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记者者 刘刘烨烨恒恒

零零点点，， 夜夜深深人人静静的的云云和和县县崇崇头头镇镇黄黄家家畲畲
村村，，伴伴随随着着竹竹梆梆子子声声和和锣锣声声，，拖拖着着长长调调的的提提醒醒
响响起起——————““火火烛烛要要当当心心，，门门窗窗要要关关好好””…………这这
是是村村民民王王建建东东和和王王良良顺顺正正在在进进行行敲敲更更巡巡夜夜。。
一一年年前前，， 黄黄家家畲畲村村重重拾拾 3300 多多年年前前的的记记忆忆，，为为
村村民民敲敲出出平平安安之之声声。。

历史悠久，敲更人内心有眷恋有自豪

晚上近十点， 云和县崇头镇黄家畲村村
民王建东一如既往地戴上头灯，穿上红马甲，
拿起放在家门口的竹梆子和锣， 沿着每天走
的路线，一头扎进浓浓的夜色中。

伴着富有节奏的梆子声和锣声， 王建东
开始了当晚第一轮巡夜。“老王， 开始敲更
了？”“是啊，等下记得关好店门。 ”路过公路旁
的一家杂货店，王建东不忘叮嘱几句。

早春夜里的黄家畲村， 大部分村民已经
熄灯休息，村子里只剩下昏暗的路灯，和王建
东四处查看时照射的头灯。“村子里木结构的
房子很多，要注意防火。 这几天雨水足，还得
小心山洪。 ”王建东告诉记者。 黄家畲村的公
路、石板路、田埂路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大约一小时后，王建东绕村子巡了一圈，
回家歇脚顺便喝口热茶。 平时敲更的搭档王
良顺临时有事，王建东歇了不到半小时，便独
自开始了第二轮巡夜。

“我第一次跟着敲更时，才十七八岁。 ”王
建东说，黄家畲村始建于宋朝咸平年间，距今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很久以前，村里人就
开始敲更，这个习惯祖祖辈辈流传了下来，直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时我们村里一共有四支生产队，只要
天气放晴，生产队就会轮流派人敲更。 ”第一
次敲更巡夜， 王建东感觉非常新鲜，“敲一个
晚上能挣工分，生产队还会发点心。 ”

“那时候一晚上要敲五更，一更差不多一
个半小时。 ”王建东说，从晚上七八点开始直
到天亮，敲更人要在村子里绕上五圈，每家每
户的中堂都要进去敲更， 村民们则根据不同

的的敲敲更更声声，，来来判判断断夜夜里里的的时时间间。。
说说起起敲敲更更的的经经历历，，王王建建东东十十分分自自豪豪。。 他他告告

诉诉记记者者，，村村里里对对敲敲更更人人是是有有要要求求的的，，““最最起起码码，，
要要在在村村里里和和大大家家和和睦睦相相处处的的人人才才能能敲敲更更。。 小小
偷偷小小摸摸、、人人品品不不好好的的人人，，肯肯定定不不会会让让他他敲敲更更。。 ””

黄黄家家畲畲村村有有很很多多木木制制结结构构的的房房屋， 但在
王建东的印象中， 村子里没有发生过重大火
灾。“敲更主要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防火，听到
敲更声，家家户户都会去检查一下火源。 ”王
建东认为，村民们坚持敲更，很大程度上降低
了火灾隐患。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 随着生产队的逐
渐消失，村民们种地的种地，打工的打工，敲
更这个在王建东看来十分有意义的行为，也
自然而然地停止了。

一夜三巡，敲更敲出文明敲出安心

王建东没有想到，时隔三十几年之后，自
己又重新成为了黄家畲村的敲更人。

由云和县公安局牵头，从 2018 年 1 月开
始，每晚 10 点至凌晨 2 点，王建东和王良顺
组成的敲更巡逻队伍， 再次出现在了黄家畲
村的各个角落。 同时，梅源派出所的民警，也
不定期入村参与巡逻指导。

重新为村民们敲更， 王建东感到既熟悉
又陌生。 他告诉记者，以前经济落后，村民们
家里没有电器，连电灯都舍不得开，早早就入
睡； 现在家家户户有了电视电脑， 晚上睡得
迟， 第一次敲更巡夜也就不需要那么早开始
了。 从前敲五更，现在只要敲三更。

王建东说，敲更巡夜的时间不同，性质也
发生了改变。“生产队时期只在天晴气候干燥
的时候敲更，主要是为了防火；现在即使是下
雨天，我们也要时刻关注水情。 ”为此，王建东
和搭档王良顺， 几乎每天都坚持在敲更的岗
位上。

“以前我们担心路上可能会遇到小偷，会
把柴刀绑在背后，万一碰到坏人可以防身。 ”
随着治安情况越来越好， 王建东无需再带着
曾经必不可少的柴刀。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敲更巡夜的途中没有

危险。 炎热的天气里，王建东就时不时会在乡间
小道上碰上绿油油的竹叶青。“还是有一点害怕
的。 ”王建东坦言，“竹叶青这个蛇毒性很强，我们
也不敢碰它，看到了就只能小心绕过去。 ”

“我们这里环境很好，前些年有不少外人来
村里电鱼、毒鱼，整条小溪里的鱼都被他们毒死
了。 我们每天敲更后，这些人就不敢来了，他们也
怕被人发现。 ”自从黄家畲村重新开始敲更后，这
些从前频发的不文明行为也随之销声匿迹。

除了吓退了不法分子，敲更人还成了村子里
留守老人们的依靠。 和许多大山里的村子一样，
黄家畲村的年轻人们纷纷去外地寻找机会，有条
件的村民也搬到县城生活。“我们村里留守老人
很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四五十个，八十岁以
上的老人还有三十几个。 ”王建东说，帮助照顾村
子里的留守老人，成为了敲更人的新任务。

每天晚上敲更巡夜途中，王建东和搭档都要
去每一户老人家门口转一转，看一看老人们的生
活情况，提醒他们关紧家门。 村里的老人们都说，
听到敲更声，心里也多了一份安全感。

意义非凡，祖辈的传统他想一直延续

重新出现的敲更声，让黄家畲村的村民们觉
得很有意义。

“以前夜里会经常忘记锁门，现在有人敲更
进行提醒，对我们嘘寒问暖，感觉踏实多了。 ”村
民李阿姨说，听到敲更声，村民们都会再去看看
自家门窗是否关好、煤气瓶有没有拧紧，同时也
会互相提醒出行安全等问题。

不仅仅是村子里的村民， 黄家畲村的敲更
声，更是传向了在外工作的人们心中。 不少留守
老人的子女们表示，村子里有了王建东和王良顺
敲更，他们在外面工作也更加安心。

不间断的敲更声，还成了黄家畲村外来游客
别样的乡村体验。 近年来，黄家畲村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村子里开出了十几家农家乐民宿。“夏天
时游客很多，有些人甚至会在村里住上一个月。 ”
王建东笑着说，“大家都觉得敲更很新鲜，说我们
和电视上的敲更一模一样。 ”

每天敲更三趟，步行将近三小时，一天要走
上十多公里，王建东坦言，敲更十分辛苦：“冬天
外面零下几度，也还是要每天出去敲更。 特别是
下雨天，一趟回来全身衣服都湿透了。 ”

王建东的儿子在市区工作， 心疼父亲的他，
多次劝王建东不要继续敲更。“儿子很关心我，说
敲更很累很辛苦，让我在家里照顾好自己和家人
就可以了。 ”

“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东西，我就应
该继续敲下去。 ”祖祖辈辈传递下来的传统，王建
东不舍得就此丢弃，“而且我身体还算健康，要继
续敲下去，到敲不动为止。 ”

王建东的母亲年近九旬，老人家只愿意住在
自己的老房子里。 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王建东
一直没有离开村子，每天都做好了饭端到母亲身
边。 晚上敲更时，他也会时常去母亲家门口看看。

“村里的老人、自己家的老人都需要照顾，敲
更也是帮自己敲，大家夸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觉
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王建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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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烛要当心，门窗要关好”……
云和县崇头镇黄家畲村重拾敲更传统

山乡又闻敲更声
敲出乡愁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