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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流行广场舞”之

杀气腾腾的“广场舞”
□记者 张丽娜

【娜说河洛】

【老洛阳话】

你毛捣谁哩
□姚智清

同学从许昌来洛阳，跟我聊天时突然问：“你们说的
毛捣是什么意思？”我也很惊讶，便上网搜索，发现在“毛
捣”的词条下，全是咱洛阳的事儿。去年有《洛阳“腹语达
人”现场“毛捣”郭德纲》，前几天《洛阳晚报》上又有《如果
你没笑 算我在毛捣》，可见这毛捣真的是咱洛阳人常用
的词儿。

毛捣就是开玩笑、调侃、开涮，就是逗你玩儿，有时也
带有骗人的意思，只是这骗没有恶意，纯粹为了逗乐。不
过，逗乐有轻有重，毛捣也不能随便用，能称得上毛捣的，总
要达到一定的幽默程度才行。无聊了逗小孩子玩儿，不能
叫毛捣；没事了耍贫嘴，说话没轻没重，也不能叫毛捣。

毛捣一定是讲求效果的，这个效果多半是无伤大雅、
带有轻松搞笑成分的。比如在愚人节开开玩笑，一本正
经地骗好友上当，引得大家哄笑；或是拿某人开涮，只为
逗乐，这些才叫毛捣。

毛捣是一种小机智，也是一种小乐趣。会毛捣的人，话
一出口，皆大欢喜，所有人都开心；不会毛捣的人，话一出口，
轻则惹人恼，重则闹翻脸，对方若回你一句：“你毛捣谁哩？”
最终必定是不欢而散。可见，毛捣也要讲究艺术和分寸。

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许多贬义词被用在某些人身
上、某些场合，能表达特别亲近的感情。比如很多洛阳人
用“死鬼汤儿”“憨子样儿”称呼最亲近的人，虽然这些词
都不是什么好词，表达的却是最亲热的情感，甚至比说

“亲爱的”更让对方觉得受用。
其实，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礼

都是对外人和生人才用的，所谓熟不拘礼。或许，只有在
最亲近的人面前，我们才能放下架子、去掉伪装，才敢这
般没大没小，你毛捣我一句，我毛捣你一句，就这样开着
玩笑，逗着乐子，轻轻松松地过日子。

上班族多少都有点儿职业病，不是腰酸背疼，就
是胳膊麻、脖子硬。有个按摩师常告诫求诊者：“你
们干脆跟着大妈去跳广场舞吧！”人有从众心理，在
家懒得动弹，出去跳集体舞，锻炼效果比较好。

在古代，伏案工作是读书人的事儿，普通百姓
忙着从土里刨食儿，没那么多职业病、富贵病，自
然不会像现在的某些城里大妈，把早晚跳广场舞
当例行功课。

然而，古时确实有天天跳“广场舞”的人——
不是大妈，是兵哥哥。

洛阳老城有两条街，一条叫草场街，一条叫校
场街，在宋代、清代，这里都曾有大批兵哥哥操练

“广场舞”，以保持强健体魄。
李健虎先生，号亚修居士，对老城历史很有研

究，曾著书《老洛阳》介绍老城古迹。在他的指引
下，我在东大街鼓楼南侧找到了草场街，又在山陕
会馆正门前找到了校场街。

李先生说，草场街原名操场街，是宋代厢军
（常备军）练兵的地方。宋太祖赵匡胤是在老城夹
马营出生的，他眷恋西京洛阳，估计往洛阳调派的
厢军不会少。

校场街是清军习武的场地。
洛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除了以上两条

街，还有不少地方都曾是驻军练兵之地：夹马营曾
是后唐禁军的驻地；洛龙区大屯村南的伊河边，明

末曾有李自成的农民军在此练武……
士兵练武，目的是强身健体，为打仗作准备。

操练动作并不复杂，其模式化、套路化跟如今的
“大妈式广场舞”有一拼；论观赏性，则比“大妈式
广场舞”更为刺激、阳刚。

兵哥哥练武，或曰“练舞”（古有闻鸡起舞一
说），还要喊出“哈！杀！嗨！”显得很威猛，百姓都
爱看。有些围观的青年人看得热血沸腾，还掂着
木棍当兵器，跟着士兵瞎比画。

兵哥哥练武时，没有《最炫民族风》这一类的
伴奏乐，只有铿锵有力的练兵曲。洛城老百姓曾
给李自成的农民军编了鼓曲《小出操》，擂鼓助兴，
以助操练。

有时候，笛子也来插一脚。据《东京梦华录》
记载，为迎接上级巡察、丰富王权贵族的文化生
活，宋代军士会戴上面具或是画上花脸，集体扮成
神鬼、判官，摆阵对垒；助兴的是鼓和笛，还有烟
花、爆竹。

说到练兵曲，不能不提《兰陵王入阵曲》。兰
陵王本名高长恭，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英雄、洛阳
有名的“面具战神”。他率军杀敌，曾以一敌百，打
得敌人“丢弃营寨，自邙山至谷水”，死伤遍地。

《兰陵王入阵曲》是北齐士兵为赞美“战神”而
创作的，只听曲名，便觉得雄壮豪迈。如果以其为
伴奏乐，跳跳“兵哥哥式广场舞”，那必是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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