩都會屏息安靜地看表演，有時候看得
太入迷，他們甚至忘了鼓掌，直到我們下台了，他們
才回過神來，有的覺得意猶未盡還會來找我們對上幾
句歌。」如今，聽聞彩調劇團到來演出，除了當地村
屯的村民之外，一些較遠的村也都會派代表前往觀看
及錄影，然後再拿着錄像回去學習。

演出條件改善 見證農村變遷
而對於入團超過30年的蔣劍來說，基層演出條件

的變化則更是凸顯了農村發展的日新月異。蔣劍
說：「廣西很多村屯在山裡，特別是河池羅城、宜
州、百色那一帶，狹窄的山路蜿蜒而上，路況不好
還是其次，最怕的是車子『狹路相逢』，另一邊就
是懸崖，所以很多司機都不願意跑這些路。」
但近年來，隨着廣西「村村通公路」工程不斷推

進，下鄉的路已變得好走了不少，蔣劍笑着說，現
在至少不用走泥路了，基本上村裡都通了水泥路，
「而且文化下鄉活動推進下，不少村屯都有文化
站，有表演的舞台，已經不用像當年那樣到田間地
頭裡灰頭土臉地表演了。」

彩調劇俗稱調子、彩調、綵燈、哪
呵嗨等，屬燈戲系統，源於廣西桂林
地區農村歌舞，說唱衍化而成的「對
子調」。其劇種約有500種，從形式

上看有獨角戲、對子調、大調戲、三小戲、出頭戲、
對台戲等。彩調劇不但是桂北地區傳統戲曲劇種之
一，亦是極受廣西各族人民歡迎的地方戲曲，累積劇
目500齣。 ■資料來源：綜合網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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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藕排骨湯、剁椒蒸魚頭、
藜蒿炒臘肉、清炒紅菜苔……
這是在深圳過年的湖北人劉金
鳳為農曆新年「開張飯」準備

的菜餚。按照她家鄉的年俗，把年飯的剩菜
吃完後，才能做新鮮的米飯、菜餚。因此
「開張飯」作為農曆新年第一頓「大餐」，
一定要好好準備，以圖新年有個好的開端。

家住深圳市羅湖區的劉金鳳來自湖北，6
年前退休後來到深圳與女兒一家同住。與以
往不同的是，劉金鳳今年過年期間不需要經
常去菜場了，她家附近開了一家網絡生鮮超
市，劉金鳳動動手指，通過手機應用一鍵下
單，訂購的生鮮不到1小時就能送到家中。

易重現家鄉味
來深圳幾年了，劉金鳳時不時會想念老家

的菜餚。以前她要去不同的菜場、超市才能
湊齊食材，今年她通過手機下單，購買了好
幾樣湖北特色的新鮮食材和半成品。

「過年最愛的還是家鄉的味道。為了今年
的『開張飯』，我買了蓮藕、藜蒿、洪山菜
苔、剁椒魚頭。」劉金鳳說。

「我們以前過年哪有這麼豐盛。」劉金鳳
說，過去物資匱乏，大多數生活必需品要憑票

證定額供應，家家戶戶要精打細算才能免於斷
炊。人們把糧票、油票、肉票攢下來，留着過
年用。「以前交通不方便，要提前去排隊，買
點肉和油就當過年了。」劉金鳳回憶道。

改革開放後，隨着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
善，各類商品的供應逐漸充足，到了20世
紀90年代，票證逐步退出人們的生活。

消費者求吃好
從手持票證排隊，到在各大商場超市裡

「買買買」，再到現在網上下單、「1小時
到家」的全新體驗，人們置辦年貨時越來越
從容，對年貨的要求也從「吃飽」升級為
「吃好」。

便捷的「1小時消費」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
迎。京東到家發佈的《2019年中國年貨消費報
告》顯示，「悅己型消費」正在引領年貨網購
新趨勢；「70後」、「80後」依舊是線上囤年
貨的主力軍，消費金額佔比接近八成；消費者
購買水果更看重口味和營養價值，高價水果也
不再是沿海一線城市的「奢侈專屬」。

「你看，我還在網上買了新鮮的海鮮、進
口水果和堅果，現在也不用着急囤貨了，買
菜不用擔心天氣不好，不出門也能吃到家鄉
菜。」劉金鳳高興地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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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年「開張飯」
手機一鍵下單

粵民眾過文化年 省博日迎逾萬客

■不少市民慕名參觀西關歷史文化街
區永慶坊。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廣東省博物館內，一名小觀眾在認真觀
看展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2015年
剛剛畢業的廣西來賓姑娘莫婉瑩，作為廣西歌舞劇
院有限公司民樂演出團隊的一員，已經有兩年沒有
回家過年了，「每年春節臨近，都是演出隊伍最忙
碌的時候，工作三年了，前兩年的春節都在基層演
出沒能回家，今年在南寧租了房子，我可以把爸爸
媽媽接來，一起吃完團圓飯第二天父母還能來看我
表演。」莫婉瑩說着，臉上掛着期待過年的喜悅。
民樂是一種喜聞樂見的傳統音樂，但是莫婉瑩坦

言廣西民樂還處於中等水平，受眾範圍有限。每次
下鄉演出，為了能讓更多基層民眾喜歡、接受民
樂，莫婉瑩都挖空心思將民樂演奏結合時下流行音
樂元素。「村裡觀眾喜歡看的電視劇，那我就改編
一下，用民樂演奏的方式來表演主題曲，這樣更能
帶動民眾對民樂的熱情。」觀眾的熱情往往會反過
來感染到莫婉瑩，讓她更投入地演出。

音樂治療人心 老人含淚感謝
有一次，莫婉瑩隨團到南寧市武鳴區一個村裡

慰問村裡的留守老人，說到動情處，隊員們就這
樣面對面地給老人們來了一場「原生態」的表
演，沒有舞台、沒有化妝、沒有燈光音樂。「我

最記得的是，表演完後有個老人拉着我的手，眼裡噙着
淚感謝我們給他們帶來這麼好的表演。」莫婉瑩說自己
在那一刻才真切地感受到音樂的治癒能力。
雖然現在下鄉條件已經變好了，但是不免有些地方條

件不發達，汽車到不了，他們就要自己背着樂器步行前
往，「我演奏的是二胡，拿着走也算方便，而有的同事
是豎琴，和成年人身高相當的琴扛着走十幾二十分鐘的
路，還是蠻辛苦的。」廣西北部地區溫度低，每次春節
前下鄉表演都是桂北地區最冷的時候，「很多時候在寒
風中凍到手都不利索了，但是看到民眾們那麼熱情，所
有的冷在那一瞬間又似乎被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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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婉瑩希望融合流行曲可吸引更多人關注民樂。 受訪者供圖

■彩調劇團走訪廣西各村屯表演。
香港文匯報廣西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回家過年的人步

履匆匆，街道上的車流人流也漸漸

減少，各行各業進入到了節日「待機

狀態」。而此時，廣西彩調劇團團長

蔣劍迎來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時候，早上

剛剛結束表演的蔣劍，連妝都來不及卸

掉，中午隨便吃了幾口米粉，便回到

劇團開始準備下一次的排練。大年初

七，劇團馬上就要趕赴菲律賓演

出，整個新年幾乎沒有停歇

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
道）豬年春節，拒當「懶豬」。今年新春
「文化味」尤濃，各個城市裡的圖書館、
博物館齊齊人氣急升，意外成為市民熱門
聚腳地。廣東部分博物館需要排隊逾1小
時才能進場。春節期間，廣東省立中山圖
書館和廣東省博物館日均接待觀眾逾萬
人，廣州圖書館假期日均借出6,000冊圖
書，在年初三單日借出超過6,300冊。南
海一號博物館遊客同比也增加40%。
新春佳節，大街小巷一片紅火。廣東

省博物館前，只見門口進場的長龍繞了
好幾圈，不少觀眾都是一家大小來觀
展，好不熱鬧。廣東省博物館新春推出
「尼羅河畔的回響」古埃及文明特展、
「夢回大唐──盛唐藝術與生活展」，
反響熱烈。工作人員說，這兩個新春特
展需另外收費，一家三口參觀兩個展覽
票價花費將近200元人民幣，即便如
此，排隊買票的人仍絡繹不絕。
大年初四當天，廣東省博物館預計全

日觀眾量約1.6萬人次。在埃及展門口可
看到，工作人員為了避免室內太擁擠，
要分批讓觀眾進場。館方透露，已在高
峰時段採取潮汐式放行。觀眾鄭小姐表
示，他們一家在外面等候了將近一小
時，為享受「文化大餐」，依然「不
悔」等候。在隊伍中可聽到來自五湖四
海的觀眾用着不同口音聊天，現場觀眾
中有的來自深圳、梅州等地，也有不少

從周邊省市慕名而來的市民。
除了廣東省博物館外，廣東陽江的南

海一號博物館也迎來大批遊客，年初一
入場觀眾比去年增長超過40%，外省遊
客明顯增多。而在粵東汕頭，汕頭市博
物館、蔡楚生暨潮籍電影名人史跡館等
16個展館組成的「小公園博物館群」，
當中以電影名人史跡館人氣最旺，每天
有上萬遊客慕名參觀。

書香伴年味 圖書館火熱
新春不打烊的圖書館和書店，成為假

期又一道靚麗的風景。在大年初一當
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接待1.3萬多人
次。圖書館閱覽室內，老幼「書迷」安
靜地讀書，「坐定定」享受不一樣的過
年氣氛。廣州圖書館在年初三當天，到

館讀者逾7,300人，外借圖書超過6,300
冊。在廣州購書中心還可看到，不少父
母帶着小孩齊齊捧起書本，徜徉「書
海」，書店內的咖啡廳也坐滿讀者。

推尋寶地圖 遊文物建築
豬年首個黃金周，亦是內地省市機構

改革後的第一個春節長假，文旅融合的
「文博觀光」成為新時尚。廣東省文化
和旅遊廳還別出心裁地推出「廣東文物
建築旅遊尋寶地圖」，掀起春節「尋寶
遊」熱潮。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尋
寶地圖「配齊」了一份既飽眼福、又長
知識的文旅目的地清單，包括廣東36處
國家級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讓不少市
民按圖索驥，在春節可以喜氣洋洋地
「尋寶」。

■■傳統彩調劇目頗受觀眾歡迎傳統彩調劇目頗受觀眾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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