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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凤羽老家每逢过年过节、婚丧

嫁娶、祝寿竖房或是庙会迎神、添丁取名，都要组织演

上一两场乡戏，特别是春节过的时候，整个凤羽坝子中

村村唱戏．一唱就是三天五日。那种热闹和开心的场

景。叫人无法忘记。

过春节时，凤羽人爱说“村子里唱戏热热闹闹，不

唱戏冷冷清清”。此话不假。但是，乡亲们不甘心枯燥无

味地过日子．特别是那些青春焕发的大哥大姐们。

凤羽唱戏历史较为久远，父老乡亲对这些戏曲耳

熟能详，戏中忠孝节义、惩恶扬善、扶贫济困的思想和

寓教于乐的表演形式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文武百官、

青衣花旦、忠良奸佞、国事家事，在小小的戏台上得到

淋漓尽致的演绎。戏台小天地，人生大舞台。那委婉缠

绵的韵味，那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乡亲们听得如痴如

醉。或高亢或婉转的唱腔，在掺着泥香味儿的乡间空气

里久久回荡。人们在古老淳朴的乡戏中获得情感的熏

陶和道德的升华，感受浓浓的乡土氛围和暖暖的人间

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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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八九岁的时候，父亲总会牵着我肉乎

乎的小手，穿过大半个村子，对那座和村子一起长

大的戏台踞脚张望。

记忆里最厚重的大戏台是用大石块砌成的。

灰白的色调干净而古朴。过去，按照唱戏重在娱神

祈福的说法，春节唱戏一般都在各村寺宇的戏台

上，但有的村因为庙宇离村子远，为了方便热闹，

也会把戏台搭在村M公房前古榕树旁搭有秋千的

空地上．随着戏台上传来的唱段，榕树的枝娅碰碎

了一地的月光和斑驳的叶影。

为了镇台、驱邪、祈福，大年三十晚上先要唱

三出首，所以，戏台的搭建和装饰都要在这天完

成。装饰时，戏台上插有松柏、彩旗，挂着灯笼，扎

着牌坊，台中摆八仙桌，正墙挂彩绣吉祥图，门头

书“共乐春台”，舞台陈设古色古香。

台前左右两侧还写有：

富贵荣华假排场一时快乐

忠孝节义大文章万古馨香

霎时间千古事业

方寸地万里江山

妙趣横生的对联，充满着浓浓的节日气氛。为

了避免唱戏过程中出现跌打损伤意外，三十晚上

开台前，所有演职人员先在戏班头的带领下举行

接戏神、敬戏神仪式，之后才开始第一场三出首。

三出首先开场登台的是财神，跳财神的人必须是

村子里年寿最高，而且是子孙满堂的双福男性老

人。

戏台早就搭起，孩子们晚饭都来不及吃，带着

小木凳早早地占据了位置。戏班头来到台前。点起

香烛，在轻飘曼舞的香雾中双手合十，开始念念有

词。台下的人们神情肃然，眼也不眨地盯着唱戏的

人，平常东追西逐闹翻了天的孩子们此刻也不出

声了，好奇地看看唱戏的人，又看看一旁的大人，

虽不知道唱戏的人念的什么，但知道那是最神秘

的时刻。

春节唱戏，村子里白天夜晚都能听到阵阵鼓

乐的吹打声，村头村尾总会看见有说有笑的人群。

一切都静了下来，只有唱戏的人抑扬顿挫的声音

在山谷间回荡，清晰而朦胧，庄严而肃穆。一炷香

过去，唱戏的人终于放下合起的双手，人们长吁了

一VI气，心也才踏实下来，不再担心野鬼来作怪。

开演时，黑脸长须的财神手持财神棍、脚踩大

黑虎。在由两个小孙子扮成的招财童子扶护下，威

风凛凛地端坐在戏台正中架在八仙桌上的太师椅

上。待戏头抱着大公鸡叩首、点血、念完开光咒词，

并大喊三遍“恭请大圣开金VI”后，财神便大吼三

声．接着以赠诗、说唱的形式为全村百姓“赐财

气”。此后，再由魁星“赐文气”、“赐福气”、“赐太

平”。

春节唱戏有一定的规矩，那就是三十晚上唱

完三出首后，大年初一开始才演唱折子戏。各村常

唱的传统戏曲有：《火烧磨房》、《血汗衫》、《南季子

会大哥》、《十五贯》、《访白袍》、《崔文瑞砍柴》、《打

渔杀家》、《打瓜招亲》、《黄飞虎反五关》、《八十三

万下江南》、《牛皋扯旨》、《四郎探母》、《竹林拾子》

等，戏中人物分生、旦、净、丑，脸谱用红、黄、蓝、

黑、白。由于戏台只能男人上，因而戏中还有一些

男扮女装的戏。

当然，最能营造热闹气氛，而且最开心、最有

收获的要数各家的小孩。因为只要村子里唱戏，三

亲六戚会来看戏．唱戏那几天．大人忙着在家做

饭。小孩子的任务就是到戏台前寻找来看戏的亲

戚。殷勤地给他们抬去板凳．到吃饭时把亲戚喊回

家吃饭，给来村子里做买卖的亲戚送饭，然后，就

会得到亲戚们给的许多压岁钱．任意去买自己喜

欢吃和喜欢玩的东西。

祭典结束，锣鼓响起，接着便是一场又一场口昌

也唱不完的古戏⋯⋯那些耳熟能详的古戏，大人

们依旧看得津津有味．孩子们要费力地站在小板

凳上方可看见半个人头．但这并没有削弱他们看

戏的兴头。

另外为了维持秩序，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唱戏

时常设一个管台，习惯上手持一把荨麻．专门威慑

常爬到戏台上调皮捣蛋的小孩。一些更小的孩子

则干脆骑在大人的头上，鹤立鸡群，得意地四处张

望。孩子们最爱看的是《武松打虎》，武松手起棍

落，吊额大虎便乖乖趴下了，武松成了孩子们最崇

拜的英雄。夜色中传来戏子咿咿呀呀的歌唱、叮叮

当当的鼓钹，还有二胡悠长的吟唱．有的孩子早在

母亲的怀抱中甜甜地熟睡了，台上打雷般的锣鼓

也休想惊醒他们。

每天演完戏后，还会安排唱一些杂戏。杂戏中

花脸丑角风趣诙谐、逗人笑乐，唱腔自由、语言通

俗，内容即兴编演、贴近生活，形式灵活，轻松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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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观众非常喜欢看。最后散场了，大人们点起散

发着松香的火把，抱着孩子一路叫喊着“石伢子、

狗伢子回家了”。只有不停地叫着，才能使孩子不

受到意外的惊吓。田垄上，山林里，点点星火在游

走，渐渐隐没在寂静的角角落落。

邻村唱戏我们也常常跑去看，有一回，相隔数

里的村庄来了戏班子，戏台前人头黑压压的，我们

只能站在山坡上看，正赶上穆桂英出场，头戴野雉

羽毛帽，英姿飒飒地连翻了几个跟头，大家便禁不

住大声喝彩，那是戏的高潮。

唱戏时，戏台上还有一个拿着戏本躲着给演

员提说唱台词和动作的人(白族话叫“西嬷”)。由

于台上台下的鼓乐声和说笑声以及演员着慌等因

素．有的演员会因一时忘记或听不清所提的台词

而闹出笑话：有个提戏的人提戏时怕台下观众看

见．只得手拿戏本卧在戏台上提戏，不料被唱戏的

人踩了一下大拇指，不由发出：“哎哟，你踩着我的

大拇指了。”唱戏的人误听成是所提的台词，便照

着说了出去。

有一次，有位唱戏的演员在下场时忘了应完

成的动作．提戏的人小声提醒说：“先抖马鞭，看台

亮相，再舞动关刀，踢上两脚下场。”

那位唱戏的演员照样以为是台词，照着把原

话大声喊了出来：“先抖马鞭，看台亮相，再舞动关

刀，踢上两脚下场。”

结果把台下看戏的观众笑得眼泪花也笑出

来。这些笑话不管在当时还是此后提及，都在生活

中增添了许多乐趣。不过，也有些经常唱戏的人台

上经验丰富．唱戏时常常会见景生情、随机应变。

又有一次。一位演张飞的演员，因来不及吃饭

带了个馒头就赶去台后化妆。化好妆候场时肚子

有点饿。为了吃东西方便又把挂在嘴巴上的戏胡

子摘了下来。正吃着馒头的时候，不料突然听见戏

头喊：“张飞上场!”

那演员便扔了馒头操起武器赶紧登台上场。

台上扮演马超的演员发现“张飞”忘挂了胡

子，便故意大声喝问：“胡子都不长，来者何人，还

不快给我，通名报姓。”

说话间还连忙给对方递了个眼神。

那位饰“张飞”的演员意识到上场急了没挂胡

子，赶忙急中生智回道：“我乃张飞之子张苞是

也!”

对方听懂了意思，接着大声叫道：“我马超不

杀无名小将．快去叫张飞前来与我大战三百回

合!”

扮演张飞的演员顺水推舟．乘机下场戴上戏

胡子后转身冲上场，并大声叫道：“马超休要逞能，

张飞翼德来也。”

两人心知肚明，顺顺当当地把戏演了下去，让

人看不出任何破绽。

还有个演员，正在台上唱戏时，台下有人用白

族话喊他说：“猪在谷田里吃你家的蚕豆。”

那演员听到后，便用白族话唱腔回唱：“我家

谷田里猪吃豆．管它吃豆不吃豆，猪吃蚕豆且别

管，我唱戏要紧。”

类似的现场回唱人戏人情，自然灰谐．举不胜

举。听村里人说还有人挑水时因为看戏时被戏情

迷住，忘了家中锅里还蒸着饭，烧通了锅底。有乡

戏点缀的岁月，生活有滋有味。

在凤羽上了年纪的人很多都是忠实的戏迷，

对戏中的唱词早已熟记于心。戏台上某个角色唱

词错误，也逃不过他们敏锐的耳朵。他们不时还会

交流一下对某角色的看法，谁的嗓子好、唱得好，

都评头论足，讲出个子丑寅卯。

莫名其妙的戏词对年轻人吸引力不大。他们

往往到戏场上转悠两圈儿就使个眼神，约出心爱

的姑娘，趁着夜色钻进村后的小树林或麦秸垛里

卿卿我我去了。

戏台里最活跃的是孩子们。他们不是拱在戏

台下面玩猫儿钻洞的游戏．就是你争我抢地爬到

后台看演员们化妆，要么就是一大群疯了似的在

台子后面的草垛上上蹿下跳。村边的榕树上，偶一

抬头，就看见手脚麻利的顽童爬到树上，坐在枝权

儿上晃着双腿，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

演戏的那些日子，村里村外都洋溢着喜庆的

节日气氛，锣鼓喧天、鞭炮阵阵．有的家门VI还挂

起了大红灯笼，有点过年的味道。乡亲们还会邀请

十里八村的亲戚朋友过来看戏，村口常常出现三

三两两结伴而行的外村戏迷。

除了唱年戏外，无独有偶，在素有“文墨之乡”

美誉的凤羽．还盛行着一种白族吹吹腔形式的板

凳戏。演唱腔调均为传统白族吹吹腔的曲牌。独具

特色，广为流传。

凤羽还有一种板凳戏，当地人又叫作火塘戏

漆。。懿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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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吾神为X姓弟子打开财门，财门已经打开，但愿

老者增福寿，少者保安康，吾神到此地，永保大吉

昌。

恐君不信，有诗为证(唱)：

吾当本是镇财神，上奉玉旨下凡尘，跨动黑虎

随风去，喜见人间好光景。黑盔黑甲亮莹莹，左踏

金来右踏银，打开金银宝藏库，赐下满斗金和银。

唱完后又旁白：

诗已献上，待吾跨动黑虎，回天宫交旨。

财神唱完后．紧接着依次便是魁星和赐福接

唱。其间除了前后的贺诗和唱词根据各自角色、身

份略有变化外，中间的道白部分与财神大同小异。

魁星由村中年事较高、知书识理的人来唱。

魁星开场贺诗：

吾乃魁星射斗，今日前来庆贺。

天上星斗拱月，地上人文荟萃。

敢与李杜比美，勤奋出天才。

接唱：

魁光灿烂下凡尘，手提珠笔点化人，正月十五

元宵会，文武榜上早提名。笔点文章先点德，首量

阴功后量才，鳌鱼一起千山动，一枝彩笔点三元。

身驾祥云到人间，文韬武略志在天．文能兴邦强国

盛，武保社稷定乾坤。青脸红发是魔王，腹内文章

用斗量，今日吾神来点额，状元榜眼探花郎。

唱完后旁白：

诗已献上，待吾跨动鳌鱼，回天宫交旨。

魁星唱完后，由处世公道、修养良好的人唱赐

福。

赐福开场贺诗：

吾乃天官赐福，今日前来庆贺。

天空红霞万朵，地上五彩缤纷。

人间吉祥如意，幸福万万年。

接唱：

上元一品赐福天．中元二品道法来．三元三品

三大帝，福禄寿喜万年春。南极宫中一老仙，身跨

白鹤下云端，但愿人间多福寿，百世荣昌代代传。

五福之中寿为先，荣华富贵喜气添，今日吾神来赐

福，全家安康乐天伦。上帝不昧长庚星，赐与凡间

积善人，三星挂在中堂上，天赐双双玉麒麟。

唱完后旁白：

诗已献上．童儿，摆驾回宫交旨。

其间，不管是谁唱完，在场的观众都齐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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