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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7月17日，午后天气闷热，但
一场特殊的血社火表演正在秦岭北麓一
个小乡村中进行。一条笔直宽广的道
路，串联两个村庄，七组表演者搭上七辆
小三轮车，外加一个锣鼓队，沿着路一直
走，用血社火的形式还原花馍上的家暴
场景。

“我找了村里的秦腔自乐班，他们很
乐意参与这次活动，凑齐了七组男女来
表演，再加上七个帮忙驾驶三轮车的。”
邱尚贤提到，“演出前一两天，有一支锣
鼓队知道我们的想法后，当天自己开着
车过来帮忙奏曲，这些叔叔阿姨都非常
热情，他们天然觉得家暴是不对的，这是
在做好事。”

血社火的扮相大多血腥恐怖，但由
于是业余班底，在最后的妆面设计上并
不专业，更多是借鉴其手法，黢黑的眼眶
和淌血的嘴角虽画得略显粗糙，但却似
经受家暴后的伤痕，触目惊心。

在关中农村的这条大路上，
朴实的业余演员们收拾好扮相，
在锣鼓乐中演绎一系列家暴场
景：丈夫狰狞着面目怒踹妻子、
老汉用劲扯着媳妇的头发，更有
甚者持刀具作砍人状……“没有
过多的旁白解释，就这样一路走
着，但有村民一看就懂了，就说
这是家暴。”邱尚贤说道。当天
这场血社火大概持续了三个小
时，数百名村民围观讨论。

“血社火也有祭祀的用处，
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样的艺术表
演，告慰曾经遭受家暴的关中妇
女 们 ，也 祈 祷 不 再 有 家 暴 发
生。”邱尚贤完成了她的作品，
在增补更多的调研后，次年将这
组艺术作品展出。

这组作品让邱尚贤收获不
少。血社火表演队伍里的一位
阿姨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一直默默忍受着家庭暴力，身心
俱疲。表演结束后，她终于开
口，将多年的苦楚讲给了邱尚贤

听。“很多被家暴的妇女都觉得这是家事，
羞于对外人说，这次能让她们隐藏的伤痛
得到一点释放，我就觉得很庆幸了。”但邱
尚贤没想到作品会有这么高的热度。

很多市民观展后，为《关中印象之打
到的媳妇揉到的面》所打动，将其发上社
交平台，一度冲上热搜。多条留言讲述
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讲述家暴的残忍和
危害，纷纷对家暴说“不！”邱尚贤在置顶
留言中说：家暴没有性别，愿更多人关注
到这个公共问题。

在众多留言里，邱尚贤尤为一张贴
图触动。甘肃一家普通的面馆里，墙上
赫然挂着那句俗语：打到的媳妇揉到的
面。这句话经年流传，被店家挂上去或
许只是作为一个装饰品、一种当地文化
的宣传，而店家和许多顾客可能仍没有
意识到这句日常俗语背后的“不正常”。

2023 年 7月，在秦岭
北麓的这个小乡村里，邱
尚贤寻来的七位陕西关
中妇女团围一桌，系上围
裙，倒水和粉，扯出面团，
在案板上反复揉捏——
她们从小听着那句俗语
长大，“这人呢，就和面片
一样，就是打得媳妇听话
咧，把面就揉好咧”，彼时
她们聚在一起，这些曾目
睹或亲历家暴的“巧媳
妇”们将用熟悉的面，将
家暴场景捏制成花馍。

七组场景的灵感来
自邱尚贤收集的全国家
暴案例，有丈夫猛拽妻子
头发、丈夫当街扇妻子耳
光、丈夫用竹棍击打妻子
头部等场景。边做花馍
边聊天，邱尚贤希望能听
到更多：“但阿姨们起初
非常回避，不大愿意讲这
些事情，说着说着也会突
然收住，就算自己没经历
过，也会说去讲别人家的
事情不好。”

还是请来的花馍老
师张姐先开腔讲述了自
己朋友的故事：“一板砖
就是一个血洞，那血哗哗
地流，从隔壁借来一卷卫
生 纸 ，都 不 够 用 ，捂 不
住！”大家追问后续，张姐
叹息着说，那位挨打的妇
女不敢离开，“她说，我不
和他过，我儿子可能娶不
到媳妇。她也有个阴影，
她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只
要消失不了，逃到哪他都
能找到我。她不敢嘛！”

邱尚贤记得，在场的
妇女们听完这个故事都
沉默了。“这是同为女性
天然的共情力，我们都知
道那个挨打的妇女在怕
什么。”她回忆道，“有一
个人开始讲述，阿姨们也
慢慢说起来。”

“她家老汉一拳打过
去，就把她四个门牙打掉
了。”“隔壁那家的儿子，
把他妈踩在地上打”“我
生了个女儿，我婆婆说丢

到 关 中 环 线 上 都 没 人
捡”……越来越多的故事
在展现，闻者惊心；七组
花馍也在农妇们的巧手
下逐渐成形，“阿姨们会
做馍，但场景化的花馍大
多是头一次做，但她们很
用心，会小心给那个被挨
打的女子点上眼睛，涂上
伤口。”邱尚贤说道。

为了感谢农妇们的
帮忙，邱尚贤还准备了一
些鸡蛋和洗衣粉，“后来
发现准备少了，有位阿姨
没收到，但她说，没关系
的，阿姨支持你做好事，
不要紧。”

“我印象中的母亲，
和蔼慈爱。这样柔和的
形象，被放在这句话里，
像被摔打揉捏的面。这
种暴力让我震撼，这种反
差也让我不安。”邱尚贤
回忆起听到这句俗语时
的心情，“后来我跟很多
当地妇女聊天，发现她们
是听着这句话长大的。”

在西安美术学院就
读的邱尚贤开始萌发用
艺术的形式，重新阐释这
句俗语的念头，她选用了
花馍和血社火这两种陕
西传统文化。关中农村
妇女个个都会做面食，巧
妇们会用面制作出百种
造型，蒸制成花馍，供逢
年过节祭祀、婚丧嫁娶等
活动时的不同用途。“花
馍”又被称作母亲的艺
术，而将面食文化传承和
弘扬的母亲，却成为被揉
打的“面”。

“我觉得这特别有讽
刺意味，所以希望用花馍
来呈现家暴场景。”邱尚
贤解释道，“血社火是关
中盛行的一种社火种类，
表演者的妆容会化得非
常血腥恐怖，比如头上顶
着一把刀，脸上是血窟窿
之类的，但表演的内容大
多是惩恶扬善，最后的指
向是正义的。”她想将花
馍所呈现的家暴场景，搬
到血社火里，完成一场社
火演出。

2023 年 4月起，邱尚
贤顺着最初的想法开始
深入调研。大二时她曾
在秦岭北麓某个村庄有
过驻村工作的经历，熟门
熟路，如今她又回到这个
村里。朋友在村里开着
一间民宿，空闲时就骑着
小三轮，带着邱尚贤在村
里转悠，上门与村里的妇
女们沟通。“就是唠嗑，慢

慢地跟她们讲我们的想
法，我希望邀请她们来制
作这样独特的花馍。”邱
尚贤回忆道，“阿姨们都
很淳朴善良，一开始会不
大愿意参加，但她们其实
心里都很支持我做这件
事，是担心自己捏不好。”
后来，邱尚贤找来花馍老
师 张 姐 ，当 起“ 艺 术 指
导”，得知有人指点，村里
的妇女们才逐渐松口，同
意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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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到的媳
妇揉到的面”，
意思是要不停
地揉，才能揉出
筋道的面；要不
断地打，才能打
出听话的贤良
媳妇。这句在
陕西、甘肃地区
广为流传的俗
语，一度令西安
美术学院学生
邱尚贤感到震
惊：家暴这一陋
习甚至涉嫌犯
罪的行为，与当
地极为重要的
面食文化被放
置到了同等地
位，长久以来被
隐性地合理化、
趣味化。这句
俗语背后，承载
了多少当地农
村妇女们曾遭
受的身体或精
神上的暴力苦
难！

在 进 一 步
深入了解和调
研后，邱尚贤决
定用当地的传
统 文 化 —— 花
馍和血社火来
重 现 这 种 苦
难。 2024 年 6
月，《关中印象
之打到的媳妇
揉到的面》艺术
作品在西安展
出，一场由村民
和艺术家共同
完成的“家暴社
火”就此登上热
搜，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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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龙德元期盼的宽裕生活始终没有到
来——一年的烤鸭店经营以失败告终，两年航
海辛辛苦苦赚来的资金全部投入其中，最终一
无所获。

在2016年，为了维持生活，龙德元选择了
外卖小哥这个职业。这份工作时间自由，让他
能挤出时间来学习编曲和进行创作。歌曲创
作出来了，龙德元就自己花钱请音乐工作室编
曲，一首歌花费 3000 元。“夏天送冰爽之中有
我/冬天送温暖之中有我/烈日寒风中有我/忙
碌人群身影中有我……”就是龙德元在 2018
年上传至QQ音乐的《外卖哥》。

自费请人编曲花费不菲，于是龙德元就想
自己学会编曲，便可以省下一大笔钱。2020
年，他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音乐人左酷。左酷
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龙德元便在朋友的引
荐下，开始在左酷的工作室学习音乐创作。学
习编曲的学费为 8000 元，这对龙德元来说不
是一笔小数目，但自己的“音乐梦”近在眼前，
他还是咬咬牙攒钱交了这笔学费。

“我不想再等到生活富裕的时候再去学编
曲了。在当时我都快四十岁了，再等要等到什
么时候？”龙德元说。

为了方便自己经常去音乐工作室学习编
曲，龙德元在宁波市中心租了一间小房间，每
月租金1500元。“学编曲需要电脑和专门的软
件，我住得近些，就可以经常去那里学习。”

在专业的编曲软件上，他第一次学会如何用
鼓、贝斯、吉他等乐器，学会了区分不同乐器的音
区；软件上的乐器标识都是英文，龙德元看不懂，
只能自己摸索着慢慢熟悉。每天结束工作后，龙
德元用电脑和midi键盘学习音乐知识，常常一
学就学到了第二天凌晨；熟悉了编曲软件后，龙
德元便自己购置了一台电脑，放在出租屋的小木
桌上，这样一送完外卖就能钻研编曲了。

靠着勤奋，龙德元先后创作并录制了《也
许我不该》《外卖哥》《人心隔肚皮》等作品。歌
曲上传后，偶尔会有人评论“还不错”；尽管正
面反馈不算多，但龙德元乐在其中。他也曾受
到冷嘲热讽，“有些人觉得我这么大年纪还干
不正经的事，觉得我这么一个普通人想做音乐
真是异想天开，没什么实际用处，也不现实。”
但龙德元不气馁：“他们看不懂我的努力，我喜
欢音乐，热爱音乐，无论这条路多么难走，我都
想走到最后。”

龙德元的“音乐梦”再
次被唤醒，是三年后，漂
泊在太平洋的渔船上。

2011 年，他和四个厨
师朋友看到舟山一艘远洋
捕捞渔船招工，捕捞地点
是秘鲁近海，保底年薪 5
万元，还可以根据捕捞鱿
鱼的数量加薪；但这份工
作的条件也很艰苦——捕
鱼船将离开中国整整两
年，其间吃住全在船上；
只有船只停靠秘鲁码头修

船 的 2 个 月 期
间，船员们可以
下地游玩，其他时
间每天都在船上
捕鱼。

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龙德元从
饭店离职，和几个
厨师朋友一起踏
上了前往秘鲁的
渔船。龙德元知
道海上航行必然
会很孤独，为了打
发时间，他在出海

前买了一台 DVD 机和 10
多张歌碟，歌碟里有刘德
华，还有张信哲。

船出海十几天后，龙
德元才意识到远洋捕捞生
活比自己想象得更枯燥：
船舱狭窄，一个船舱里住
了 六 个 人 ；船 上 没 有 信
号，龙德元只能每半年给
贵州老家打一次卫星电话
报平安。船只航行两个月
抵达秘鲁近海后，龙德元
每天把捕捞鱿鱼的钩子扔
下海，扔下用于吸引鱿鱼
的 发 光 棒 ，等 待 鱿 鱼 上
钩，再把重达一百多斤的
鱿鱼拉上船，运气好时一
天能钓到十几只鱿鱼。

“我们上船前谁都不
知道，以为去 钓 鱼 很 轻
松，却没想到这份工作那
么累那么无聊。”龙德元
笑着说。捕捞途中，当初
与龙德元一起应聘船工
的其他几人因受不了远
洋 捕 捞 的 辛 苦 ，纷 纷 放
弃，搭上前来装鱿鱼的货

船回国。只有龙德元坚
持了下来。

在这段枯燥的日子
里，音乐成了龙德元对抗
无聊的方法。休息时听着
DVD机播放歌碟，他突然
有了自己作词作曲的想
法。于是，每当船上夜深
人 静 时 ，他 就 一 个 人 跑
到 渔 船 船 头 ，一 边 在 笔
记 本 上 写 词 ，一 边 把 歌
词哼唱出来。在简陋的
创 作 条 件 下 ，龙 德 元 靠
着 哼 唱 创 作 了 三 首 歌
曲 。 然 而 ，由 于 他 不 懂
编 曲 ，写 出 来 的 歌 只 能
停留在笔记本上。

龙德元的远洋捕捞
生涯在 2013 年结束。回
程后，他领到了将近20万
元薪水，算是他人生的第
一笔巨款。他拿着这笔钱
在宁波一家农贸市场附近
开了一家烤鸭店。他想通
过开店再多赚些钱，等自
己有足够的资金就去学习
音乐创作和编曲。

龙德元是苗族人，老家的小村庄位于贵州凯里，不远处就
是网红“村超”所在地贵州榕江。不论是苗族的传统节庆活动，
还是激情“村超”，现场的人们都会尽情载歌载舞。龙德元小时
候便喜欢苗族歌舞，“我爸他们就常唱山歌，喝酒时会唱，村里有
人结婚生小孩的时候会唱，未婚的男生到女生家里时也会唱。”

龙德元虽自认才华平平，但他深受民族艺术氛围的影响，
对音乐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小学时代，他就开始尝试将
流行歌曲的歌词改编成苗语，包括当时的热门情歌《等三年》
《红尘情歌》和《下定决心忘记你》等。由于害羞，龙德元只将这
些歌词记录在本子上，从未在人前公开演唱过。

贵州多山，龙德元有两个哥哥。家中五口人，种地和伐木
是主要收入来源，上学的学费都难凑，更谈不上支持龙德元实
现他的“音乐梦”。因此，在高中毕业后，龙德元没有继续学习，
而是与朋友一起从事伐木工作以赚
取生活费用。后来，他的二哥在浙江
温州的眼镜厂工作，便介绍他前往当
电镀工。

在电镀工作了三年之后，他的二
哥回到老家教书，龙德元则前往宁波
打工。最初，他在一家小餐馆里打杂，
随后学会了配菜和炒菜，最终成为了
一名厨师。在厨房的烟火与劳碌中，
龙德元的“音乐梦”暂时被搁置了。他
曾在QQ空间发过一条说说——“为
什么好几次都梦见自己写歌？难道上
辈子我是歌手？”他梦见自己成了一
名音乐人，写歌并发布了专辑。

边送外卖边写歌
龙德元：写歌是我的梦想，等富裕了再做，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夏天送冰爽之中有我/冬天送温暖之中有我/都是为了碎银几两奔波/我是一个外卖
哥/一个不甘平凡的外卖哥/走遍城市的每个角落/只为寻找我想要的生活……”

这是QQ音乐上一位叫作“原创骑士”的用户上传的歌曲《外卖哥》。点开歌曲的作者
页面，这首歌从作词作曲，再到编曲混音，都是由“原创骑士”一手完成。现实中，这位“原
创骑士”其实是浙江宁波42岁的外卖小哥龙德元，《外卖哥》是他酝酿近一年的一首歌。
除此之外，龙德元还上传了《别理会世俗眼光》和《人心隔肚皮》等五首原创歌曲。

龙德元每天早上7点开始接单送外卖，晚上8点下班回到出租屋里学习乐理知识，有
灵感时在小木桌上的电脑前写歌创作。尽管生活不算富裕，但龙德元乐在其中。“写歌是
我的爱好和梦想，如果等到我生活富裕了再做，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呢？”龙德元打趣着说。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 图/受访者提供

小学时将流行歌歌词改为苗语1 远洋渔船上的创作梦2

边送外卖边写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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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德元坐在自己用于编曲的电脑前

血社火表演现场

血社火表演现场

2023 年 7 月，在关中乡村中，一场呈现家暴场景的血社火演出

2023 年 7 月，几名关中妇女制作呈现家暴场景的
花馍，并讲述自己亲历或目睹的家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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