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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在组长伟旭那儿拿了40 张调查表，该怎么把它们送出去呢？

今天是年三十，街上肯定人很少，广场就更别提了，大家都在为明天而

忙。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大家都希望新的一年顺利一点儿嘛！呵，正

愁着呢，爷爷给了一个红包。哈，我马上“人逢喜事精神爽”了！对了，

大家都在为明天做准备，这时商场人一定最多。正好妈妈让我去买东西，

我可以好好地调查一番啦！别人是假公济私，我是假“私”济“公”啊！

PM1∶30　来到金新路的民润商场。哇，人真多啊！我拿着调查表

走了进去。人好多，大家都在挑选自己需要的商品。该怎么开始调查呢？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做活动，好紧张，又要找合适的人选，又怕被工作人员

发现。转了两圈，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一对夫妻，想不到调查工作开展得

还挺顺利的。接着，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一个领着个小孩的中年人，他们也

挺配合的，这让我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不过好景不长，当我向一

个50 岁左右的人介绍了我的意图，说问他几个问题时，没想到他给我的

答案居然是不知道。不过，也不怪他，可能这人以为我要向他推销商品，

像他这样年龄的人，那种传统的旧思想在脑里根深蒂固，拿他没办法！不

过吸取了这次的教训，我大致知道下面该怎么办了，继续努力。

P M 3∶3 0 　来到大众超市，刚才的失败还在心里郁结不开。随便

逛了逛，居然一个30岁左右的人把我当成了服务员！天啊，太好笑了！

不过看看自己手里拿着调查表和笔，一副东张西望的样子，确实很像

啊！娇生惯养的我还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就当作是一次对自己能

力的挑战吧！想到这儿，我又恢复了力量接着做下去。不过“吃一堑，长

一智”嘛，接下来就做得比较得心应手了。不一会儿，手里剩下的调查

表终于“送”完了！呵，晚上可以放心和朋友去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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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一天，新奇的一天，充满挑战的一天。今

天真高兴！

大年初一，春节的开始，似乎也并不见得那么隆重。

热闹倒是有的，人群都往汕头仅有的几个景点里面挤，倒

也是人潮汹涌。因为我有点发烧，错过了早上的游行，心

里似乎有点儿没完成任务的罪恶感。没辙了，下午一定要

坚持完成社会调查。

和同伴来到人民广场，我心里一直在打鼓，自己本来

就是比较胆小怕生的人，加上头昏脑胀、满脸病容，不知

道一会儿会不会吓着我的那些“猎物”。不过无论如何也

要硬着头皮“上阵”啊，当逃兵可不是我的作风！

在几番徘徊后，我终于开始对一个站在一旁没事干

的老人“下手”。“老伯伯春节好，我是汕头侨中的学生，

我们是来作社会调查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念台词一

样，似乎只要有一点状况以外的事情发生都会让我惊惶失

措。等我念完“台词”，那位老伯伯却好像一点儿也不理

解，只是淡淡地说了几句“人老了不懂这些东西啦”，“我

看不懂文字，去找别人”的话。我一下子呆了，好像一个

小演员与大牌演员演对手戏，大牌演员念错台词而导演却

不喊“Cut”一样不知所措。痴呆状态维持了数秒，我猛

地醒过神来说了声“谢谢”就匆匆离开了。

第一次作调查就碰壁，现在想起来那个尴尬的情形

还历历在目。唉，我当时居然印了40 张调查卷，真是昏

了头，好在林老师说每个节日20张卷子就够了。不管了，

还是得赶快寻找下一个“猎物”。嗯，那个三口之家的样

子似乎很和善，就是他们了。我走过去，接着又是那段毫

无新意的“台词”的上演。或许是由于第一次失败的缘故，

我说话的时候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好在这对夫

妇真的比较友善，加上他们的孩子对这个调查十分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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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于是他们还是蛮认真地把调查问卷填完了。我真是打

心眼里感谢这家人，这是我完成的第一份调查，那声“谢

谢”我说得特别真诚。接下来又是几次碰壁，最过分的一

次，居然有人叫我们滚。唉，大年初一居然受这样的“虐

待”，谁叫我是这个研究小组的组长呢，不给其他成员做

个榜样怎么行？反正都是碰壁，不如去中山公园碰一碰，

听说那里还有什么民俗文化节呢。于是我和同伴又马上坐

车去了中山公园。

公园门票真是贵，两个人就用去了20 元，里面似乎

也没有什么与平时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多。人虽然

多，可是肯接受我们调查的人还真是少之又少。和陌生人

说话对我来说要用多大的勇气啊！今天居然让我挨这么多

人的白眼，总算是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了。不过也

好，我的胆子还真被磨大了，念“台词”也不会颤抖了。

终于“磨”完了20张问卷，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下来，第

一个想法就是“再也不用看他人脸色了”，只是以后的路

还长着呢，受这样的气又算得了什么？这真是一个磨炼的

好机会！

完成了今天的调查，但整个下午都没有看到一点儿

有关传统民俗气氛的东西。是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些

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也都被冲淡了呢？民俗文

化之中应该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吧？社会是一个大

家庭，只是现在这个家庭气氛并不十分融洽，还需要我们

多付出一点儿热情。

今天是大年初四，轮到我和伊娜所负责的节日了。我

们约好在香火挺旺的老妈宫门口见面，想在那里获得第一

手资料。下午我早早出了门，几天来的“耳濡目染”，使

我生怕过年时候会等不到车！没想到“大难”还是降临到

头上，我站在车站足足等了25 分钟，17 路车还是没来，

再等，车终于来了，可车上的情况却让我“可望而不可

N e t t i m e 做
探
究

我

■ 沈岱菲

年初四的活动日记



3 7探究 实践

它像一张猪皮一样铺开，四只脚在同一平面，再把四

只脚绑在木梯上，猪嘴里还咬着个大橘，应该是大吉

的意思吧！猪背上还披着一张同样加工后的公羊皮。

两只家畜绑在木梯上，少说也有 2 0 0 斤，但让人费解

的是，人们竟要抬着这东西赛跑。这个民俗究竟有什

么象征性意义呢？

准备这套装置，需花费很多时间，所以参赛者初七

一早上就要开始动工了。我有一个朋友住在月脯村，初七

早上他带着我去看人们剖猪。虽然杀猪的声音听起来很残

忍，但我探究民俗的那股好奇心已掩盖了一切，匆匆赶到

现场，蹲在那里“欣赏”起来。其实现在回想起那血腥的

场面，胃里还不禁翻滚，但当时由于任务所迫，不得不硬

着头皮拍了几张照片留作资料。

初七夜，家中有24 岁男子的人家要摆宴请客。由于

时间还早，我就在村子周围开始随便采访、参观。关于“赛

大猪”我可是有浓厚兴趣的，我到朋友家问了他的爷爷，

老人家对于举行这个活动的原因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

说道：“跑个吉利嘛！”于是，我又问了问周围的老一辈，

他们也不清楚，说是祖先留下来的习俗就是这样，农村人

的思想真是传统啊！

晚餐时间到了，屋里挤满了人，好不热闹。食物并不

丰盛，但这普通的一餐却把农村人的那种热情和朴素展现

得淋漓尽致。晚上10 点多，仪式要开始了，参加的人来

到神庙前的一个空坛，把他们的猪放在自己带来的桌子

上，30 多个“样品”让观众们感到目不暇接，不禁惊叹

起来。但真正的“赛大猪”要等到初八大清早才进行，现

在只是“武器”的展览而已，于是我们就回去了。

初八早上 4 点多，我们赶到了那里，已有些人把

猪抬了过去。人流不断涌来，眼看比赛就要开始了，观

众们也被赶到一边，以免被撞伤。锣鼓一响，年轻人们

站了起来，几人一组，肩膀扛起那张200 多斤（100 多

千克）的梯子，向天吆喊一声，朝着目的地奔去。这可

能表示着村里以后的重担将交给这些年轻人的意思吧！

我们被挤在外面，里面的激战没看清楚，但想必一定很

激烈，不时传来东西撞翻的声音。在观众的喊叫声中，一

个个选手跑出人群，我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沸腾的

血液才慢慢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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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满满一车人只有下车的份儿，没有上车的份儿，我

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它走了。望望周围，车站只剩我一个可

怜人！一气之下，我回家骑自行车，还省了交通费呢。可

怜了伊娜，她在风中焦急地等了我老半天。事后伊娜告诉

我，她见我好久都没有来还专门跑回家问妈妈：汕头有几

个老妈宫？

伊娜等到我后，我们便商量去人民广场派调查表，

那里人多，我们对调查工作胸有成竹。我们的“目标”还

算配合，有一位老伯伯，还跟我们说了好多“初四、初

九”以外的一些民俗，什么初一代表皇帝、初二代表大

臣、初三代表人民、初四代表牲畜，看天气可预测新一

年的好坏⋯⋯

接下来陆陆续续遭到几次拒绝，把我们弄得心灰意

冷，看着手上还有10来张调查表，我突然来了主意。这

几天过年，家里一定会有许多亲戚朋友来拜年的，把这

些调查表拿给他们填不就行了吗？于是我们结束了今天

的活动。

送走了一批客人，我们的调查表也都填完了，接着

就是写研究报告，初四这个节日的任务

就完成了!呵呵，我和伊娜跑去喝咖

啡，慰劳慰劳自己。

初七这一天，是月脯村最热闹的一天，特别是到了

深夜，决不逊色于除夕夜。在这一天，为了证明并且恭贺

24 岁的男子真正加入成年男子行列，村里特别为他们举

办了个仪式。他们的风俗中，最重要的就是“盛宴请客”

和“赛大猪”了。

我想大家都会对这“赛大猪”更感兴趣吧，其实

所谓赛大猪不过也就是一个活动罢了。把一头体格够健

壮的猪杀死，洗净后取出内脏，然后沿着猪肚切开，将

■ 泽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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