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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清明插柳，端午
插艾”。插艾、挂艾作为端午
佳节重要的传统文化习俗之
一流传至今，每逢端午，每家
每户都充斥“艾”的味道。人
们会将艾草包扎成束倒挂门
口，或直接在门口点燃艾条
熏艾，简朴方便。

近年来，普通的艾草，或
搭配上菖蒲叶、黄金球，或搭
配上小竹扇、小箩筐，摇身一
变成了艾草花环、艾草竹篮、
艾草竹编挂件、艾草祈福门
饰。稍微一想，家门口挂上
精美装饰又具有节日气息的
特色挂件还能点缀别样的生
活气息，是不是心动了起
来？诚然，商家与卖家的想
法一致，各大网络平台随着
端午临近热销起了这款新颖
艾草挂件，但价格高低不一，
低则十几元，高则多达几百
元。

6月7日一早，城区某花
艺店便忙碌起来，店主起床
后便忙着制作新式艾草花
束。花束中有夹带香樟叶、
黄金果、喷泉草的款式，也有
穿插向日葵、黄金球的款
式。外包装也有不一样的选
择，以五彩绳包紧包装纸或
麻布、小的或大的艾草香囊、
印有“端午安康”的书法小卡
片。可谓五花八门，任君选
择。“预订艾草花束的大部分
客人都是年轻人，目前已接
了不少订单。”店主表示，“花
束价格在 38 到 188 元之间
不等，看客人挑选的素材、款
式来定。除了网上的订单，
店内一天现卖艾草花束也有
近50单。”

“一束艾草加些包装竟
要几百元！”刚毕业工作的小
李表示，在平台上一刷到精
美的艾草花束，心便蠢蠢欲
动起来，但当看到价格上的
三位数，她立刻就放弃了购
买。“我家在乡下，家门口出
去随处都是新鲜的艾草，不
如自己做一束算了。”说干就
干，小李立刻在平台上下单
了自己喜欢的装饰品和包装
纸，加上采摘的艾草，最后仅
花费十几元，就拥有了独属
于自己的端午艾草花束。

有人喜欢精美，有人则
喜欢朴素。博西小黄家，每
年端午，都会在家门口挂上
艾灸条，点燃后，艾的味道可
以弥漫好几日。“这个味道已
经刻在我DNA里了。”小黄
笑言，“现在我也学着爸妈的
方式过节，逐渐成了记忆里
的长辈。”农历五月初三，小
黄在端午假期第一天就备好
了要用的艾灸条。待端午当
日，她将筷子插在艾灸条上，
再用细绳绑在烧烤签子和筷
子之间，确保不会滑落，再把
烧烤签子插在家门外，准备
一个铁盆装落灰，便大功告
成。

新“艾”潮为何会如此火
热？可以看见，大多数的消
费者都是年轻人，他们重视
仪式感和节日带来的情感需
求，愿意进行节日消费。不
论是对艾草花束添加现代审
美，还是对节日传统民俗进
行创新，这样的消费和行为
带动起了所属节日的热潮和
文化自信。年轻人以自己的
方式为传统节日注入了新生
命力，同时连带着创新节日
衍生品，赋予节日文化新活
力，加强了民众对传统文化
的二度认知。

端午新“艾”潮
年轻人有自己

的过节方式

壹

“驱马傍江行，乡愁
步步生”“故乡今夜思千
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两
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
客思家”……在交通不便
的古代，每每提及乡愁，
人们总会借太阳月亮、山
川江河来表达自己的思
乡之情；当下科技发达、
交通便捷，人们又通过什
么来描绘自己心中对家
乡的思念？思乡之物是
一要具有鲜明地域文化
特色、二又能承载民众城
镇乡村记忆的物品。非
遗集这两大要求突出重
围，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乡
愁文化代表之一。而非
遗传承又是一个复杂且
艰巨的系统工程，不仅是
一个个人的事，更是一代
代人的事。于非遗而言，
传承的人愈多，文化赓续
的机会越大，其生动诠释
了一种人与技艺、人与文
化、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
的重要性。

“这就是我和你提到
过的龙门农民画！上面
描绘的场景，是我家乡的
文化！”市民何先生高兴
且骄傲地向友人介绍着
地板上一幅幅色彩艳丽、
构图饱满的画作。他表
示，到外省上大学后，自
己逐渐意识到龙门文化
的独一无二，随后多次向
好友科普、展示家乡的文
化。据了解，龙门农民画
诞生于龙门浓郁多彩的

土壤当中，其将人们劳
作、节日、生活的日常以
明艳多彩的方式记录在
画纸上，整体大气磅礴，
在展出淳朴自然的乡村
气息的同时，还展现了岭
南 传 统 民 俗 独 特 的 色
彩。这一次，何先生找到
机会带上朋友亲眼一览
龙门的非遗，他向朋友介
绍着画作上的场景，有他
亲身经历过的日常，有他
听 闻 长 辈 描 述 过 的 记
忆。“能有这样一个集中
展示非遗的展馆特别好、
特别方便。”

往前几步的惠东展
馆，几位中年人站在张贴
着“寻迹东坡 惠州City-
walk 惠东非遗展示馆服
务点”的蓝色标识旁聊
天，他们都是在惠城工作
多年的惠东人。“看到惠
东文化走到了惠城，很感
动。”他们感慨有些当地
文化自己都未曾有过了
解，此次大饱眼福的同时
也新增见识，“要让更多
人知道惠东非遗！让惠
东渔歌、山歌唱出惠东，
传播出比大海还宽广的
范围。”来自广州市越秀
区的陈姨在看完惠东山
歌展板后，与朋友小声讨
论道：“都是客家山歌，越
秀和惠东的山歌还是有
不少差异的。”她表示，客
家山歌虽都以客家方言
吟唱，但受到南方各地区
的民歌成分、当地其他方

言影响后，自成风格体
系。如广州客家山歌具
有的广州四句板腔调，惠
东客家山歌不具备；而惠
东客家山歌中含有的正
板山歌、五句板山歌，广
州客家山歌就没有。“一
句唱出，便分晓山歌来
处。南方地区多、文化
多，百花齐放！”

惠州当地交汇着多样
文化，如客家、潮汕、广府
文化等，因此也具备了多
种方言。其中，惠州话作
为东江民俗文化的活化
石，已有千年历史。在惠
城展馆二楼，惠州方言的
介绍展板前吸引了不少
游客在展板前“牙牙学
语”。“出门在外，若能与
人以惠州话交谈，身在外
乡也有家的温暖。”惠州
本地人周伯表示，“可惜
现在没有多少后生仔会
说惠州话了，要不就说得
不标准。”大学生小曾对
此表示赞同，比如大家都
会默认广州人都会讲粤
语、福建人都会讲闽南
语。小曾曾被问到作为
惠州人是否会讲惠州话
时，他因从小只说普通
话故回答不会后，他人震
惊的表情令他感到些微
的 局 促 。“ 我 现 在 学 会
了！偶尔有人询问我，什
么词什么句用惠州话该
怎么读、在惠州话里是什
么意思时，我很高兴为他
们解惑、解答。”

本期策划统筹 陈骁鹏

“床前明月光……低头思故乡。”在中国人
心中，故乡二字具有极重的分量。年轻时，人
们不论去到何处，家乡的景始终在心里，家乡
的情亦延绵不断，待到年老，落叶归根又成了
最大的念想，可见乡愁贯穿了人的一生。

日前，在惠州文化地标之一的水东街上，
坐落着惠州一区二县的非遗展示馆。又逢端
午佳节，时人归乡，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展馆参
观，或睹物思乡，或初识惠州文化。

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桥
东街道的水东街，素有“东
江首埠、惠商祖源”的美誉，
其自北宋元丰年间形成，经
历几度风雨几多浮沉，有过
盛极一时，也有过惨淡斑
驳。水东街承载了惠州人
深厚浓郁的感情，其出现在
惠州史上每一个重要的时
间节点中，如连接归善县城
和惠州府城，奠定“一街挑
两城”格局、成为东江流域
水陆货运的集散地，聚集了

“水东二十二行”、东湖旅店
在抗日战争时期见证了“粤
港秘密大营救”……在每一
位惠州人心中，水东街不仅
代表了儿时回忆，还代表了
惠州历史记忆和惠州文脉
所在。如今，水东街经过多
次改造完善，旧貌换新颜，
成为了惠州市民和游客散
步、打卡的古街景点。

2024 年 2 月 6 日，惠东
非遗展示馆和龙门非遗文
化馆于同一日在水东街正
式开馆；5月 1日，惠城区非
遗展示馆紧随其后落地水
东街。至此，730 米的街道
上汇聚了惠州一区二县的
非遗展示馆。据悉，三家非
遗展馆将全方位展示国家
级非遗 1 项、省级非遗 14
项、市级非遗 37项、区级非
遗15项、县级非遗77项。

“没想到在老街上，可
以看见这么多非遗。”“好大
一盏花灯！”“这里有一条木
船！”“麒麟头上好像有三个
红艳艳的太阳！”水东街上，
游览的市民、游客连连感
叹道。三个展馆因位置接
近，且都在门口设置了玻璃
橱窗，路过的行人都可一览
橱窗之景：龙门展馆悬挂了
虎头花灯；惠东展馆摆放了
疍家屋船；惠城展馆展出了
东江麒麟舞的麒麟。据了

解 ，有 粤

中古邑美称的龙门展馆集
中展示了乡土文化、农耕文
化，包含虎头花灯、林村盒
箩、舞火狗、龙门农民画、蓝
田织带仔、龙门大笼糍、龙
门年饼、龙门上灯、龙门山
歌、龙门做棚、龙石头醒狮、
王赛春堂梅花拳、王赛春堂
舞貔貅等等；惠东展馆突出
展现海洋文化、红色文化及
特产，如惠东渔歌、惠东盖
子狮、舞鲤鱼、疍家船屋、惠
东稔山女子戏等等；惠城展
馆则以民国时代作为风格
背景，通过鹅城故事、东江
麒麟串联起惠州古城旧貌、
鹅城老记忆照片、麒麟墙绘
等展板模块。

哪怕是周中中午艳阳
高照，也有不少游客在水东
街漫步。部分游客或急不
可耐拉着小伙伴一同入馆
参观，或在门口驻足拍照打
卡，或与友人在门口交谈怀
念印象中的非遗。

展馆涵盖非遗内容之
丰富，如何不让人走马观
花、转头即忘？记者跟随游
客一同参观展馆内容，结合
游客反馈，得出“三看法”：
以“眼”看。龙门展馆一楼
将龙门农民画作为地板，每
一步都能看到脚下玻璃中
摆放的生动画作，一步一

“重彩”，一步一“明艳”；惠
城展馆以惠景全图立于入
口先声夺人，多处摆放着风
格独特的麒麟头，一步步加
深观者对东江麒麟舞的脑
内印象；以“耳”听。惠东展
馆内不同处播放着惠东渔
歌、惠东山歌、惠东稔山女
子白字戏的唱段，地方语言
环绕整个展馆，余音绕梁；
以“鼻”嗅。豆腐花、年饼、
蜂蜜酒、山茶油……三个展
馆内都陈列着用礼盒包装
的 当 地 色 香 味 俱 全 的 特
产。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试问你对当地非遗项目还
会没有印象吗？

留存传统文化的最佳
方式是发展传统文化，在
发展、传播过程中不断进
行完善。近年来，诸多博
物馆、展馆针对非遗推出
各种各样的非遗衍生品，
即消费者熟知的联名周
边。衍生品针对非遗的
设计与推广，有力赋予了
非遗鲜活力与生命力，再
通过不断优化非遗衍生
品，突出其蕴含的内涵与
理念，实现非遗传承与现
代审美、产品功能、市场
需求的统一，达到推动非
遗变“活”的目的。而非
遗体验活动则以亲身体
验带动自发宣传，让非遗
知识被更多人熟知，文化

“一传十，十传百”。
“请问这里有特色章

可以盖吗？”“请问有惠州
纪念硬币出售吗？”……
三家展馆内，不少游客参
观后会找到展馆工作人
员进行询问。惠城展馆
工作人员表示，日前，一
位来自东莞的女士看中
了惠州瓷器冰箱贴，本
来是打算购买五个，但
展馆内恰好没有补货，
需要暂留一款用于展示，
因此她只拿下了四个，遗
憾而归。

“除了免费的集章受
到多人的欢迎，绘制东江
麒麟头石膏挂件、摆件也
很 畅 销 。”何 谓 东 江 麒

麟？据《惠州府志》记载，
小金口麒麟舞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当地居
民通过舞麒麟祈求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福禄长
寿。其中麒麟形象独特、
颜色鲜艳。麒麟头浑圆
无耳，前额有标志性平
角，整头刻有浮雕吉祥图
案，如龙、凤、八卦、祥云
等；色彩则以红、绿为主
色，白、黄、金、黑作为辅
助色，点缀麒麟头的整体
色彩。从广州来旅游的
何女士，便被东江麒麟头
吸引，当场选择了一款石
膏挂件进行描绘。石膏
挂件虽小，但是该有的细
节一个不少，她在绘制过
程中专心致志，一边对照
参考旁侧的原物，一边对
手头的石膏进行涂色。
其间，不时与工作人员了
解麒麟舞的历史。据悉，
东江麒麟的麒麟头是整
个 工 艺 中 最 为 复 杂 之
处，制作一个麒麟头，至
少需要 25 天的时间。石
膏挂件虽然是以涂色为
主的工艺品，但是想要呈
现出色彩效果，毗近东江
麒麟的绚丽，也需个把小
时完成。

文创备受游客青睐，
惠州特产也不甘落后。
年过五旬的周姨一踏进
惠东展馆，双眼快速一扫
门口摆放的特产，便开口

询问：“这里有没有惠州
梅菜呀？”工作人员上前
引领她至特产展区时，她
不断夸赞惠州梅菜味道
好，让她念念不忘。“我和
朋友短途游的时候来过
这儿，当时买了些梅菜回
去。一尝，味道真的不
错！”与周姨一同来的朋
友也称赞惠州菜肴中的
梅菜扣肉色香味俱全，值
得多次下馆点单。

此外，龙门展馆和惠
城展馆在平日里会举办
体验非遗、学习非遗的相
关活动。龙门展馆二楼
有集交流、体验、教学、培
训、推广等于一体的龙门
农民画研学基地；惠城展
馆二楼定期开展少儿、成
人非遗活动，集多样化展
示、文化体验、研学品读
于一体。“近期，我们为儿
童节、端午节举行了一系
列的非遗体验活动。有
剪纸自制书签活动、宋氏
点茶体验活动、李家拳授
课活动、水北民谣学习活
动等等，大小朋友都踊跃
报名、积极参与。”据惠城
展馆工作人员介绍，“六
一”举办的非遗剪纸书签
活动，广受小朋友好评，
靓丽独特的书签也吸引
了不少到馆的游客购买；
端午期间亦都人流不断，
全天都有小朋友来参加
制作龙舟、龙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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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人乡愁的坐标
长 燃 不 熄 的 非 遗 之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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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游客驻足在惠州方言展板前仔细阅读内容

5月1日，惠城非遗展示馆正式开馆，现场热闹非凡 惠城文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