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云县文化艺术志》

编纂领导小组：

组 氏：曹光留

剐组长：黄可创

成 员：林祖昌、刘丽珠、林铁欢、金文汉、黄远明、麦 浪

编纂组：黄可创、甘风华、刘忠福、龙 正、廖世和

责任编辑：黄可创、甘风华 ，

封堆f设计：覃乃系

封耐题字：覃乃系



读 志 随J曲l题

(代 序)

感

悠悠的泗水河，低浅吟唱，沿着历史的弯曲，流过岁月的坎坷，奔向那造福人民的澄碧

湖。水源洞清泉，滋润出凌云的奇山丽水，风流人物。

不须说，凌云远古的文物幽迹，近代的壮士诗赋，就当今的丽章佳曲，书画神作，便惹

你神往、迷恋。这些灿烂的文化艺术珍品，虽说不出世惊人，但亦见凌云儿女的智慧和勤奋之

光。一曲“水源洞"民歌，牵动着多少人的情怀!似梦幻、是寻觅，凡登临凌云的人，都对

凌云的山、水、人、情阐发了想象，羡慕而赞叹!

无疑，凌云悠久的文化，历经时代的演变，继承与发展，坎坷与教训乃需我们去总结，

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辩证地、实事求是地记载凌云文化的变化发展。如今，它既镌刻

成志书，必然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愿凌云的子孙后代，常以此为镜，是诗、是文、

是画、是tflt、是雕、是舞、是戏，知其益，更须知其难，知其远，知其志，知其责。

创 甘

·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庀 例

一．本志编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凌云文化艺术事业的历史本来面目，以求起到存

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三、本志录事上自一。五三年，下限一九八九年，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编纂的重点放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个时期。
。

四、本志资料来自现存档案、史料、报韵文章，以及文化界老同志、民间老艺人和知情

人士所提供的口碑资料、文字资料。对所有资料均经过核实查对，编纂时，坚持突出了时代

特点、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

五、本志以志为主体，表、录分别附子有关章节，表述方法以章统节、以节统目，文字

采用记叙体。

六、数目字除引文序饲，历史年号外，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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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子戏⋯⋯⋯⋯⋯⋯⋯⋯⋯⋯⋯⋯⋯⋯⋯⋯⋯⋯⋯⋯⋯⋯⋯⋯⋯⋯⋯(81)

4、凌云壮戏⋯⋯⋯⋯⋯⋯⋯⋯⋯⋯⋯⋯⋯⋯⋯⋯⋯⋯⋯⋯⋯⋯⋯⋯⋯⋯(81)

5、瑶族民间传统舞蹈⋯⋯⋯⋯⋯⋯⋯⋯⋯⋯⋯．．．⋯⋯⋯⋯⋯⋯⋯⋯⋯⋯(82)

二、表演团队的组织及主要活动⋯⋯⋯⋯⋯⋯⋯⋯⋯⋯⋯⋯⋯”⋯⋯⋯⋯⋯⋯‘(82)

1、泗城业余剧团⋯⋯⋯⋯⋯⋯⋯⋯⋯⋯⋯⋯⋯⋯⋯⋯⋯⋯⋯⋯⋯⋯⋯⋯(82)

2、那巴、六作、那荷业余剧团⋯⋯⋯⋯⋯⋯⋯⋯⋯⋯⋯⋯⋯⋯⋯⋯⋯⋯⋯(82)

3、伶兴业余剃团⋯⋯⋯⋯⋯⋯⋯⋯⋯⋯⋯⋯⋯⋯⋯⋯⋯⋯⋯⋯⋯⋯⋯⋯(83)

4、新寨兰靛瑶族业余文艺队⋯⋯⋯⋯⋯⋯⋯⋯⋯⋯⋯⋯⋯⋯⋯⋯⋯⋯⋯(83)

第二节书法工作者协会⋯⋯⋯⋯⋯⋯⋯⋯⋯⋯⋯·“⋯⋯⋯⋯⋯⋯⋯⋯⋯⋯⋯⋯(83)

一、组织机构⋯⋯⋯⋯⋯⋯⋯⋯⋯⋯一⋯⋯⋯⋯⋯⋯⋯⋯⋯⋯⋯⋯⋯⋯⋯⋯⋯。(83)

二、书法展览简况⋯⋯⋯⋯⋯⋯⋯⋯⋯⋯⋯“．．．⋯⋯⋯⋯⋯⋯⋯⋯⋯⋯⋯⋯⋯·(84)

三、艺术成果··⋯⋯⋯⋯⋯⋯⋯⋯⋯⋯⋯⋯⋯⋯⋯⋯⋯⋯⋯⋯一⋯⋯⋯⋯⋯⋯”(85)

四、书法教学及主要社会活动⋯⋯⋯⋯⋯⋯⋯⋯⋯⋯⋯⋯⋯⋯⋯⋯⋯⋯⋯⋯⋯(85)

第十二章文化艺术成果⋯⋯⋯⋯⋯⋯⋯⋯⋯⋯⋯⋯⋯⋯⋯⋯⋯⋯⋯⋯⋯⋯⋯⋯⋯⋯(86)

第一节文学⋯⋯⋯⋯⋯⋯⋯⋯⋯⋯⋯⋯⋯⋯⋯⋯⋯⋯⋯⋯⋯⋯⋯⋯⋯⋯⋯⋯(86)

一、有影响的历史遗文⋯⋯⋯⋯⋯⋯⋯⋯⋯⋯⋯⋯⋯⋯⋯⋯⋯⋯⋯⋯⋯⋯⋯⋯(86)

1、水源洞口对联⋯⋯⋯⋯⋯⋯⋯⋯⋯⋯⋯⋯⋯⋯⋯⋯⋯⋯⋯⋯⋯⋯⋯⋯(86)

2、吴氏夫人墓碑诗⋯⋯⋯⋯⋯⋯⋯⋯⋯⋯⋯⋯⋯⋯⋯⋯⋯⋯⋯⋯⋯⋯⋯(86)

3 《濮爽通史》稿⋯⋯⋯⋯⋯⋯⋯⋯⋯⋯⋯⋯⋯⋯⋯⋯⋯⋯⋯⋯⋯⋯⋯(87)

4、钓鱼台诗刻⋯⋯⋯⋯⋯⋯⋯⋯⋯⋯⋯⋯⋯⋯⋯⋯⋯⋯⋯⋯⋯⋯⋯⋯⋯(89)

二、发表在地、市级刊物的作品目录⋯⋯⋯⋯⋯⋯⋯⋯⋯⋯⋯⋯⋯⋯⋯⋯⋯⋯(90)

三、发表在省级以上刊物的作品目录⋯⋯⋯⋯⋯⋯⋯⋯⋯⋯⋯⋯⋯⋯⋯⋯⋯⋯(100)

四、学术论文⋯⋯⋯⋯⋯⋯⋯⋯⋯⋯⋯⋯⋯⋯·⋯⋯⋯⋯⋯⋯⋯⋯⋯⋯⋯⋯⋯一(104)

五、书、文艺刊物及资料⋯⋯⋯⋯⋯⋯⋯⋯⋯⋯·⋯⋯⋯⋯⋯⋯⋯⋯⋯⋯⋯⋯”(104)

1、黄家德诗集⋯⋯⋯⋯⋯⋯⋯⋯⋯⋯⋯⋯⋯⋯⋯⋯⋯⋯⋯⋯⋯⋯⋯⋯⋯(104)

2、凌云大众简报⋯⋯⋯⋯⋯⋯⋯⋯⋯⋯⋯⋯⋯⋯⋯⋯⋯⋯⋯⋯⋯⋯⋯⋯(104)
3、凌云民众简报⋯⋯⋯⋯⋯⋯⋯⋯⋯⋯⋯⋯⋯⋯⋯⋯⋯⋯⋯⋯⋯⋯⋯⋯(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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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源洞》刊物⋯⋯⋯⋯⋯⋯⋯⋯⋯⋯⋯一⋯·⋯⋯_⋯⋯⋯⋯⋯⋯⋯··(105)

5、凌云民间音乐⋯⋯⋯⋯⋯⋯⋯⋯⋯⋯⋯⋯⋯⋯⋯⋯⋯⋯⋯⋯⋯⋯⋯⋯(105)

G、、凌云排歌⋯⋯⋯⋯⋯⋯⋯⋯⋯⋯⋯⋯⋯⋯⋯⋯⋯。_⋯⋯⋯⋯⋯⋯⋯(106)

7、溯城风物故!参⋯⋯⋯⋯⋯⋯⋯⋯⋯⋯⋯⋯⋯⋯一⋯⋯⋯⋯⋯⋯⋯⋯⋯。(106)

8、凌云石刻志⋯⋯⋯⋯⋯⋯⋯⋯⋯⋯⋯⋯⋯⋯⋯⋯⋯⋯⋯⋯⋯⋯⋯⋯⋯‘(106)

9、凌云舞蹈集成⋯⋯⋯⋯⋯⋯⋯⋯⋯⋯⋯～j⋯⋯⋯⋯⋯“⋯⋯⋯⋯⋯⋯‘(】06)

10、凌!j敬瑶集成⋯⋯⋯⋯⋯⋯⋯⋯⋯⋯⋯⋯⋯⋯⋯⋯⋯⋯⋯⋯⋯⋯⋯⋯(107)

11、凌云故事集⋯⋯⋯⋯⋯⋯⋯⋯⋯⋯⋯⋯⋯⋯⋯⋯⋯⋯⋯⋯⋯⋯⋯⋯⋯(107)

1 2、凌云谚语集⋯⋯⋯⋯⋯-．⋯．．．⋯⋯·⋯⋯⋯⋯⋯⋯⋯⋯⋯⋯⋯⋯⋯⋯⋯(107)

1 3、凌云戏剧志·⋯⋯⋯⋯⋯⋯⋯⋯⋯⋯⋯⋯⋯⋯⋯⋯⋯⋯⋯⋯⋯⋯⋯⋯”(10 8)

14、爱，不在保险柜里⋯一⋯⋯⋯⋯⋯⋯⋯⋯⋯⋯⋯⋯⋯⋯⋯⋯⋯⋯⋯⋯‘(]0 8)

15、中外文学之最⋯⋯⋯⋯⋯⋯⋯⋯⋯⋯⋯⋯⋯⋯⋯⋯⋯⋯⋯⋯⋯⋯⋯⋯(109)

第二节艺术⋯⋯⋯⋯⋯⋯⋯⋯⋯⋯⋯⋯⋯⋯⋯⋯⋯⋯⋯⋯⋯、⋯⋯⋯⋯⋯⋯“(109)

一、美术、书法、摄影⋯⋯⋯⋯⋯⋯⋯⋯⋯·：⋯⋯⋯⋯⋯⋯⋯⋯⋯。⋯⋯⋯⋯⋯⋯(109)

1、省级以上发袭、展览作品一览表⋯⋯⋯⋯⋯⋯⋯⋯⋯⋯⋯⋯⋯⋯⋯⋯(109)

2、地、r汀级刊物发袭、展览作t铺一览表⋯⋯⋯⋯⋯⋯⋯··⋯⋯⋯··一⋯⋯．．(¨0)

二、戏剧、藩乐、舞蹈⋯⋯⋯⋯⋯⋯⋯⋯⋯⋯⋯⋯⋯⋯⋯⋯⋯⋯⋯⋯⋯⋯⋯⋯⋯(1 1 3)

1、省级以{二发表、演出作品一览表⋯⋯⋯⋯⋯⋯⋯⋯⋯⋯⋯⋯⋯⋯⋯⋯(1l 3)

2、地(市)级发表、演出作品一览表⋯⋯⋯⋯一⋯⋯⋯⋯⋯⋯⋯⋯⋯⋯·(11 4)

第0肖 水源涮歌会⋯⋯⋯⋯⋯⋯⋯⋯⋯⋯·：⋯⋯⋯⋯⋯⋯⋯⋯⋯⋯⋯⋯⋯⋯⋯‘(]14)

第十三童风景名胜⋯⋯⋯⋯⋯⋯⋯⋯⋯⋯⋯⋯⋯⋯⋯⋯⋯⋯⋯⋯⋯⋯⋯⋯⋯⋯⋯⋯(1 15)

第一1y凌云二㈨q景⋯⋯⋯⋯⋯⋯⋯⋯⋯⋯⋯⋯⋯⋯⋯⋯⋯⋯⋯⋯⋯⋯⋯⋯⋯(11 6)

一一、女t 名⋯⋯⋯⋯⋯⋯⋯⋯·⋯⋯⋯⋯⋯⋯⋯⋯⋯⋯⋯⋯⋯⋯⋯⋯⋯⋯⋯⋯“(1 1G)

二、二十四景景点简介⋯⋯⋯⋯⋯⋯⋯⋯⋯⋯⋯⋯⋯⋯⋯⋯⋯⋯⋯⋯⋯⋯⋯⋯(116)

第二1了凌云续八景⋯⋯⋯⋯⋯⋯⋯⋯⋯⋯⋯⋯⋯⋯⋯⋯⋯⋯⋯⋯⋯⋯⋯⋯⋯⋯(1 21)

·、续八景景名⋯一⋯⋯⋯⋯⋯⋯⋯⋯⋯⋯⋯⋯⋯⋯⋯⋯⋯⋯⋯⋯⋯⋯⋯⋯⋯‘(12j)

二、续八景简介⋯⋯⋯⋯⋯⋯⋯⋯⋯⋯⋯⋯⋯⋯⋯⋯⋯⋯⋯⋯⋯⋯⋯⋯⋯⋯⋯(】21)

第十殴章附记⋯⋯⋯⋯⋯⋯⋯⋯⋯⋯⋯⋯⋯⋯⋯⋯⋯⋯⋯⋯⋯⋯⋯⋯⋯⋯⋯⋯⋯(125)

一、凌云县加入各级j艾化艺术(学术)团体人员统汁表⋯⋯⋯⋯⋯⋯⋯⋯⋯⋯(125)

(·) 省级以上学术(协会)会员表⋯⋯⋯⋯⋯一⋯⋯⋯⋯⋯⋯⋯⋯⋯‘(]_25)

(二) 省级以上学j忙(学会)会员表⋯⋯⋯⋯⋯⋯⋯⋯·⋯⋯⋯⋯⋯⋯一(1 25)

(三) 地(『蕾)级学术(协会)会员表⋯⋯⋯⋯⋯⋯⋯⋯⋯⋯⋯⋯⋯⋯(1 25)

(心) 地(I汀)级学术(学会)会员表⋯⋯⋯⋯·⋯⋯⋯⋯⋯⋯⋯⋯⋯一(127)

二：、文f：匕系统在职干部、职工花名册(包括职称)⋯⋯⋯⋯⋯⋯⋯⋯⋯⋯⋯⋯(128)

编后 ⋯⋯⋯⋯⋯⋯···⋯⋯⋯⋯⋯⋯⋯⋯⋯⋯⋯⋯⋯⋯⋯⋯⋯⋯⋯一⋯⋯⋯⋯⋯⋯·(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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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概 述

《广西地理沿革简编》记载： “凌云县于唐朝为双城卅治所在地”。宋皇佑五年改称洒

城州，元、明代皆为州，清代矗至民国二年为府。

目前，从已采集到的新石器时代文物(石磷、石斧)以及古生物剑齿象臼齿化石考据，

距今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古迹“迎晖寺”的始建据旧县志记载： “创建之始不可考矣，宋

太平兴国二年为重修”。由此说明，凌云文化历史悠久。凌云人民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t}1，

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

凌云素有“书画之乡”的美称。古往今来，凡到凌云游览的人们，当你漫步在泗城镇的

大街小巷，随便进入某个民家作客，皆可看到主人家的厅堂、书斋、楼阁、亭院贴的书画，

大门、窗口工艺精湛的龙凤花鸟木雕，琳琅满目。件件生辉的书画雕塑艺术品，无不获得艺

术美感和享受。特另q是在年画出版事!lk尚未兴盛的年代，毫不夸张地说，在这古老的山城，

几乎每户人家屋内的布饰，就是一间小小的“书画展览室”。丽这些书画、雕塑都出自凌云

儿女手下的佳作，如果你也曾参观过北京故宫所在林宝航先生绘制的凌云水源洞景，你会意

识到为什么凌云被誉为“二捂画之乡’’的所：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凌云的石壁诗刻，以其古、

意、宏堪称百色地区一绝。钓鱼台、五指Llj、水源洞石壁诗刻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拶；。

过去遍布凌云的祠庙坊塔等建筑，如文庙、三星塔、石碑坊；近、现代的中11|纪念堂、

听荷亭等建筑，集设计、绘画、书法、雕刻等艺术之大成。现存的天顺铁钟，铸造工艺之精

湛，标志凌云早期铸造工』k的兴盛历史，石狮、石人、石马等群石雕，雕工精细，形象逼

真。凡此种种，都是凌云人民智慧的结晶。

民间传统文艺源远流长，据旧县志记载， “蒙伦创对歌”，为山歌两性对答形式的创先

者。具有民族民阀传统的朝里歌圩，历史悠久。每年农历三月十六和三月二十八，歌圩场上

人如潮涌，男女对歌，搭台唱戏，通宵达旦。每逢喜庆佳日或是丰收时节，Ijl歌便是各族劳

动人民自娱自乐的一种主要娱乐形式。

纵观凌云流传的故事，数量之多，不可胜数，尤其是以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地方1ll川古

迹、地方风俗演化出来的种种优美动人的传说更多，就象人们所评说的那样， “凌云的每一

颗7K珠，每一块石头，都有蓍一个动人的故垮"。近JL'q-：收繁整理沿印成书的《泗城风物故

事》、《凌云故事集》两本书，只不过是凌云故事：P种百样中选米的代表，至于氏间戏剧，

凌云壮黜予康熙年问传入，继而发腥有粤剧、邕刖、湄予剧等瞒种，A加以改进，不断提高，

贞：代代相f专．

但是，历代县衙及国民时期的县政府，都没有设奠：专门麴：艾化44L构，文化活动起子民闻

的自发者多：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Jr,Jr．0年，县人民政府设立了文化科，有了组织领导和管理文化工作

的行政机构，一九五四年以后，先后淡立了文化馆，文艺囊传表演团(队)、电影俱乐部、图

书发行等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并对民间艺术进行了多欢普查，抢救一j’一批文化遗产，群众文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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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开展活跃。农村俱乐部蓬勃发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然而。一九五八年以后的“大办钢铁"、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文化遭受极

左路线的影响．“文艺大造卫星’’，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被“革命样板戏"所代替，文

化行政管理机构和文化事业活动机构被削弱。不少文物及名胜古迹遭到严重破坏，古籍图书

大量被收缴和销毁，戏剧服装被封存或付之一炬，传统戏剧、歌谣被禁唱，文化活动处于停

滞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文化事业，全县文化艺术事业迅速

发展，专业文化队伍日益壮大，文化专业人员从五十年代的十几人增加到今天的百余人，干

部、职工的业务知识素质不断提高，文化事业机构遍布城乡，现已逐步形成了县、乡、村三

级文化网络。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得到、恢复，文艺百花齐放，文化设施、设备不断更新

改善，现代化宣传器材逐步增添；文物、名胜古迹得到保护和修复，图书藏书大量增加，图

书发行网络遍布城乡，电影普及全县，各类文艺创作大量涌现，不少作品在于中央、省、地

(市)级千日物发表和展览，各种民间艺术重放光彩，美术、摄影、书法、文学等创作队伍日益扩

大；不同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空前活跃；景区建设受到重视，一九八五年夏，由广西电视台

摄制的电视风光片《奇洞胜景话凌云》先后在广西、广东、湖南等1 9个省(区)电视台播

出。总之，文化事业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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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传统文化

第j节 民间传统节日文娱活动

春节是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这期间民众举办的文娱活动项目多，表演也特别精彩。

白日有抛绣球、踢毽子、打陀螺、出行登山、游玩岩洞、入庙拜佛、“由辰他"贺春等；入

夜有彩调表演、舞龙舞狮、舞鸡、猪、牛、蝙蝠和看花灯等。

“壮人贺春”这个民族歌舞仪式(即壮话叫“由辰他")，是起源宋代皇佑五年(1053)，

广西建立土司制度，广西西北角落地区设置“泗城土州"， “汉人"士知卅岑氏来做土官以

后。州属楞平乡(注一)辰他壮人团体，每年新春正月十五上元灯节，结队来和地方长官拜年

贺春，举行歌舞节目，以后按年照例举行，经历宋、元、明、清、民国五个朝代，直至民国

十五年(1 9 2 6)方止。

“辰他"贺春团体约十六、七人，携带地方特产的“方物"，表演用的歌舞服装道具，

以及沿途费用，步行两天旱路，来到府城，在上二北街佛象画家甘鹤年的家居，准备一切贺年

礼节。

正月十五日上午十时，贺春队一行十六、七人，身穿明朝以前汉族古装衣冠，头戴

乌沙帽，帽沿附有两片黑扇，赭黄色大袖斜领宽袍，身前背后，附有彩画走马图案的

“黼黻”(古剧官吏黼黻是绣飞鸟图案，此是绣走马，马有意义)，腰围“玉带"，腚有“小

丝簇”、，脚踏黑色“朝靴"，虽然都是布料，他也有衣冠楚楚之概。

贺春队伍有方物两样：一为死鼠，一为腊雀，各十余只，挂在竹竿架上，有不穿袍服的

高举着，开路先导。吹唢呐，打小鼓，走向府衙门来。

这时有个当差模样(乃是辰他村人的主管，也就是所停居甘家的户主)穿着县衫，手拿

红帖，以及红纸誊写的贺春歌词(汉译)，领带入衙。

事先，府衙门预放三次号炮，初次一炮，再次两炮，声振ljJ谷。这时府太尊便冠袍如

制，高坐堂皇。全衙书差吏，全部卤簿仪仗，统统排列两旁。依例击鼓排衙，升堂点卯。并

备有酒糕饼糖果、银牌彩红赏纸之类，分列左右两只四方桌，桌面挂着锦绣桌帷，头门、大

门、大堂都挂灯笼、结红彩，却也隆重非常。

这时正是上元灯节，城乡民众都有舞龙舞狮彩调⋯⋯的组织，统统涌进衙门“贺春’’，

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全城文武官员(旧泗城共有文武衙门八个)属吏家属，城乡绅庶老少

男女，均各新衣打扮，先到衙门等候。人lLl人海，拥挤热闹。

贺春队伍鱼贯踏进头门，全队立刻鞠躬长揖，左右摇摆，慢慢度着方步，俯首而行。走

到大堂，卑吏们齐声崾唱，队伍变成横排，对正府太尊行个“一一跪三叩首"的大礼，府太尊

也立起拱手答谢。然后由书差代表府太尊为贺窬队伍人员插金花，挂彩红，赏银牌，献大碗

烧酒，送大块肥肉。队长代表接受，略喝点酒，尝点肉，跪下道谢。

大堂中放一只大皮鼓，左边挂一只大铜鼓，掷是“濮爽”特有的民族乐器，这时一齐敲



了起来，队长双手执着鼓捶，站在皮鼓边打鼓，另一个队员站在铜鼓下，拿着球形鼓捶打着

铜鼓，其声相应，成为：格格崩，格格崩，龙同嶷，龙同崩，同同崩，格崩，同崩，格崩，

磋崩，格格崩，龙同崩⋯⋯的音节，“格格”就敲皮鼓边及鼓捶互敲的声音，“龙同”是皮

鼓心声，“崩“是铜鼓心声， “磋弪”是钢鼓边音，由慢丽紧，由紧而慢，周而复始。

打皮鼓的队长，舞鼓捶要紧跟事=爷，i筒低上下，前后左右，绕着皮鼓，边打边跳，作出

矮矮姿势的跳着。经过几分钟后，二爵乐暂停，队长吭喉唱歌，队员站在两边，跟着歌声附

和，其声=青为：

依尔豪!他劳爷(注二二)尔豪一一独唱；“尔豪!尔豪!尔豪!”和声。这是唱歌前的

欢呼，欢H乎声中又有“他劳爷尔豪!，，

“贺春队"的歌词相当长，分为儿节来唱，每=常之束，均配以合声的欢呼以及音乐、舞

蹈。清光绪年问，有壮族举人黄家仁、拔贡家德俩兄弟，能文能武，曾译成汉文“古风长

歌”，写在红帖上，按年于“贺春”时，送给府长官边听边看。

舞的方式：两手舞鼓捶，在头顶上，两耳边，胸前背后，两腿I?，双膝前，互相敲打，

间或敲鼓边，击鼓心，其声“格格龙同”配予击铜鼓声的“崩崩弪”，声韵渊渊汤：雄。同时

两腿返换高举弯一{?，左右开步，绕皮鼓几圈，头、颈、背、腰、嫡、臀、腿、胫、甚至纱帽两

鹚，袍服两袖，衣裙腰带、朝靴，都要随着音乐节奏跳舞姿势，作态扭捏。其声渊渊，其姿

袅袅，很有艺术表现。其tl|间以全体队员线成园吲，跟着队长的动作，共作同样跳步。这时

由单人舞发展到集体舞了。

“贺春词"的内容是一些歌颂风调雨顺、国黎民安、山川风最、四时花果，以及皇恩吏

泽，财阜物丰之义。原歌并没有文字记录，只凭口传，今已失传，：其中，F始有云： “灰遴

篼，候迷笨；灰迷斗，袍迷发勒他劳爷尔豪!”(以上摘自林宝航先qi的“濮爽通史”手稿)。

由此，可见群众文娱活动之精彩。其实，辰他贺春队伍在大街上也边舞边行，到晚上还

在住地门前，当街举行民歌演唱，围观的群众摩扁接踵，诚然是一大娱乐。 ·

过去的舞狮，总伴有舞盾牌、舞蚌和拳、棍武术，后来又以唱歌乖n壮欢替代武术。每年

正月初十“开灯"，各家各户点了花灯挂在大门，于是jI：始舞龙、舞狮、舞鸡、舞猪、舞

牛、舞蝙蝠，各队各自为政，敲锣打鼓，走街窜巷。民间彩词团也上台≯f演了，]二是小小Ill

城，沸腾一般；热闹非凡。

看那花灯，有孔明灯(点燃会徐徐升上天空)、走马灯、窘灯、果类、鱼、虫、花篮，

各有千秋，日不暇接。民园时期善制花灯者有杨有亮和马云肖等老艺人。

舞蝙蝠自有一番优雅趣味。一个竹骨纸裱的亮堂堂大龙门，三只纱糊的火蝙蝠带瓢九必

纸糊的小蝙蝠，绕龙门走8字，起舞翻飞，加之鞭炮的繁响，烟雾的缭绕，观者确有点飘飘

欲仙的感觉。

正月十六“倒灯”，这天舞龙舞狮、舞鸡、舞猪等出力的人，把褂来的礼钱进行聚餐，

晚上各种活动才都停止了。

“文革"时期，这些活动都列为四Jf{，全部灭迹。 ．

一九八。年，在文化部门的提倡和帮助下，民间又恢复舞龙舞狮活动j舞的喇‘闯}nj叫)

初一开始，有些年舞至初五，有些年舞至初十。一JLJk五年县文化局邀请暖阳县舞狮队的师

父米教，从此凌云的舞狮技术大为提高，丈余高的高台也可攀舞表演，逢到双龙戏珠、双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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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球，或狮子高台表演，观众们确就大开眼界了。

注一：今乐业县罗沙乡。

：注二：大老爷。

第二节 日常民间文化娱乐活动

除了春节的活动，平日l强民间的文娱活动也不少，如斗鸡斗鸟、书法美术、摄影、棋

悼、演戏、对歌、讲故事等等。

斗鸡斗鸟自有独癖者，终年饲养，一遇空闲便在街头巷尾相斗，观者不忍离去。

唱山歌是地方上的一大特色，其历史由来古远。从曲种的数量，也可看出民歌是何等的

丰。卤，据不完全统i十，壮歌就有伦歌、尼歌、曼歌、比歌、下五亭歌、伶歌、巫歌、线歌及

篷谣等||{{种。汉族除有几种民歌外，还流行有《阳雀调》、《逢春歌》、《怀胎歌》、《琴

遵调》、《酒杯调》等t'-K；个曲凋。背陇瑶LU歌有七种曲体。人们一边劳动，一边唱山歌，

逢到农闲，青年男女便寻机会对歌，每是二兰日两夜连续对答，听者众多，为一大娱乐。

演戏由来也久。北路壮剧始1二康熙年问(1 6 G 2一l 7 2 2年)，彩调戏、鹾剧发展

于清末民初。朝里乡的群众，以能参加演戏为荣，获参加者不但自带灯油，而且还要出钱购

泛服装道具等。缚年农历2三月‘l‘六和二一{．八连演数场，观者如市，近年文化部门常组织他们

至0县城演出，微受观众欢迎。

矽{：故事极为普遍，每晚饭后，这里那舅!，或聚围火盆、火塘，或乘凉在家门口、大榕树

脚，讲者有声有色，听的有滋有味。抗Ij战争时期，县参议会办的《故事会讲座》，由甘乃

梁：i-=tJt：。一一次各乡乡、甲、保长来开会，副县长兼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杨明芳，把兵役法讲解

错r，被乡长们驳得不敢再去上课。这一·行众人晚上都到参议会听甘乃梁讲水浒传。这晚讲

到鲁提辖打郑关两，最后一句是“一拳下去，只昕狠命的一声哎哟，要知后事翔1何，且听下

列分解”，参议会的议长陈益超听得正上瘾，见倏然～·挣，竟发起火来，引得众人大笑不

止，故有“杨明芳误解兵役法，甘乃梁传泌水浒传”的史话。

至jj二美术书法、剪纸塑泥，凌云索称书画之乡，常日时有制作，錾实繁浩，不胜枚举。

林tp霭、林中云。中霭号和庵，清道光己酉科拔贡，巾云号龙溪，岁贡生，昆仲也，俱

精二棒法，大小楷及行书，各极其妙，今尚有珍藏之者。

l-1‘泽号喜亭，清岁贡生，善书法，名霹当时。

廖世玉，清附生，擅长楷书。

雷润邦，号经甫，清lj竹生，真革篆隶俱佳。 一

李典尧、莫如璋，李善楷晦莫善行=瓯

雷{以，精绘事，尤善蛳墨龙，一鳞‘爪。均具有精神，得其ji两者一，悬诸厅堂，望之宛如

真龙天矫翻空，吐风云，儿欲破壁飞去。

陆和桥、黄元琦，俱稽绘蝴蝶，随意着笔，飞翔栖集，干百蝶各具姿态，㈨栩欲活，名

手也。

岑钟贤，清附生，善Il嵋花卉人物。

黄鼎禄，号百道。善晒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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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澍。善画花卉人物。尤长写真。(以上摘自1日县志)

后继也自有人：

陆魁选，泗城东风街人，清贡生，为本邑名士。善工颜体楷书，书法功底深厚，笔画端

庄饱满，其挥毫的门联、条幅和现存水源洞石壁的诗刻一一陆老与岑家文等连旬楷书，深受

观者赞赏。

陆老的哲嗣陆寿椿先生，曾任泗镇色中学学监0子仿父笔，也是楷书的好手。父子相

承，字迹极富韵味，别具一格。

黄清熙乃清郡庠之儒士，擅挥水墨竹石国画。他画的翠竹，苍劲凌云，富雅俗于清幽，高风

亮节，特具风格。其国画艺术，名闻遐迩。早于民初，即为上海美术出版界索稿影印，广销全国。

除国画外，黄老的塑像手工艺术，亦为众口称道。只一团米面或粘泥，经他灵捏巧搓，

适上彩色，一件神形兼备的人物或飞禽走兽的塑像艺术精品即现眼前。

还有，他的剪纸结花工艺，亦甚出色。做蓟以假乱真的绝技。

黄老家境清贫，颇具清高文人傲格。对前来求画者，先观其索态，决定或诺或谢绝，虽

官绅富豪，亦难得一嘶。

黄丕炎，本城东风街人，早年就读于广西自治学堂。精工柳体楷书、行书。并楷行结合，

形成自然多姿的风格。水源洞内原水晶宫门书写的陈凤楼的诗联，就是黄老的楷书墨迹，为

观者叹绝。

王彭年，本城正南街人，清末广西政法学堂毕业，曾两任凌云县县长。擅长隶书、草

书。尤以隶书笔锋浑园，字戈lj伟拔著称。其遗字有昔日“百色中山公园”牌坊横额隶书。现

凌云县“中山纪念堂"门额，也是他的手笔。

他在水源洞用木板刻的“水调歌头”仿郑板桥字型草书，纵横变化而统一，笔飞墨舞。

林宝航，家住本城上吉巷(现胜利街)擅画、精书、能诗。尤以花卉山水，鸟兽蜂蝶水

彩国画著称。他的不少作品·，是以画为主，又书诗兼而有之的综合艺术。

林老予青年时代，远走外地求业，初时fi口在广州卖画谋生，并收徒授艺。一位边乡僻壤

青年。能在大城市立足，以画谋生，可见其艺术水平的价值了。

一九四八年，他在百色大街(今解放街)举办名日“云台仙馆"的个人画展，展出作品

近二百幅，观者如潮，虽标价高昂，仍竞购抢手。北京故宫现存有其画。

王章甫，解放街福临巷人，广西省立五中毕业，历任中小学教师三十余年。精于行书，

学过王羲之、何绍基等众家字体，形成“采百树之花，酿一家之蜜"的／卜性，独树一格。且

善国术，熟练少林拳功，臂力过人，能指穿厚板，举抓一百五十斤重，人称书法力士。

他的行书，字体雄浑，笔力遒劲，每当酒兴大发，能吊手连续挥写一两小时而无倦意。

他书写过的对联、中堂、条幅及牌坊、墓志，墨迹遍留城乡。

莫让贤，临泉巷人，田南道立师范讲习所毕业。历任云峰高小教员半生。擅画人物肖

像，能对模特儿炭画速写。形神逼真，被誉为“活照相机”。

林肇益，解放街菜园巷人，精于工笔水彩国画，不论人物花卉，山水鸟兽，艺面广泛，

他的代表作以“踏花归去马蹄香’’诗句为题的水彩工笔画，画面只见一匹奔腾的骏马蹄后，

一群蜂蝶跟踪飞舞，令观者如闻马蹄飘来隐隐馨香。

韦祖宽，胜利街人，擅书画，其工笔水彩花鸟作晶。多次参加县办展览。他的行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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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宛转，映带缭绕的运笔，为观者誉为“逸品”，水源洞大门棕木刻的对联行书，就是韦老

师的遗作。

黄永龄，胜利街人。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毕业，是凌云第一个艺术科班出身的女性。

黄女士专攻油画为主，兼习工笔国画。她早年画过一幅大型“仙女撒花""油彩，只见

画面娜炯的仙女们，踏云飘空，向凡间手撒花瓣纷落，背景缥缈，仙女形神相融，栩栩如

生。

蔡美珍，泗城懈放街人，就读于惠心女校，?后到南宁工读学校学习，从刺绣锦织手工习

艺中，不断提高绘画技巧。长于刺绣，工艺精堪。

蔡女士的水彩画题材，多取自田园生活。她近年较有创见的作品“我家的鸡”，反映实

行生产责任制后，家庭副业的兴旺，很富有生活气息。因而引起当地文化界的重视，使她芳

名见报，民间美术老人的肖像也出现电视屏幕上。

(以上摘自“凌云文史资料”第2辑《翰墨丹青群芳谱》一文。)

除以上所提诸人之外，尚有黄国庆先生，东风街人，小楷书法传名，同辈人称其为圣手书

生。经他写的墓碑不计其数，凌云县志重抄本是他手笔。其手下楷书，工整划一，与铅印的

字毫无二致，见者莫不叹服。

第三节蒙伦创对歌

民间世代相传： “神农氏创禾，燧人氏创人，蒙伦创对歌”(壮话：庙岑浓少吼，庙仙府

少横，蒙伦少换堆。)

蒙伦，泗城正北街人，明代人，能文善歌。据旧县志记载： “蒙伦善歌，今凌俗二L歌

唱酬，两性对答，是其创作”。

蒙伧创山歌的对唱形式，经历代劳动人民的不断丰富提高，代代相传，至今久盛不衰。

第四节．朝里歌圩

朝里歌圩定于每年农历三月十六日和二十八日。

相传宋朝年间，岑大将军随从狄青平侬智高，后来官府在朝里乡那巴村后坳上也建有一座

岑大将军庙以为纪功。每年旧历三月初八，泗城、利周、汪甸的人多来把将军庙当作社神朝

拜，据说拜后会风调雨顺，于是朝拜的人越来越多。由于三月初八还没有月亮，拜完庙回家

很难走，大家便商定再加一个八天，十六就有月亮好走夜路，庙会于是改期为三月十六日。

庙会本就热闹，十六晚有月亮更方便了，于是赶庙会的青年男女人数激增。成千上万的

青年男女，在那巴村一带对歌，游戏，谈情说爱，寻对求偶。这里特产一种花生(或黄豆)

和白糖做的豆糖，姆指大小，硬而脆香。男青年多拿豆糖扔到中意的女青年身上。姑娘是绝

不恼的，哪位姑娘被人用豆糖扔得多，说明自己可爱，值得骄傲。当豆糖扔到意中人身上，

如果她回头看之后笑了再走i就说明她愿意，可以跟了她去谈情、对歌。有的姑娘背着雨

帽，豆糖扔到她身上，如果她把雨帽反过来背，那她就愿了，可以相邀而去。要是她并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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