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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皆聚庆 喜迎八方客

挖掘民俗文化
打造本土节庆品牌

策划/统筹 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文/李海婵 周婷婷 实习生 吴锦鹏 图/王小虎

博罗首届“三月三”
畲族文化节、平海古城
抢炮头接炮头活动、惠
东巽寮妈祖文化旅游节
……4 月以来，氤氲着
“惠州味道”的民俗节庆
活动一场接着一场。

拥有着 5000 多年
文明史、1400多年建城
史，“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惠州无疑是一座民
间文化艺术宝库。记者
梳理发现，惠州共有40
余项传统民俗非遗项
目，节庆活动丰富多彩，
可谓“四季皆聚庆，无月
不过节”。

惠州的节庆活动为
何如此多元丰富、历久
弥新？未来如何打造本
土特色节庆品牌？专家
认为，惠州民俗节庆资
源优势突出，发展潜力
巨大，建议要深入挖掘
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做好“两生一市”，即做
好生产性保护、做好生
活化融合、加强市场化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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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位于罗浮山北麓，嶂背畲族村，
一个户籍人口未过千的村落，古老而
宁静，是博罗县唯一的少数民族行政
村。近期，村子突然热闹了起来，人
们来来往往，忙碌地准备着首届“三
月三”畲族文化节。

活动当天，畲族特色歌舞表演、
长桌宴、篝火晚会轮番上演，中间还
穿插对歌饮酒，邀请四方客人共享，
一股浓郁的畲族风情扑面而来。“像
是过年一样热闹，人多了，村民们表
演更起劲了！”村民蓝欣欣说道 。

“特地从广州过来，演出很精彩、很
热闹，是一场视觉盛宴，美食乌米
饭甜而不腻，很美味！”游客李女士
意犹未尽地表示，在浓浓的节日氛
围，近距离感受到了畲族文化的独
特魅力。

“三月三”风潮从深山“吹”到沿
海。对惠东平海、港口等地百姓而
言，这一天也是翘首以盼的“狂欢”。
当天举办了抢炮头接炮头民俗活动，
由群众捐资演戏。据平海镇平海社
区党委书记、本地文史专家汪洁介
绍，自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始，用

“抢炮头”的方式来争演三月初三正
日的第一场戏。当天，抢得“头炮”及

“尾炮”的村子，舞狮、舞龙，抬着金
猪、烧鸡、馒头等祭品前来平海古城
北门城楼接“炮头”。围观群众里里
外外围了好几层，挤得满满的，热闹
非凡。

惠州不仅传承优秀的民俗文化，
还不断丰富节庆文化内涵，赋予新的
时代意义。三月三当天，罗浮山景区
举办了第二届癸卯雅集·罗浮修禊活
动，现场有文人雅士品茗抚琴，书画
创作，流杯吟诗，以文会友，重现千年

“修禊”盛况。无独有偶，同一天，大
亚湾澳头数十位青年朋友身着汉服
前往澳头妈庙村参观，探寻当地特色
的古村落历史文化。

“三月三”在全市各地都掀起热
潮，是惠州“四季皆聚庆，无月不过
节”的缩影。民间流传有顺口溜：“一
月一（春节），二月二（伯公诞），三月
清明四月八（浴 佛 节）；五月节（端
午），六月六（太阳诞），七月十四（鬼
节）八月半（中秋）；九月重阳十月朝
（牛神诞）；十一月冬（冬至），十二月
年。”除此之外，还有如正月十五的

“正月半（元宵）”、二月十九的“观音
诞”、七月初七的“七月七夕”等，都是
民间盛行的传统节日，由此可见当地
民俗节庆之丰富。“在热闹活动的背
后，表达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珍惜
和期盼。”汪洁说道。

惠州的民俗节庆文化为
何呈现出多元性和蓬勃的生
命力？作为集本地、客家、
福佬等多族群文化形态为
一体的地域，这里各种文化
相互交融、兼收并蓄，显得
多姿多彩。“这一地域文化
特色通过民俗节庆淋漓尽
致地表现出来。”惠州民俗
专家林慧文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他介绍，从惠州传统节
俗及其风俗来看，有相当一
部分是汉族传统节俗的自然
延续和翻版。春节扫尘、守
岁、拜年，元宵观灯，清明、
中秋祭墓，端午赛龙舟等都
与汉族大部分地区相同。

在继承保留中国传统节
俗文化的同时，惠州民俗又
体现出地方特色。如正月的
摆山灯、二月二伯公会、七
月七储七夕水、“十月朝”
等。“应该说，这里面不仅有
变异节俗，而且不少是本地
独有的，即土生土长的。”林
慧文举例，如正月半之人公
仔展览、六月六祭拜太阳仪
式等。

在惠州，元宵、端午等传
统节日还与各类非遗、民俗

深度融合，让其更加生动地
展现出来。以元宵为例，惠
城区墨园村全村村民都齐聚
一堂，互庆互贺，然后打醮、
出煞、巡神等；而惠东吉隆
镇会举行惠州规模最大的舞
龙活动，有“请龙神”“钻龙
身”“拔龙须”“穿龙架”“化
龙”等程序；博罗茜塘围会
开展元宵灯会公灯巡演，

“公灯”坐花车巡游，麒麟、
锣鼓紧随其后，巡游队伍所
到之处，群众夹道欢迎……

除了传统节日之外，最
具地域特色的当属民间会
节。林慧文介绍，民间会节
就是一种在城镇、村落中大
多数人集合在一起的公众性
祭祀与庆典活动，其区别于
岁时通常的、每年定时的个
体特色的节庆活动，而是一
种民间自发的集资聚会的祭
祀形式，具有“多”“杂”“广”
的主要特色。

惠州民间会节主要分为
三大类：一类是公众性的大
型祈神会节，如谭公庙会会
节、伯公会会节、朝云会会
节、南瓜节会节等，形成一
种声势浩大的地方民俗活
动。第二类是非祈神的大、

小型公众专题会节，如“摆
盆”会节、“做棚”会节、“接
灯”会节。第三类是以村为
单位，盛行于惠州东江沿岸
农村，有公众性的祭神上
香，甚至游神、舞麒麟、唱大
戏等内容，故以前都习惯称
之“睇会节”。

“这些惠州民俗在岭南
民俗中有它独有的亮点，

‘兼容共生’是最为鲜明的
特色。”林慧文举例，岭南三
大水神信仰（玄天大帝 、妈
祖、洪圣）在惠州集中表现，
且十分广泛。林慧文开展
田野调查时发现，光是在惠
东，便有数百个妈祖祭拜
点；甚至在农村偏僻的古渡
头 都 能 发 现 洪 圣 庙 的 踪
迹。“三者兼有，唯惠州而无
其他！”林慧文表示，之所以
出现这种现象，正是由于惠
州地域的多族群混杂特色，
才孕育出了多神崇拜的特
殊性。

与此同时，惠州还是典
型的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
在本土农村聚居的主要包括
瑶族和畲族，多元民族的特
点也让惠州的节庆文化锦上
添花、异彩纷呈。

苏东坡与
惠州节庆故事
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据《惠州民俗》记载，惠州民
间传统的元宵节热闹壮观。早
在宋代，苏东坡、唐庚等文化名
人的诗句中就有记载。

宋绍圣二年（1095 年），苏东
坡谪居惠州的第一个元宵节，当
时的太守詹范到白鹤峰嘉祐寺
探望他时，“置酒观灯”，萧鼓助
兴。苏东坡因此写下一首《上元
夜》诗，描述当时情形。“亦复举
膏火，松间见层层”，可见当时
惠州元宵灯节之热闹。

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初五，是
苏东坡侍妾王朝云诞日。古时
每到农历十二月初五，惠州城内
未婚女子习惯以做“朝云会节”
的形式拜祭朝云。一般是亲戚
朋友分别准备素包点等素祭用
品，汇集于惠州西湖王朝云墓
前，祭祀祈福、补种梅花。清代
惠州名士江逢辰的诗句“士女倾
城补种花”，描写的就是“朝云
会节”的情景。如今，古时的风
俗已难寻踪迹。

《惠州民俗》一书认为，对王
朝云的祭奠，源于王朝云传说。同
时，惠州老百姓对大文豪苏东坡的
崇拜，进而将王朝云神化，由此不
断产生了民间对王朝云的崇拜祭
祀，这是苏东坡寓惠文化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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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绚丽多彩的
民俗文化活动、优秀的民间艺术，成为
惠州深入挖掘传统节日内涵、打造节庆
品牌的重要资源。随着当地旅游发展和
节庆文化宣传，不少节庆活动形成了一
定的影响力，吸引不少珠三角游客慕名
而来。

近期，博罗首届畲族文化节就引起
热烈反响。博罗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谢
文山介绍，当地将以此为契机，更好地
推动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新业态，打造博罗县横
河镇特色文旅品牌。同时，计划将当地
畲族文化与罗浮山文化相融合，让两种
优秀传统文化“双剑合璧”。

妈祖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惠东乃至
惠州富有名气的一大旅游文化活动，已
举办了八届。记者发现，本届妈祖文化
旅游节更是深度融合“旅游＋文化＋体
育”。恰逢“五一”小长假来临，当地将举
办丛林穿越越野赛、沙滩足球、沙滩排
球、帆船赛事、汽车特技等，为市民游客
带来竞技、娱乐、观赏、表演的多元体验。

“惠州民俗节庆资源优势突出，市场
前景潜力巨大。”林慧文表示，民俗节庆如
同一股文化潮水，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此
外，还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自发迸出能
量，形成完整的文化传播链条。“只要相关
政府部门充分挖掘、正常引导、丰富内涵，
就能做好非遗的活化传承，实现非遗市场
化！”林慧文充满信心与期待。

对此，华南理工大学广东旅游战略
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数字乡村与文旅
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博
导吴志才表示认同。他认为，民俗文化
旅游是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载
体，是提高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更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重
要内涵，具有历史性、文化性、传承性、
体验性。

未来惠州应如何挖掘其背后的文化
内涵，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如何促
进民俗节庆与人们的现代生活相结合？
吴志才认为，做好“两生一市”。首先做
好生产性保护，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
将民俗节庆和文化资源转化为产品，加
强相关工艺和技能培训，传承保护好民
俗文化；其次，做好生活化融合，将民俗
文化活化、节庆打造与人居环境改善、
美好生活建设相融合，加强乡村“软”

“硬”件建设，实现还“俗”于民，增强群
众参与积极性；最后加强市场化运营，
将民俗节庆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推进以
节促文、以节促旅、以节促销、以节促
产，通过新媒体向湾区讲好民俗故事，
实现民俗节庆品牌化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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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罗首届畲族文化节形
成了不小的影响力，吸引不
少珠三角游客慕名而来

博罗首届畲族文化节，上演精彩的畲族特色歌舞

妈祖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巽寮
著名的旅游文化活动

每逢重要节日，横河村民敲响大鼓助兴
陈文 摄

博罗县端午节龙舟竞赛，队伍奋楫争先 陈彩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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