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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荧屏争春年味浓争春年味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春节联欢晚

会”今晚播出，浓浓的新春氛围扑面而来。大家
放心，新春荧屏欢乐不会断！大年初一晚，广东
卫视、江苏卫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北京卫
视、东方卫视等省级电视台的新春晚会将继续
热热闹闹庆新春。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遇兔呈祥大湾区——广东
卫视春节晚会”以粤港澳大湾区
勇毅前行的精神与昂扬奋进的姿
态作为湾区春晚的主线，围绕“愿
望”构建起的文学逻辑、基于“国
乐”延展开的音乐逻辑，两条逻辑
线并行，串联起整场湾区春晚。

除了传统歌舞表演，今年湾
区春晚不乏创意节目：腾格尔将
演唱摇滚风歌曲《一身正气》并结
合国家级非遗“潮汕英歌舞”进行
表演；《锦鲤戏莲》糅合了杂技与
水下舞蹈，曾扮演“水下洛神”的
何灏浩将化身锦鲤；开场节目《共
同家园》将采用长达 2 分钟的一
镜到底拍摄方式，上百人的参演
阵容将合力把岭南非遗“藏”到影
片中。晚会的语言类节目也值得
期待。喜剧编剧六兽以及因《一
年一度喜剧大赛》走红的土豆、吕

严、闫佩伦、张小婉等演员将带着
密集笑点和包袱登台。

本场晚会亦充满科技感，首
度大范围启用XR技术投入晚会
制作，实景舞台和虚拟场景结合、
演艺嘉宾与虚拟歌手联袂。由
GAI 周延演绎的互动说唱《新年
愿望》，录制前在新媒体平台发起
面向全国网友和全球华人的新年
愿望征集活动，征集到的愿望被
制作成一棵 AR 愿望树，融媒交
互跨屏联动。基于人工智能小冰
框架生成的AI歌手陈水若，将在
现场和一众嘉宾共唱贺年曲。此
外，跨时空民乐演奏《彩云追月》
在XR技术的赋能下，实现了“天
宫”和“岭南古典建筑”等场景的
多重转换；全 XR 拍摄的戏曲节
目《梦梨园》，将呈现粤剧、潮剧、
汉剧、雷剧之美。

江苏卫视春晚以“幸福合家
欢”为主题，紧扣创意、情怀、人
文、科技等关键词，凸显年味。
晚会由李好、张纯烨、李响、王
珏、王晓亚、郭晓敏联袂主持。
在歌舞类节目方面，晚会将突出
兔年元素；语言类节目方面，喜
剧演员以喜剧创作呼应百姓生
活话题。晚会还将茶百戏、绒
花、木偶戏等多种非遗文化项目
贯穿始终。

这场晚会还特别策划了“青
年强则国强”主题板块，邀请“奋
斗者号”主驾驶、港珠澳大桥工程
师等各行各业优秀代表，讲述青

春故事。嫦娥三号、四号，天问一
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等科技
文 化 界 名 人 也 将 共 聚 一 堂 。
2023年杭州亚运会举办在即，多
位歌手将以主题组曲形式致敬体
育精神。

情景剧《炊事班的故事》主演
范明、句号、洪剑涛将时隔 20 年
后重聚晚会，演绎炊事班的“番
外”故事。晚会还将借文化节目
《我在岛屿读书》的热度，邀请祝
勇、欧阳江河等文坛大家登台。

“梅花奖”获得者傅希如、付亚
红、王婉娜、刘帅毅等戏曲演员，
也将登上晚会舞台。

今年，2023 全球华侨华人
春 节 大 联 欢（简 称“ 华 人 春
晚”）的主题为“同心共圆中国
梦”，展现华人骄傲。今年晚会
迎来了更多华侨华人参与节目
表演，有马来西亚华裔尤长靖、
泰国华裔郑乃馨唱出千年诗
词，还有英国华裔释小愿展示
中华武术。

新技术带来节目新创意，
打造非凡视听感受。不仅有中
国顶级二胡演奏家金玥和中国
琵琶大师方锦龙斗乐，更有湖
南卫视数字主持人小漾击起新
春鼓，打造兔年的“国乐元宇
宙”。此外，舞者将化身飞天神
鸟——妙音鸟，从敦煌茶盏上
破壁苏醒，带来婀娜舞姿。

春节期间浙江卫视有两台
晚 会 与 观 众 见 面 ，分 别 是

“2023 越剧春节联欢晚会”和
“2023美好中国新歌会”，前者
定档1月22日大年初一19：30
播出，后者定档 1月 25日大年
初四21：10播出。

“2023 越 剧 春 节 联 欢 晚
会”将以“越韵迎春”“越声逢
春”“金曲诵春”三大篇章呈现
新春舞台。多位获得过“梅花
奖”的越剧名家以及新生代越
剧演员将登台献唱，带来《红楼

梦》《梁祝》《五女拜寿》等经典
剧目。同时，越剧春晚将承接
《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方
亚芬、陶慧敏、郑云龙三位节目
导师带领青年越剧演员各自成
队，展开由越剧知识趣味游戏
大比拼。

“2023 美好中国新歌会”
将由尚雯婕、张碧晨、张栋梁、
郑云龙召集30余名歌手，共同
演绎“为国风发声”“为挚爱发
声”“为潮流发声”“为励志发
声”四大篇章。

今年，北京卫视春晚将以
“我与春天有个约定”为主题，
立足“新起点、新征程、新拼
搏”。节目形式也更多元化，既
有传统的艺术类节目，焕发出
人文底蕴；也有喜剧王牌欢喜
集结，带来温情笑料。晚会的
参演阵容也是空前强大，包括
蔡徐坤、沈腾、马丽、雷佳音、王
心凌、周冬雨、宋小宝、郎朗等
嘉宾。

去年，由赵丽颖、罗晋、唐
曾等主演的电视剧《幸福到万
家》收视与口碑喜人。晚会上，
剧组将集结现身。梁天、杨立
新、刘金山曾齐聚北京卫视春
晚舞台，今年，他们将再次登台
欢聚。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
上，来自保定阜平县的马兰花
童声合唱团惊艳献唱，晚会也
邀请到他们，用歌声向观众送
上甜美、纯真的新春祝福。

今年，东方卫视将以“春满
东方兔年兔奋”为主题，弘扬新
时代海派文化，更融入“兔年”
新年特色元素，以“小家、大家、
国家”的家国情怀贯彻始终，全
面展示奋斗、奋进、奋发的新时
代中国形象。

晚会还邀请了各路演艺界

嘉宾和艺术大家，包括出现在
2022 年热播剧集《破晓东方》
以及《极限挑战》《爱乐之都》
《我们的歌》等高口碑综艺中的
嘉宾。此外，王心凌、廖昌
永、龚俊、岳云鹏、
贾乃亮、邓超等
也官宣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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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兔呈祥大湾区——广东卫视春节晚会

“炊事班”在江苏卫视春晚上演番外故事

赵丽颖登上北京卫视春晚

方锦龙、金玥斗乐“华人春晚”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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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袁枚的《随园诗话》，频繁出现的
惊异是：感人至深的诗句，被岁月埋没的
真不少。在现代人的阅读范围，以还乡
为题材的旧体诗，朗朗上口的有限，不是

“未老莫还乡”就是“儿童相见不相识”。
以下两句，摘自《除夕》：“今夜不眠非守
岁，防他有梦回家乡。”作者郑德基，清朝
人，穆太守的仆人。我以为，乡思至此，
算是“写尽”了。且想想，一年中专为团
圆而设的夜晚，栖迟他乡，守岁的古老风
俗依然恪守，但这被人描摹为“回归‘种
子’状态，为春之萌发作准备”的举措，被
赋以别样的意蕴——预防做梦。

本来，梦非人可控驭，没有预写剧
本、作彩排才正式出台这回事。凄冷此
夜，拥被而眠，梦也许美，也许糟糕。不
过，因白天受尽思念的煎熬，入梦之后，
最大的可能，不是回到遥远的家乡，就是
看到倚闾望儿的亲娘。若然，岂不心如

刀割？是故，不合眼，堵死梦入侵的渠道
是必要的。

今夜，我和这位被袁枚誉为“青衣名
士”的草根诗人一样，异乡度除夕。遗憾
的是，并没有守岁，比平日晚睡，看了几
台华人庆祝春节的文娱节目，午夜将临，
便上床去；却难以入睡，郑德基的诗句萦
绕不去。

今日之我已成老翁，如果能回家乡
过春节，一定守岁一次，以填补生命的空
白。地点须选在村中的祖屋，一个人足
矣。神龛在阁楼上，带薰衣草香的线香
插在四周，端坐于酸枝椅上。四五十年
前祖父也这样坐着，咕噜咕噜地抽水烟
筒，我却远离烟草和酒精。蟋蟀唧唧，风
声在天井上的铁皮盖上滑过，一串琶音
滚向北边的古老碉楼。

陪伴的是回忆。那是上个世纪的五
十年代，我家乡并无彻夜不睡的风俗。

别说小孩，大人也只是早起而已。我家
在小镇开文具店，相当殷实。晚间，我和
弟妹早早就寝，为的是明天起个绝早，摸
黑到街上捡“炮仗”。上床前，踌躇满志
地检视床头，那儿有崭新的衣服、袜子和
鞋子，母亲或者祖母放的。和郑德基的
诗句相反，梦没有例外地是充满红包的
喜庆色彩。凌晨四五点，第一波鞭炮在
远近炸响，必被惊醒。大人昨夜点的煤
油灯破例没被吹熄，是一年中仅有的

“长明”。灯光中，穿上带樟脑味的新衣
服 ，衣 袖 和 裤 腿 必 定 太 长 ，要 卷 起 两
截。鞋子也太大。然后，神气活现地走
下木楼梯。在楼梯口响亮地说：“嫲嫲，
周年旺相！”这一句，是老人家教的，大
年初一第一次开口必须是它。祖母从
弥漫油香的厨房里走出，呵呵笑着，好，
好，大吉大利！边说边把冰凉的一小块
塞进我嘴里，那是红糖。年年如此，直

到家道败落。
陪伴的还有冥想。黑暗中，对面墙

壁上的炭相依稀可辨。相片中的祖父、
祖母活过来了。祖父背唐诗的声音，祖
母叫唤猪崽的声音。想到自家在地球绕
过的圆圈。继而，无所思。只有黑暗，浩
大无边，默默涌流。继而，鸡声和爆竹声
争先恐后，新春莅临。

并非巧合，不止郑德基，苏东坡的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二》有：“病眼
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更往上
溯，唐人高适的《除夜作》有“旅馆寒灯独
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
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三首写除夕夜的

“客心”，均涉及“不眠”。高适守旅馆寒
灯，直抒怀抱。苏东坡呻吟于病。郑氏
作为晚辈和模仿者，诗句直白，以“防梦”
别开生面。论冲击力，我愿逆名人效应
而行，选郑氏这两句。

2023年1月21日/星期六/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 / 美编 关彩玉 / 校对 李红雨 A7花地
E-mail:hdzp@ycwb.com

看见秋天

就想起二龙山，想起那棵

被黄叶妆点的枫树

那个秋天真好

有蓝天，有清爽的风

有长发及腰的你

秋天很快就过去

枫树的叶子绿了，南归的

鸟儿在树枝搭建了窝窝

整个夏天，树上总有

说不完的鸟语

此刻，枫叶渐黄

鸟儿飞往更南的南方

树下，除了老了一年的长椅

就只剩下，安闲的阳光

寂静的我

每次看到电视上的棒球或垒球
比赛，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儿时
玩的游戏——打嘎，我和小伙伴叫
它“打筹（音）仔”。我们常在夏天秋
天下午打嘎。

那时，家住公社大院里，出家门
往左，走出那棵枝繁叶茂的龙眼树
的荫蔽，就是水泥地面的篮球场，篮
球架底线外约 6 米是一排瓦面平
房，平房与篮球场之间是一片平整
的泥土地。对面篮球架后面是公社
大礼堂。这片泥土地和篮球场就是
我们打嘎的最佳场地。

打嘎的器材很简单，一长一短
两根木棒，一根长 30至 40厘米，比
擀面杖略粗，叫嘎棍；一根长约 15
厘米，如成人的拇指大小，把一头如
铅笔一样削尖，也可以两头都削尖，
锐尖磨圆如梭，我们称之为嘎。

最简单的打嘎是一手拿嘎棍一
手拿嘎，嘎棍在下，嘎在上，成十字，
用嘎棍由下往上击打嘎使之弹起，
嘎落下时再接续击打，以击打次数
多者为胜，就像踢毽子和颠球一样。

另一种打嘎也简单，两三个小
伙伴一起，在篮球场上，先说定一个
数，比如一千、两千，然后石头、剪
刀、布决定开棒的先后顺序。第一
个开棒的，把嘎放地上，蹲下，一手
握嘎棍，用嘎棍敲打嘎的棒尖，嘎受
力蹦起，升腾到最高点后垂直落下，
用嘎棍对准嘎尽力击打，嘎被击中
后如短矢呼啸，力竭而坠。这看似
简单，其实也考验技术、手眼身法的
反应与协调和力量的把握，磕轻了，
嘎飞不起来，没等你抡起棍，嘎已经
落地。劲过重，嘎蹦跳太高，难以一
击即中，击中嘎的中腰的难度更
大。等嘎坠地后，我们开始用嘎棍
当尺，从起点到落点，一五一十地丈
量，算数，最先达到目标数者赢。

我们更喜欢的是另一种众人一
起玩的打嘎。

在平房与篮球场间的泥土地上，
距篮球场底线一米或两米处，与底线
平衡划一条线，线上定一个点作为端
点，沿端点与线垂直挖一个凹槽，然
后划拳（人少时）、抽签或抓阄（人多
时）决定谁先开棒。打嘎者先把嘎横
放在凹槽上，双手紧握嘎棍一头，双
脚站在凹槽两边扎好马步，弯腰，把

嘎棍另一头置于凹槽里，紧贴横放的
嘎，抬头看小伙伴们散布在篮球场上
的位置，挺腰发力把嘎挑向远离小伙
伴们的地方。小伙伴们呼喊着，一边
望着嘎飞行的方向一边奔跑着，跳跃
着，争抢着，能直接接住嘎的不多，大
多数是嘎掉落地上了，手快的才抢
到。打嘎者将嘎挑飞后，把嘎棍横放
在凹槽中间，站在一旁自得地看热
闹。接住或是抢得嘎的小伙伴，扭扭
腰，活动胳膊，拿着嘎对准横放在凹
槽上的嘎棍瞄一瞄，再活动一下手
腕，然后左腿在前，右腿在后成半弓
步，向右拧腰，拿着嘎的右手向后抡
起，随后脚跟转动，拧腰，抡起的手借
助腰力、腕力将嘎对准嘎棍投掷，掷
中了，欢呼声、掌声一片，投掷者在欢
笑声中蹦跳着过去成为新的打嘎
者。掷不中，打嘎者拾起嘎，重复游
戏。打嘎时，也有打空，丢棒的，引来
伙伴们的哄堂大笑……

晚霞满天，有些下了班的大人
也会站在屋檐下的走廊里看我们打
嘎，当嘎被击打飞过篮球场撞到大
礼堂的墙上掉下来，或从礼堂的大
门飞进礼堂时，大人们也会竖起大
拇指：“好眼界，好力量！”随后擦擦
手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而母
亲总是担忧：“小心，别打到人！”

我做过好几副嘎，有用同一段树
枝做的，也有不同的树木做的。那时，
煮饭烧水主要还是用木柴，木材很容
易找，选好了木材，一番刀砍斧削，打
磨抛光，力求轻便、光滑、硬实。也有
的小伙伴嫌麻烦，找来一段树枝，量好
尺寸，锯掉两头，树皮也不削就拿来打
了。慢慢的，我认识了不少的树木，熟
悉了一些树木的特性，同样的场景同
样的击打力量，龙眼树、石榴树做的嘎
就要比白兰树、翻白叶树做的嘎飞得
更远。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有
同学把嘎放在书包里带回学校，中午
和放学的时候玩得不亦乐乎。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游戏最初
叫“击壤”，在远古帝尧时期就开始
了，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游戏，打嘎、
打尜、打苏、打梭……大江南北，长
城内外，地域不同，称谓不同，规则
各异。这些年，走过不少地方，却再
也没有见过有人打嘎，其乐融融的
场面已成为一种回忆……

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了读书还
是为了写字，也可能是为了用电脑
方便？总之在每个房间都摆了一张
书桌，这很能反应某种内心的不安
全感，在当时的潜意识里一定认为
书桌是刚需，必须随时随地可以支
配，甚至当时说不定曾怀揣着一个
梦想，而书桌是追求梦想的一个必
要介质。一定是的，不然怎么可能
在每个房间里都摆一张书桌？

几张书桌日常的主要用途是放
置书、水杯、台灯，或者一些随意的
瓶瓶罐罐啥的，有时候很凌乱，有时
候空着，迄今为止也很少坐在书桌
前读和写。购置书桌的初衷是什
么？忘了。

也许想过画画？燃香？想过靠
着书桌，听着音乐，构思想了一百遍
的故事？然而，似乎什么也没有。
每天上班的时间已经完全和电脑捆
绑在一起，回到家便看都不想多看
电脑一眼，至于原来幻想的书画艺
术文学之类，需要批量的时间和从
容的心态，特别是一种状态，一种真
的很想表达的状态，静水深流的状
态。很遗憾，一直没有。

所以，我的书桌们就这样被我

辜负了，到头来变成了置物架。
人在激动（心血来潮）的时候以

为很容易实现的事，无论多么信誓
旦旦，如果不是势在必行，不是痛定
思痛，不是自己认定了绝不回头的
事，它只要还需要酝酿和培养，后来
都有可能成为镜花水月，很多想法
最终只是想法。一念起，放飞自我，
一念灭，仍然是放飞自我。可我们
还是会有各种止不住的想法产生，
这大约就是生活。那些明明灭灭的
理想的小火苗，时不时冒出来照亮
一下混沌的内心小世界，它可能是
来帮我们抵御现实里的不安和动荡
的，也可能是来抚慰我们挣不脱的
枷锁的。

念想还是要有的，尤其是充满
浪漫主义情怀的念想，它总是散发
着春天的阳光的味道，温润的清香
的想入非非的味道，这样的味道，
对现实中规规整整的日子充满了
蛊惑。

书桌安安分分地等待着我的垂
青，各种时不时冒出来的想法浮浮
沉沉。在岁末居家的这些天里，我
的书桌终于发挥了本来的功能，体
现出“无用之用”的担当了。

这种游戏最初叫“击壤”，在远古帝尧时期就开
始了，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游戏，打嘎、打尜、打苏、
打梭……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地域不同，称谓不同

一念起，放飞自我，一念灭，仍然是放飞自我

白天受尽思念的煎熬，入梦之
后，最大的可能，不是回到遥远的
家乡，就是看到倚闾望儿的亲娘

□朱东锷打嘎时光

今夜不眠非守岁 □刘荒田[美国]

无用的书桌 □武桂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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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秋天
□周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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