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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然!」「哦然!」元宵節前後，雲南德宏州隴川縣朋生、芒市西山鄉的目瑙縱歌場上，身着節日盛裝的景頗族

男女老少由三山五嶺匯聚而來，在「瑙雙」「瑙巴」（景頗語對領舞者的稱謂）的領舞下，摩肩接踵排成分別代表

太陽和月亮的兩支舞隊，踏着同一鼓點，圍繞景頗族圖騰柱「目瑙示棟」盡情歌舞，隊形變化多端卻有條不紊，宛

如兩條長龍在場內蜿蜒遊走。

目瑙縱歌節是景頗族最為隆重的傳統民族節日，2006年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依傳統於每年正

月十五前後開始舉辦，通常為期三至七天。過去三年，因疫情原因或停辦、或改為網上舉辦。隨着內地疫情緩和，

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多地相繼舉辦盛大目瑙縱歌會，各族群眾載歌載舞歡慶民族節日，人山人海、熱鬧非

凡。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雲南德宏報道

在景頗語裏，目瑙縱歌就是「一起跳
舞」的意思。景頗族的目瑙縱歌極其

講究。正式活動前，人們在舞場中心立起
四根木柱，用來祭祀太陽和指示舞蹈路
線。柱側置刀、矛，象徵人民強悍剛毅的
性格。根據目瑙舞起源於鳥類舞的傳說，
在柱檔兩端設木雕犀鳥、孔雀各一隻。柱
前立活竹高竿，表示生命常青。上方掛有
橫匾，畫有景頗傳說中的起源地喜馬拉雅
山。
目瑙縱歌舞蹈隊伍由「瑙雙」「瑙巴」

領頭，踏着舞步有序進入舞場，「瑙雙」
「瑙巴」的人數根據具體情況安排，一般
為雙數。隨後，「瑙雙」「瑙巴」相互配
合，「瑙雙」圍着景頗族圖騰柱「目瑙示
棟」完成規定舞步，「瑙巴」則帶着舞場
內其他人完成更自由活躍的舞蹈。隊伍中
的景頗男子手中的長刀左右舞動，眼神堅
定、步伐鏗鏘；景頗女子舞動手中的花
帕、彩扇或花環，扭動腰肢擺動身上的銀
泡，翩翩起舞、婀娜多姿。目瑙縱歌場

上，長刀錚錚、銀泡閃閃、彩扇翩翩，
「哦然!」「哦然!」的歡呼聲氣撼山河，激
昂歡騰。

南非友人點讚雲南民俗文化
隴川朋生目瑙縱歌場上，來自南非的杜

安睿時而隨舞隊行進，時而到目瑙示棟前
起舞，興高采烈、興奮不已，並讓團隊夥
伴為自己拍下視頻。七年前因參加過一次
彝族火把節而愛上了民族文化多彩的雲
南，杜安睿定居昆明並領辦文化傳播機
構，「對於雲南的民族文化，我帶着好奇
學習、研究，以自己的能力做一些傳
播。」杜安睿說。今年春節前夕，他帶領
團隊深入多地山村少數民族村寨，體驗少
數民族生活，感受少數民族文化，用視頻
記錄下7個少數民族的年俗和風情，在自媒
體平台向海內外傳播。他一直關注景頗族
的目瑙縱歌，但因疫情一直未能現場體
驗，「今天的體驗遠遠超出了我的期
望！」杜安睿頻頻豎起拇指誇讚，「很精

彩、很震撼、很過癮！」他並表示，還會
邀約朋友一起參加目瑙縱歌盛會。
當地景頗族姑娘李娜，是柬埔寨金邊JC
航空公司員工，2020年考入香港都會大學
攻讀碩士學位，2021年畢業後到柬埔寨金
邊JC航空公司就職。談及在香港的讀書
與生活的經歷，李娜表示很喜歡香港公開
透明的社會生活和更多的個人發展機會；

而一年在港學習的經歷，更令她感受到身
處香港這個國際化大都市，不但能學到先
進的發展理念，更有廣闊的平台。熱愛自
己民族文化的李娜認為：「香港是一個面
向國際的窗口，更有利於我們的民族傳統
文化向海外傳播。」她表示，有機會還會
再赴香港攻讀博士，其本人也有在香港發
展的意願，做自己的民族與世界溝通的橋
樑，讓自己民族的文化走向更廣闊的世
界。
因疫情原因三年未能回鄉與家人共度春
節，令李娜思鄉之情日甚，在柬埔寨金邊
工作的她，特別想念家鄉的山山水水、想
念親人鄉親，尤其難忘與小夥伴一起在目
瑙縱歌場盡情歌舞。今年專程趕回隴川與
家人共度春節，聽聞正月十五將舉辦目瑙
縱歌的李娜，向公司延了假、推遲了歸
期，一定要參加難得的疫後首次目瑙縱歌
盛會，「三年沒能回鄉，這次終於趕上了
目瑙縱歌！」李娜難抑激動地說。

銀泡上衣吸睛 藤竹腰箍有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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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度目瑙縱歌節，訂
做一套傳統景頗族服飾
必不可少。隨着時代發
展，景頗族的服裝樣式

日益豐富多樣，但傳統的服裝依舊最經典。
來自隴川縣護國鄉參加盛會的一位代表人

員，指着一位景頗女子的服飾介紹說，景頗
傳統盛裝通常由包頭、銀泡上衣、筒裙、腰
箍、護腿、景頗包、手鐲、耳環等組成。包
頭一般以大紅為主色調，面料繡製特色圖
案，再裝飾一些小飾品，整體佩戴效果大方

莊重，令人眼前一亮。包頭以下，上衣之
上，選擇合適的銀項圈。
景頗族盛裝除了閃亮的銀泡外，腰箍也顯
得特別。腰箍一般以細藤條或竹片編成，塗
上黑、紅等顏色的油漆。景頗人認為女子身
上佩戴的腰箍越多、越精緻，證明佩戴者越
是心靈手巧、聰明能幹，因此成年婦女都佩
戴腰箍，並以此為榮。

節日盛裝堅持手工縫製
景頗族婦女服飾豐富多彩，款式花色眾多、

各顯其美，除了傳統的服裝樣式外，近幾年來
在款式、色彩、圖案紋樣、綴飾等方面不斷變
化創新。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新一代的景頗族
服裝設計師敢於大膽打破傳統格局，使服裝服
飾更加花樣翻新、時尚、美觀大方，成為景頗
女裝的新潮流新趨向。
選製景頗族服飾的布料一般以傳統工藝
製成的最具價值。隨着時代發展，機製布
料漸漸流行，花色也日益增多，但在節日
盛裝的製作上，很多景頗人家還盡可能堅
守着手工縫製的傳統。

◆來自南非的杜安睿（右）時而隨舞隊行進，時而到目瑙示棟前起舞，興奮不已。

◆目瑙縱歌場人山人海、熱鬧非凡。

◆ 舞者摩肩接踵排列
成隊，同歌共舞。

「『律回歲晚冰霜少，春到人間草木知。便
覺眼前生意滿，東風吹水綠參差。』大家好，
我是南航機長馬保利。今天是癸卯兔年正月十
四，立春。立春揭開了春天的序幕……」2月4
日，在大連飛往廣州的航班上，一百多名旅客
聆聽到了這樣一段「詩情畫意」的機長廣播。
作播報的正是剛剛榮獲《2023中國詩詞大會》
總冠軍的「詩意機長」馬保利。在他奪冠後的
首個飛行日，一場「雲中飛花令」也在萬米高
空悄然上演。
在2月 3日收官的《2023中國詩詞大會》
上，被譽為「詩意機長」的馬保利榮獲總冠
軍。這名來自南航大連的飛行機長教員，自
2019年以來，已連續5年受到《中國詩詞大
會》節目組邀請。本季比賽中，馬保利首次攜
全家作為「親友團」參與節目錄製，憑藉其多
年來深厚的文化底蘊、積累的詩詞功底和在飛
行中練就的穩定心態，一路高歌猛進，順利進
入總決賽並贏得總冠軍。
比賽中，馬保利在「飛花令」環節的表演最
讓人驚嘆：在節奏極快的你來我往中，他泰然
自若、對答如流，展示了深厚的詩詞底蘊，贏
得一片喝彩。和他對壘的選手在賽後都驚嘆他
的波瀾不驚，馬保利則把這歸功於職業錘煉的
心理素質：「我們飛行員平時要進行各種訓

練，尤其是模擬機上的特情訓練，那壓力可比
『飛花令』大多了。」

回憶童年漁樵耕讀
「書卷多情似故人，晨昏憂樂每相親。」馬

保利說，中華詩詞是從小一直隨他成長的夥
伴，也漸漸成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88年，馬保利出生於江蘇京杭大運河畔、江
蘇邳州的鄉村。「回憶童年，應是伴着四時更
替，唱着漁樵耕讀。」馬保利說，「鄉鄰無事
冬耕罷」，最喜歡與家人圍爐取暖，最難忘在
父親陪伴下讀書、寫字的日子。
中學時期的一部電視劇改變了馬保利的職業
軌跡，當時《衝上雲霄》裏機長的壯志豪情給
他帶來深深的震動。他忽然意識到，自己讀萬
卷書、行萬里路的夢想應有更清晰的路徑。
「飛行將給我行萬里路的機會，讀萬卷詩書則
可以讓自己的靈魂匹配飛行的速度與高度。」
馬保利說，這將是他一生的追求。
2007年，江蘇邳州縣城有300餘人報考飛行

員，而馬保利脫穎而出，考取了南京航空航天
大學飛行技術專業。大學畢業以後，他順利入
職南航大連分公司。經過不懈努力，年僅28歲
的馬保利升任機長，並很快成為飛行教員，至
今已安全飛行8,400多小時。

作為一名飛行教員，馬保利選擇把詩詞和中
華文化「天衣無縫」地融入到工作中，開發了
《詩話安全》系列課。航班上另一位機長張詩
皓是馬保利的同齡人，他對馬保利的教學風格
深有感觸：「大家感覺，馬教員的風格很有中
國特色，他講課的角度非常新穎、語言非常生
動，很多安全管理上的要求經他一講，更容易
被大家接受。」

安全培訓引經據典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馬保利曾經用
《論語》中孔子對子路說的話，告訴他的學員
在飛行中應當時時刻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格外謹慎小心，細緻謀劃而後再行動，這樣才
能履行好飛行員「確保航空運行絕對安全，確
保人民生命絕對安全」的首要職責；他還用
「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的詩句
來提醒年輕副駕駛要注重習慣的養成；他最喜
歡成都武侯祠裏的一副對聯：「能攻心則反側
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
後來治蜀要深思。」馬保利曾引用這副對聯，
告訴他的學員們要學會知己知彼、審時度勢，
從而做到遇事不慌、科學決策。
在教學中，曾有飛行學員問馬保利：「哪本
手冊最重要？」「應該先讀哪本手冊？」馬保

利就引用宋朝理學思想家朱熹的《觀書有感二
首》來解釋：「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
水來」是質變，「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
一毛輕」是量變。他告訴學員，每一本飛行手
冊都很重要，而且手冊之間都有相關聯繫，比
起先讀哪一本，更重要的是讓自己能拿起一
本。
在馬保利看來，做到飛行絕對安全，要靠
「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的不斷
學習；要靠「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
行」的身體力行；還得加上「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的嚴謹作風。「這是我從詩詞和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的力量。」

如今，馬保利的兩個女兒也和父親一樣，喜
愛詩詞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今年她們還和父
親一起參加了《中國詩詞大會》，其中小女兒
馬端林夕也在第四期節目中登上舞台，參與答
題，展現了「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
波」的風采。詩書傳家、漁樵耕讀，作為馬保
利的家風代代傳承。
「中華經典詩詞、優秀傳統文化給我帶來的

美好，希望孩子們也能體會。」馬保利說，
「看到女兒能從中華詩詞中獲得美的熏陶，我
非常高興和自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宋偉大連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詩意機長」馬保利：帶着詩詞去飛行

◆馬保利在家中練習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