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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吴泳、通讯员
狮宣报道：4 月 12 日，记者从南海
区狮山镇获悉，“2023 佛山草莓音
乐节”将于 15、16 日在南海体育中
心开启。

本届音乐节联合主办方广州创
特文化透露，已经“15岁”的草莓音
乐节在 2023 年携年度主题“Still”
首次入驻佛山，将设置草莓与爱两
个主题舞台，朴树、陈粒、TizzyT、
马頔、郭采洁等知名唱作人，以及重
塑雕像的权利、达达乐队、声音碎
片、梅卡德尔等备受年轻人喜爱的
乐队将在15日及 16日两天悉数登

台表演。
据介绍，自创办以来，草莓音乐

节曾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武
汉、成都等地举办，每年都邀请许多
明星及知名乐队，吸引了数百万名
乐迷。此次落地佛山，也是成为草
莓音乐节继深圳、东莞、广州后“解
锁”的第四个广东城市。值得一提
的是，现场还将设置众多内容体验
区，如官方 PRO 区、摩登系潮流 IP
以及本地青年文化内容、创意市集
与特色餐饮等。

主办方发布交通攻略。其中，
如市民选择自驾路线，可导航至南

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根据导航提示
直接抵达音乐节现场。主办方温馨
提醒，南海体育中心内部停车位有
限，为避免出现交通拥堵及无位停
车的状况，前往活动的市民可考虑
在附近停车场进行停车。如市民乘
坐动车，可至佛山西站下车，到站后
可选择的士或乘坐南高 03 等公交
线路到达；如乘坐公交，可选择南高
01、南高02、南高04等线路到达湖
景湾 (北)站点，或乘坐南高 10、南
高 17、狮山快线等线路到达狮山
城区公交换乘中心站点，然后通过
步行到达音乐节现场。

佛山草莓音乐节后天开幕
停车、动车、公交全攻略提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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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第一次听到“广佛同城”这个提法，
不少读者可能会有疑惑：珠三角九市中，非只
广佛两地山水相连；为何广州和佛山会成为珠
三角乃至全中国最早的同城化城市？读完盐
步老龙的故事，或许会有启发。

2023年4月 12日，佛山市大沥镇盐步社
区协同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再赴
广州泮塘，收集关于盐步老龙和泮塘长龙这
对“契爷”“契仔”流落民间的故事，汇编整理
为口述史，继续丰富这一见证广佛同心的百
年礼俗。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闻 吴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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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河网密布，龙舟更
是成千上万，为何“盐步老龙”
有个“老”字？由省方志办编纂
的《全粤村情》在书中有明确记
载，盐步老龙有“三老”特点：一
是资格老，已有近600年历史，
数百年来老龙在珠三角河道上
一直是众多龙舟的长者，迎来
不少龙舟慕名拜访；二是姿态
老，老龙一百多年来没有参与
过传统的龙舟比赛，每次龙舟
竞渡，它都只做游龙表演；三是

“形态老”，老龙颔长须白，在珠
三角众多龙舟中，长须的不多，
有白须的更是极其罕见。

盐步老龙的“威名”，与一
段典故更是息息相关。《全粤村
情》记 载 ，明 万 历 二 十 五 年
（1597 年），盐步龙与广州泮塘
仁威五约龙在珠江参加龙舟竞
渡，盐步龙略领先，在离标旗
（终点）数尺之际，站在泮塘龙
龙头的夺标者突然一跃而起夺
得标旗。事后，泮塘父老得知
详情，提醒年轻龙舟手“水上扒
龙船，岸上有人见”，认为这是
违规之作，第一名应属盐步，次
日便把锦旗以及金猪等奖品送
回盐步。盐步村民对此礼让再
三，又把奖品送回泮塘。如此
反复数次，双方礼让不停，直
到金猪变质、生虫。最后在一
位长者提议下，盐步龙与泮塘
龙结契 ，分别为“ 契爷 ”“ 契
仔”。

从此，老龙、长龙每年端午
期间进行互访。盐步老龙先往
泮塘，到达荔枝湾“操水”（游
水）后，长龙驶到老龙身边，两
艘龙舟的操桨手各用一只手抓
住对方的船舷，将两船贴紧，随
着鼓点缓缓并行，谓之“拖手
仔”（手拉手）。泮塘乡亲为老

龙的双角戴上金花，披上红布，
谓之“簪花挂红”，并赠送泮塘

“五秀”及金猪等礼品。次日，
泮塘龙舟及醒狮艇一大早来到
华光庙涉头附近河边，回访“契
爷”并做游龙表演，盐步以“黄
皮园秋茄”等回赠。太阳偏西，
老龙、长龙并肩而行，三进三出
盐步水道，一直送别至石潭口
甚至东教河段。

根据记载，明代有陶驸马
在珠江观龙舟，目睹盐步龙与
泮塘龙的威猛，亦闻其“结契”
之事，授意把盐步龙、泮塘凸眼
龙（仁威五约龙）、白沙红龙、雅
瑶东涌龙、石井古料大头龙定
为“五经魁”，有村民又称之为

“五京奎”。清代，慈禧赐盐步
龙舟名为“盐步老龙”，并赏十
二支“雉鸡尾”、一个孖金钱、一
面“百足旗”，赐泮塘龙舟九支

“雉鸡尾”、一个孖金钱。从此，
盐步老龙就以长者的身份，只
做游龙表演，不参加任何传统
龙舟赛事。

“起龙船、拜华光、游三河、
探 契 仔 、迎 契 仔 、食 龙 船 饭
……”说起盐步老龙礼俗，广东
省非遗项目盐步老龙礼俗非遗
传承人邵钜熙表示，多年来老
龙礼俗基本没有太多变更，基
本能做到遵循先人前辈流传下
的流程。事实上，自退休后，邵
钜熙曾多次奔走于广佛两地，
沿着“老龙足迹”走访泮塘、坑
口、茶窖等地，收集、整理盐步
老龙相关资料和故事，倡导恢
复了老龙船牌、帽子等传统样
式。

“龙舟精神其实就是象征
着一种团结一心、同心协力的
集体精神，而老龙背后更是有
着一份难能可贵的谦让、礼让
精神，历经千百年而不衰。”据
邵钜熙透露，近年来除了全身
心投入盐步老龙礼俗事务外，
还积极挖掘培养了一批“新接
班人”。“‘接棒者’需要具备真
心热爱龙舟文化，甘愿为传承
老龙礼俗作出贡献，才能让盐
步老龙文化持续焕发出新魅
力。”邵钜熙说。

盐步老龙在民间享有崇高
的声望，而依托该声望，盐步老
龙曾在调停各乡、各堡龙船之间
的矛盾上起到重要作用。据大
沥镇文化站编写的《盐步印记》
记载，曾经，盐步曾经与广州南
塘村产生误会，盐步曾上演过

“夜困南塘”大戏，而南塘也还之
以“魏征斩老龙”。最终，双方最
终以和为贵，冰释前嫌，彼此化
解了矛盾，缔结了深厚友情，并
成为生意上的伙伴，此事在民间
传为佳话。

“实际上，在珠三角水乡，龙
舟互相认亲的佳话并非绝无仅
有，但像盐步老龙与泮塘长龙之
间这份 400 多年以来每年端午
和农历五月初六都要举行互访、
游龙等传统仪式的深厚友情，并
形成长盛不衰的锦龙盛会，还是
只此一家”，盐步社区党委副书
记郭永汉表示，几百年来，依托

互访，盐步和广州泮塘、坑口、茶
滘、鹤洞等地区的人们一直保持
着兄弟情义。据记载，泮塘曾向
盐步赠“昔日夺标同鼎甲，当年
沧海占群龙”标旗，盐步回赠“永
结交情知此日，幸同夺锦忆当
年”。盐步三河（河东、河中、河
西）于清同治六年（1867 年）赠送
给泮塘“播液发灵”的牌匾，至今
仍存于广州泮塘仁威庙内，是两
地友好交往的印证。“此外，1956
年端午节，盐步还应邀带着老龙
到广州表演‘陆地龙舟’。近年
来，盐步和泮塘的交往更早已不
局限在锦龙盛会，正月十一的盐
步狮会、三月三拜北帝等年俗活
动，两地村民都会互相捧场。日
常喜事和朋友聚会，两地村民更
是私下互访，亲如一家。”

近年来，随着广佛同城的正
式提出，广佛两地在交通、政务、
产业同城之外，文化同城也一并

在发展。为此，盐步锦龙盛会改
由盐步社区组织筹办，不但邀请
广佛两地的村民参加，还会邀请
一些海内外盐步乡亲光临。《盐步
印记》记载，每年端午节前，盐步
都要举行隆重的“起龙”仪式。由
坤甸木制成的，装上龙头、龙尾、
龙牌、锦旗的盐步老龙从蟾溪河
出发，鸣锣十三响，先到五显祖庙
参拜华光大帝，再到藏龙船的地
点“采青”，将两簇禾穗分置船头
船尾，祈求五谷丰登。之后，老龙
会在蟾溪河进行游龙表演，白色
罗伞飞快旋转，长长白须时而飘
起，铿锵的锣鼓声、整齐的桨起桨
落声响彻一河两岸。“盐步老龙载
满了盐步人深厚的情感，也是广
佛民间400多年来亲如一家的力
证，是盐步人文化向心力的所
在。”郭永汉表示，数百年来，无论
盐步人走到哪里，盐步老龙都是
他们的共同记忆。

白驹过隙，这条于 1432
年建造的盐步老龙，今年已有
591 岁高龄了。近年来，佛山
市南海区、大沥镇不断加强对
盐步老龙礼俗的保护力度。
2011 年，大沥镇文化站与盐
步社区着手做好“盐步老龙
礼俗”文化资料的系统整理，
大力开展“盐步老龙”文化宣
传，2012 年 2 月，该项目入选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13 年，“盐步老龙礼
俗”被评为第一批中国体育
非遗保护与推广项目。2014
年，盐步老龙基地启动建设，
并于2015年投入使用。基地
内的盐步老龙礼俗传习所是
集盐步老龙实物、礼品、图文
展示和交流研讨于一体的文
化基地。

优秀文化的传承，保育与
活化缺一不可。2022 年，佛
山市南海区提出构筑“三带三
区”文化新格局。在此基础
上，大沥镇计划打造“省佛通
衢文化产业带”。“盐步老龙
1432”项目正是省佛通衢文化
产业带的牵头项目。该项目
位于广佛湾城乡融合示范区，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9万平方
米（约 285 亩），将通过活化百
里芳华盐步老龙示范区、南海
酒厂、南海粮仓、盐步直街等
区域，打造一个集办公、娱乐、
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城、产、
人、文融合的标杆文旅创意产
业项目。项目将按照“政府引

导、规划引领、属地实施、市场
运作、分步推进、各方受益”的
工作思路，分四期开发，力争
两年完成项目改造。项目一
期于 2022 年 11 月 13 日正式
启动，建设内容包括老龙公园
改造提升、龙涌沿线建筑外立
面改造、百里芳华稻田景观打
造等。

“无论是从基层社会治理
角度，还是从广佛人文相亲的
角度，盐步老龙礼俗都有重要
研究价值。”佛山市委党校佛
山市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副
教授彭莹表示，岭南龙舟的雏
形可追溯至南越国时期，在历
史长河中逐渐发展出社会交
往的功能。人们对岭南龙舟
竞渡的文化认同，其本质是对
蕴藏其中的价值伦理、思维取
向和行为叙事等民族特质的
认同，这也是盐步老龙在民间

“威望”的根源。与此同时，各
乡各村之间的龙舟结契拜契，
显示出人与自然、人与人在相
处中所追寻的和谐共生的价
值伦理。盐步、泮塘两地民众
更是数百年一直保持着相互
尊重、相互探访、和谐共进的
风俗，即使遇上天气恶劣、环
境变迁、经济困窘，双方也依
然珍视传统，坚持让这种情谊
维系和延续，这体现的是广佛
两地人民对彼此关系的认知
和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可，“数
百年的情谊，是广佛两地人文
相亲、文化同源的体现。”

典故：“礼让”让广佛两条龙走在了一起

影响：“老龙”成为广佛同心的连接纽带

焕新：打造“潮龙”IP延续城市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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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步老龙省级非遗传承人邵钜熙宣读祭文 梁正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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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龙表演前，村民给盐步老龙整理仪容 大沥镇文化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