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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BA”的氛围
树上、房顶上、山坡上
挤满了来看球赛的村民

李正恩的家，就位于台盘村村口
第一个红绿灯处。

再向西南方2公里，便是今年夏
天最火的篮球赛举办地——台盘村

“六月六吃新节”篮球场。虽然选手
都是业余水平，但氛围拉满。

独特的地质气候和苗家传统，造
就了台盘村别样的民族风情。作为
连接凯里、台江、镇远、革一、施洞、凯
棠等周边市县乡镇的交通枢纽，在每
个炎热的夏天，来自各个村庄、乡镇
的篮球队都会从四面涌向台盘村，带
着篮球，为自己的队伍拼尽全力赢得
比赛。

而观众也会默契地将球场水泄
不通地包围，树上、房顶上、山坡上总
会挤满来看球赛的村民，年复一年。
只要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闻讯赶
来的球迷。

比赛结束后，“中国‘村BA’圣
地”几个大字，被人们用红色的油漆
粉刷在球场右侧的墙上，成为游客打
卡拍照的背景板。新球场建设的两
个方案，也摆在一旁公示。

“一个月前，你面前的这条马路
全都是车，都是赶来看比赛的人。”李
正恩站在路边比划着。尽管眼前的
马路，已经随着“村BA”的结束而恢
复了宁静，但他仍记得当时球赛的热
闹场景，“看台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
山坡上都是人，很多人跑到附近居民
家的房顶，探个头出来看，也有很多
年轻小伙‘挂’在树枝上看。”

与如潮水般涌入村子看球的球
迷相呼应的，是从各地赶回来参加比
赛的球员。“打球的很多都是村里的

年轻人，平时都在外面打工，每年球
赛开始，他们都会请假赶回来参加比
赛。”李正恩说，远的包括在广州、东
莞这些地方打工的，近的也有在凯
里、贵阳等省内工作的年轻人。

“村BA”的魅力
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
请假返乡参加篮球比赛

年轻人为什么愿意请假返乡参

赛？对此，李正恩觉得很好理解。“很
多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从小打球赛，都
是很热爱篮球的，年轻人也是球队的
主力球员，回来参加比赛也能让自己
的球队增加获胜的概率。”

在李正恩看来，球员们还会在球
赛结束后烧烤，吃饭，彻夜聊天，非
常的热闹。他说，这也是在“村BA”
影响下，构成台盘村“天亮文化”的
一部分。常年在外难得相聚的球员
返乡，有聊不完的话题，总觉得时间
过得太快。“球赛结束后大家还会一
起总结，不知不觉就坐在球场上聊
到了天亮。”

年轻时的李正恩也一样痴迷于
参加篮球赛。2004年，他在广东做
辅警，但每到“六月六”，他都会请假
回来打比赛，一次也没缺席过。“在村
里打不过瘾，我还开车去100多公里
外的村子打球，最远去过200多公里
外的安顺。”

今年的台盘村“村BA”，李正恩
参加了中年组的比赛，并在8场球赛
之后取得了亚军。类似的成绩，也经
常出现在他参加的比赛中。年过40
岁后，无论是否进入决赛，李正恩觉
得都差不多。“现在我们打球只要开
心就好，到这个年龄，结果就无所谓
了嘛。”

虽说上了年纪，可一旦穿上队服
站在球场，肯定还是会拼尽全力，这
也是“村BA”历届球员流传至今的

“村BA”精神。
“这次筹办和参加比赛，我一共

瘦了十几斤，每年比赛完都要瘦。”
在“村BA”的赛场，球员间会有明
显的体力对抗，李正恩介绍，这也
是种“好斗”的体现：“除了篮球，我
们节日的时候还会有斗水牛、斗鸡
和斗鸟比赛。这种寻求对抗、开山

斗勇的性格，是我们苗族自古流传
下来的传统。”

“村BA”的自信
参加球赛队伍有近200支
吸引上万名观众加油助威

跟大多数“村BA”的球员一样，
打小就被父亲扛在肩上看球的李正
恩，心里早就种下了一颗打篮球的种
子，他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科比，“因
为科比打得好”。

没有专业的教练，自己摸索练球
的李正恩因为错误的打球方式，造成
双手小拇指的骨折。“当时没太注意，
给手上绑了胶带就继续去打球，球是
打好了，但手就成这样了。”抬起双
手，李正恩两只小拇指在骨节处外翻
得十分明显。

在黔东南州，打好“村BA”，不仅
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是当地村民自
信的源泉。

“村里虽然球队多，但谁打得好
大家都会讨论，都能知道。我年轻的
时候，连我老婆的哥哥也知道我球打
得好。”成家后的李正恩减少了出县
城打球的次数，比赛都尽量选择离家
近点的地方，也将更多的心思放在

“村BA”的组织筹办上。
“我上学开始参加比赛时，只有

公开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但并不合
理。”2008年，为了让全省更多选手
能参加球赛，李正恩、吴小龙与其他

“村BA”球赛组织者一起对参赛组别
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少年组”“村村
组”“中年组”三个组别，来提高参赛
者和观众的体验。“今年参加球赛的
队伍有近200支，一大半都来自别的
村镇，还有上万名观众，其实每年看
球的人都这么多。”

8月9日,贵州省台江县,中国“村BA”——佛黔协作美丽乡村篮球交流赛在台盘村举行，图为航拍顺德篮协男篮对阵台江县男篮比赛现场。图据CFP

8月2日，贵州省“美丽乡村”篮
球联赛黔东南州半决赛在台盘村
举行，前来观赛的观众爆满，气氛
热烈。 （资料图）

“村BA”主办者李正恩与吴小龙合影。

到现在为止，李正恩还想不明白，
这场自打他记事起，甚至他父亲记事
起就持续举办的“六月六”台盘村篮球
赛，为什么突然就在网上火了？

作为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六月六吃新节”是当地村民在农忙过
后，为预祝粮食丰收举行的民间传统
节日。节日期间，村民们会举办各种
活动，篮球赛是其中最热闹的一项。

今年7月底，贵州省黔东南州台
江县台盘村的一场乡村篮球赛，引起
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的关
注。当地的乡村篮球赛也因其热烈
的氛围而迅速走红网络，被外界亲切
称呼为“村BA”。

李正恩作为台盘村篮球队球员、
球赛的主办者之一，他甚至都不清楚

“村 BA”到底是什么。“我理解的就

是，有很多村民来观看，所以叫做‘村
BA’？”

初学者李皓轩的篮球，打得远没
有其父李正恩好，但9岁半的他却更
清楚“村BA”的概念：“村BA就是我
们村里的篮球比赛，因为在村里打，
所以叫做村BA。”

“村 BA”是不是火出圈了，李正
恩没想过深究，因为这并不影响他带

着儿子继续打篮球。更何况，无论
“六月六吃新节篮球赛”有没有线上
观众关注和网友喝彩，都是台盘村里
流传了近百年的传统赛事。

与李正恩不同，同样是主办者之一
的吴小龙，已感知到了外界的变化。作
为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他认为这次的

“火”，也许能为这个贵州东南角大山深
处的小村庄带来一些改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张奕丹杜卓滨 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 报道

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请假返乡打比赛

的魅力为何这么大？村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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