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根据《东莞县志》记载，东莞在

广州之东，取名东字，出产莞草，故
名“东莞”。 莞草曾在东莞的滩涂水
朗连片衍生，成为沿海人们就地取
材的薪火燃料，其质地润滑、柔韧，
又是人们棚居遮风挡雨、 捕鱼捉
蟹、缚物吊重之生活、生产物料。 然
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如今，

莞草在东莞几乎绝迹。
据《宋起居注》载：“广州刺史

韦朗，作白莞席三百二十领。 ”这
说明在南北朝的刘宋时期， 东莞
已大量生产草席。由此推测，东莞
种植莞草的历史可追溯至 1000
多年前的南北朝。 而莞草编织的
历史则更久远。 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不少东莞人以莞草编织为生。
莞草制品曾行销东南亚、 欧美等
海外市场。 但随着时代和科技的
进步，以塑料、工业材料等为原材
料生产的制品由于成本、 工艺等
优势，逐步取代莞草制品。上世纪
八十年代后，莞草种植日渐式微。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东莞全市已无

莞草种植。 近年来，沙田镇开始探
索恢复莞草种植。

2007 年 ，“莞草编织 ”作为一
项传统技艺入选第二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
2019 年 ，沙田 “莞草种植技艺 ”入
选东莞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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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佛荟”设计国际竞赛启动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诚摄影

报道： 备受广佛市民关注的两市
共建共管项目“广佛荟”（暂定名）
又有新进展。 记者从佛山中德工
业服务区（三龙湾） 管委会了解
到，“广佛荟” 建筑概念性方案设
计及周边地块城市设计国际竞赛
正式启动。 记者了解到，本次竞赛
不设资质要求， 国内外设计机构
均可申请参加， 鼓励相关专业领
域一流设计团队联合参与， 联合
体优先考虑配置含建筑设计和桥
梁(或轨道交通 )设计等类型的设
计团队。 一旦方案中选，将获得总

共 1475 万元设计费。
“广佛荟”选址位于佛山三

龙湾与广州番禺交界，毗邻广州
南站，是与南海新交通合为一体
横跨陈村水道的广佛同城综合
体。 据介绍，竞赛阶段设计工作
包括“广佛荟”建筑概念性方案
设计和周边地块城市设计两项
内容，其中“广佛荟”建筑概念性
方案设计为本次竞赛的重点。

记者了解到，本次竞赛采用
公开竞赛的方式，公开接受符合
参赛资格条件的境内外设计单
位（包括联合体）的参赛申请。

男子与小三同居，离婚庭审时谎称是合租

当事人和律师当庭说谎
被各罚 2 万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园报
道：深圳一男子婚内出轨，和小
三拍婚纱照又同居，为与原配离
婚，起诉到福田法院。 法院近日
开庭审理这宗离婚纠纷案件时，
该男子称自己与该名女子只是
合租关系。 男子的一番说辞被法
官识破。 近日，福田法院对当事
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作
虚假陈述的行为发出罚款决定
书，对两位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各
罚款 2 万元。

据介绍，原告要某（男）与被
告袁某（女）于 2010 年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 2019 年上半年，袁某
意外发现丈夫要某在外面有了
新欢。 要某表示一定悔改，却偷
偷和第三者王某文拍摄婚纱照、
结婚登记照，还搬去和王某文及
王某文的母亲一起居住。 没过多
久， 要某便向袁某提出了离婚。
协商离婚失败后，要某来到福田
法院起诉离婚。

庭审期间，被告袁某为证明
原告要某与案外人王某文存在
不正当男女关系，向法庭提交了
要某与王某文拍摄的婚纱照片、

结婚登记证件照片，以及福田区
梅林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内地居
民采集表》， 显示要某与王某文
及王某文母亲目前共同租住在
福田区梅林的某小区内。

要某承认这些证据是真的，
却不承认自己婚内出轨。 要某
称，因不想回家住，所以就搬出
来和王某文一起合租。 王某文和
她母亲住一间，自己一个人住一
间，不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法官对要某进行释法，提醒
要某如有虚假陈述，将会受到法
律的制裁。 要某意识到了事情的
严重性，承认自己与王某文存在
不正当男女关系，并称是其委托
代理人律师王某某出的主意。 对
此律师王某某并未否认。

当天下午，要某便让其委托
代理人王某某向法官寄送了撤
诉申请书。 对此，法院开出了 4
万元罚单。 据了解，这是新修订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 自 2020 年 5
月施行后，福田法院首例适用该
规定对虚假陈述的当事人作出
处罚的案件。

首批亩产约500斤干草
当天上午， 沙田镇宣教文体

局、文广中心工作人员，莞草文化
爱好者和党员志愿者们顶着烈
日、拿着镰刀忙碌地收割莞草。

据悉，该批莞草于 2019 年 7
月份播种， 经技术人员专业指导
和种植人员悉心管理， 总体生长
良好。据了解，莞草一般一年收两
造， 正常情况下每亩可收干草约
1000 斤。 该首批种植的莞草因受
疫情和持续强降雨天气等综合因
素影响，亩产干草约 500 斤，预计
下半年的收成能达到正常水平。

已近 70 岁的莞草种植技艺
传承人、阇西村村民王祐，担任
沙田镇莞草种植试验基地种植
工作的主要技术顾问，他种植莞
草已有几十年经验。 王祐说，对
于这批莞草，他们倾注了大量心
血，终于迎来了收割。

据王祐介绍， 本次收割的莞
草品种以“珍草”为主，此类正宗
莞草有草身韧度高、柔软度好等特
性，相对其他咸水草更适合用来编
织和作为缚物吊重工具使用。

晒干后将用于工艺编织
在首批莞草收割现场， 志愿

者们通过体验收割、 莞草晾晒、
观看莞草作品、摄影采风，零距
离感受莞草文化的魅力。

据沙田镇文广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经过收割、破草、晾晒
等环节后，首批收获的莞草将在
晒干后用于编织工艺品，部分将
送往学校作莞草编织兴趣班教
学材料。 接下来，沙田镇将以此
次莞草收割为契机，组织沙田镇

“白玉兰”社工、高校开发莞草编
织作品，辖区学校开展莞草文化
教学，更好地传承莞草文化。

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近
年来， 沙田镇探索恢复莞草种
植， 并开展编织手工艺传承工
作。 该镇组织“白玉兰”社工开发
莞草编织作品，成立莞草“妇创
坊”，使莞草这一“活化石”再次
展现在人们眼前。

沙田镇还把莞草编织融入学
校第二课堂，组织沙田镇第一小
学、中心小学等学校举办莞草编
织兴趣培训班，邀请民间莞草编

织艺人开展手艺传承活动。

将进一步扩大种植范围
2019 年， 沙田镇在美丽的

穗丰年水道旁选取了占地约 30
亩的地块进行一期莞草种植试
验基地建设。 接下来，沙田镇将
继续完善基地规划建设， 把莞
草的各种科普知识、种植技艺、
编织技艺等建设成科普长廊 ，
并设立专门的莞草编织加工 、
体验、展览场所 ，与有关高校 、
机构合作， 提升和丰富莞草编
织技艺， 探索推出系列莞草文
创产品。 同时，沙田镇还计划把
莞草种植试验基地打造成为沙
田镇青少年户外拓展 、 基层党
员活动体验基地等， 组织开展
系列的种植、收割、知识宣传等
活动，进一步推动莞草种植、编
织技艺的传承。

另外， 该莞草种植试验基地
还将为沙田镇今后扩大种植范
围提供草种的保障，沙田将把莞
草种植扩至穗丰年湿地公园、相
关的河道和公园中，进一步保护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莞沙田再现莞草收割盛景
莞草种植试验基地迎来首批莞草收割,将用于编织工艺品，传承这一“省级非遗”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晓玲 通讯员 沙田宣

� � � � 近日， 位于东
莞市沙田镇穗丰年
水道旁的莞草种植
试验基地迎来了首
批莞草收割。 首批
收获的莞草将为沙
田镇莞草编织创作
单位提供优质原材
料， 助力传承和弘
扬莞草文化。

东莞因莞草得名
如今莞草几近绝迹

莞莞草草编编织织收收割割莞莞草草

收收割割下下来来的的莞莞草草整整理理成成捆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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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式健康生活
主张依时而作

刚刚来临的 2020 年全国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非遗
传承 健康生活”为主题。 在全
民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
州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明确提出

“广式健康生活”理念，这亦是此
前广州市着力打造的“广式生活
智慧”的一项延展内容。

在 6 月 11 日举行的 202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州非遗
宣传展示活动暨“广州非遗购
物节”启动仪式上，丰富多彩的
广式健康生活方式走近市民身
边，让人眼前一亮———

为广东南拳五大名拳之首
的洪拳表演， 用英武的民间传
统武术， 展示了广州人的好体
魄；岭南火针和飞针健体治疗、
正骨药棒按摩舒缓颈椎病等传
统医药夏日养生体验， 展示了
广州人身体康健的源头； 自汉
代开始传承的岭南古琴艺术如
高山流水，闻之精

神愉悦； 在岭南特殊地理条件
下诞生的岭南花样传统美食，
活色生香地展示了广州人“识
饮识食” 的健康饮食文化与享
受生活的乐天本性……

对于想要更直观地感受老
广一天健康生活的市民来说，
近期可到广州图书馆负一层小
展厅参观“我哋广式———通草
画广州一日展”， 或登录东家
APP“我哋广式”线上广州非遗
馆，通过线下或线上浏览，看老
广清晨上白云山晨练， 上午到
茶楼叹早茶，日间逛商铺、选手
信、观扒龙舟、健康养生，晚上
回家做几款广州名小吃， 饭后
习古琴、看戏听曲……在“我哋
广式”从早到晚的衣 、食 、住、
用、 玩中， 品读平凡而生动的
“广式健康生活”。

●身为普通市民， 如何深入浅出地解
读“广式健康生活”？

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董帅接受采访
表示 ， 广式健康生活涵盖了广州人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 ，从非遗的角度出发 ，主要可分为医药养生 、健康
锻炼、健康饮食、健康家居、精神娱乐五大板块。

其中 ，又以传统医药养生最具岭南特色及代表
性，“广州人讲究医食同源 ， 老广的医药文化不仅渗
透进饮食文化中 ，也渗透进传统武术之中 ，所以从前
的广州人都讲究医、武、饮食相结合。 ”

在董帅看来 ，老广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早已无形
中包含了广式健康生活 。 而广州人对传统健康生活
理念的坚持与传承，在全国都较为突出。

“‘依时而作 ’是广州人世代相传的生活大智慧 ，
一年四时 、 不同节气 ， 广州人会依循不同的生活方
式 ，其中很多都是针对岭南特定的时节 、物候 、风物
以及气候条件 、水土等专门制定的养生智慧 ，特色非
常鲜明。 ”

董帅举例 ：广东传统文化习俗中 ，以一年四时不
同的煲汤文化最具代表性 ；此外 ，三伏天灸 、三九天
灸以及夏天喝凉茶等 ， 都是世代传承的广式生活习
惯，以上无不体现了广州人信手拈来 、随处加以利用
的广式健康生活智慧。

●广式健康生活助推城市形象打造
于市民身心有益的广式健康生活 ，不仅与个人

的幸福生活指数息息相关 ，实际上 ，倡导城市健康生
活，也是在倡导与雕琢一座城市的文化形象。

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 、 省第二
中医院副院长许学猛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广州人所引
领的广式健康生活， 是通过广州 2000 多年的历史沉
淀缓慢形成的 ， 具有典型的岭南风格 ，“在某种程度
上，广式健康生活即代表了广州的形象 ，也是广府文
化的标签 ；倡导广式健康生活 ，展示广州人的文化特
质、文化个性，这是践行文化自信的很好表现形式。 ”

业内人士认为 ，广式健康生活中的传统智慧 ，可
作用于当代许多其他领域 ， 如广州文旅产业中的动
漫、影视等，皆可融入相关内容 ，助推产业发展 ，这恰
恰体现了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也
给“广式健康生活”赋予了别样的意义。

据了解 ，自疫情爆发以来 ，广州市各非遗项目保
护单位和传承人群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向全社会
传达广式健康生活理念———传统医药企业提前复工，
驰援一线，守护全城百姓的健康；粤剧、粤曲讴歌医护
英雄，鼓舞人心，客家山歌 、咸水歌传唱防疫小窍门 ，
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担起防疫宣传的重任；传统工
艺美术传承人则以自身手艺为“逆行者”助威，以网课
形式为市民提供了宅家期间丰富的健康精神生活。

可以想见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广州非
遗各行业积极助力复工复产 、 促进经济生活恢复发
展，等待广州市民的 ，将是越来越丰富的健康生活方
式和更具朝气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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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刘星彤 通讯员 穗文广旅宣
图 /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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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共生，
素来是一座城市文化气韵及传统传承的
体现。 以实现健康美好生活为宗旨，广州
人对本土非遗文化的传承就蕴于平常生
活中。 观察广州人的一天，“广式健康生
活”其实无处不在———

在传统中医药领域， 针对岭南自然
环境特点和广州人体质， 广州诞生了各
种特色药品、 道地药材、 特色疗法和诊
法，如陈李济传统中药文化、潘高寿传统
中药文化、采芝林传统中药文化、岭南传
统天灸疗法、岭南罗氏妇科诊法等，全方
位守护着广州人的身体健康。

在传统体育领域，“南拳北腿” 是对
中国武术的形象概括，洪拳、咏春拳、蔡李
佛拳等流传于广州的南拳，基于南方人精
悍的身体条件，讲究近身短打、以快制胜、
步法稳固、手法丰富，融养身、健身、修身、
医身于一体。 近年，参加传统武术训练班
成为广东年轻人中的潮流。

在传统饮食领域，“食在广州” 极富
岭南特色的健康饮食智慧，“不时不食”
的粤菜、医食同源的老火靓汤、针对岭南
湿热气候的凉茶以及寓意吉祥的各类饼
食，不仅带来舌尖上的美好体验，更展示
了人与身体、 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和
谐的相处之道。

在传统工艺美术领域， 金碧辉煌的
广彩、构图饱满的广绣、富丽豪华的广式
家具、 玲珑剔透的广州玉雕……广府家
居巧妙适应了岭南亚热带炎热潮湿的气
候，营造出舒适而充满生趣的生活空间；

又因近海而开放、兼容，以中西合璧的风
格尽显“洋气”，反映出广式生活独特的
审美情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除关注身体康健，
广州人一向更注重对精神健康的追求。

众所周知， 岭南文化以其独有的多
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精神，在中华
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 这样的精神，也完
美体现在广州人的日常娱乐生活中———

在传统表演艺术领域， 从市井生活
到高雅殿堂，广州人随处都可遇见粤剧、
粤曲、广东音乐、岭南古琴、粤语讲古、广
东醒狮等各色艺术，它们率真、随性、明
快的美学特质，及恪守礼仪、向往美满吉
祥的人文追求， 滋养着人们的身心健
康———节假日和家人一起走进剧院、剧
场来一场精神洗礼， 成为广州市民休闲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扒龙舟、醒狮、迎春花市等极
富岭南地域特色的传统民间活动， 更被
赋予奋斗拼搏、 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
期许。 其中，扒龙舟作为与即将到来的端
午节相关的传统水乡民俗， 最早兴于明
清时期，包括起龙、采青、趁景、斗标、吃
龙船饭、 送龙等一系列习俗带有强烈的
地域文化及宗族色彩。 自 1994 年广州市
人民政府将端午节定为龙舟节， 每到端
午来临之时，传统“扒龙舟”都成为广州
各区人民最期待的民间文化活动。 和家
人一起吃过粽子、来到江边，在热闹的赛
龙舟氛围中跟着兴奋大叫、摇旗呐喊，才
算是一个完美的“我哋广式端午”。

“我哋广式”打造广州非遗故事

广式健康生活与你相伴、无处不在

解读

6 月 11 日启动仪式现场的悬
壶济世专场直播———采芝林传统
中药文化直播

人民公园的踢毽者

大家一起学洪拳

看过扒龙舟，才算是一个完美的“我哋广式端午”

广州灰塑

放眼全国，论“养生技能”，从无人
不晓的广式凉茶、老火靓汤说起，广州
人都称得上有名。

药食同源的饮食习惯、 冬病夏治
的天灸、强身健体的南拳、愉悦身心的
粤剧粤曲……自古以来，在广州，健康
养生的理念即深入人心。八宝冬瓜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