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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汕 英 歌 舞 起 来
与潮汕人提起英歌舞，他们会扬起自豪笑

容。老一辈潮汕人说，“只要家里有人去跳英

歌，那都是光宗耀祖的呀”。

“锣鼓响，心蓬浅”，这是广东潮汕地区用

来形容游神赛会时人们听到锣鼓声争相去看

英歌表演的俗语。“蓬浅”意为激动，英歌舞在

潮汕群众心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11 月初，夕阳余晖洒进汕头市潮阳区耀明

书院，落在潮阳区后溪英歌队队员们明艳的服

饰和张扬的脸谱上。伴随激昂的锣鼓声，一群

“英雄好汉”闪亮登场。他们挥动双槌，对敲而

舞，步伐铿锵有力。舞至高潮，踏步声、扣槌

声、锣鼓声、喝叫声振聋发聩，气势如虹。难怪

潮汕人说，跳英歌都是有英雄气的！英歌舞也

因而被称为“中华战舞”。

力与美

近距离观看英歌舞，在密集槌声与极具穿

透力的呐喊声中，在力与美的对撞下，那股“中

华战舞”的热血沸腾在观者灵魂深处。

一曲舞罢，少年们的额头渗出细细的汗

珠，后溪英歌队队长、汕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英歌传承人林芳武张罗着让队员们下场歇

息，好准备下面的排练。

“英歌舞突然就火起来了！”林芳武感叹

道：“之前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看到英歌

舞，现在不一样了，经常收到各处的表演邀请，

最忙的时候一天连轴

转演十几场，今年已

经演了上百场。”

英歌，也作秧歌、莺歌，以《水浒传》人物为

原型，英歌舞的角色也有 108 名，演绎梁山泊好

汉的故事，渲染和歌颂一往无前、斗志昂扬、团

结战斗的英雄气概和精神风貌。

水浒题材歌舞何以流行于潮汕地区？或

许源于其展现的好汉精神与潮汕精神一脉相

承。潮汕先民在大海边生息，身处艰险自然环

境，骨子里生来便带有“三千越甲可吞吴”的精

神气概。在潮汕人看来，英歌舞强悍不屈的精

气神，有扬正压邪、保一方吉祥平安的作用，以

此可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带来更多好运

势、好彩头。

“从明代开始，潮阳始有英歌。”——《潮阳

县志》。据记载，英歌舞迄今有上千年历史。

其源于古傩舞，在唐宋时期已有雏形，至明代

大为盛行，以潮阳为中心呈扇形向外广泛传

播，并在流传中不断演变，从最初的简单动作、

单一套路、单调阵型向动作复杂、套路与阵型

多样转变，英歌服饰、道具的不断更新迭代，也

为观众带来了更好的视觉效果。2006 年，英歌

舞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感谢大家喜欢英歌、喜欢汕头。”在今年

汕头小公园国际元宵灯会中，以郑梓欣为首的

西门女子英歌队，身着红绿两色刀马旦装束，

装扮成穆桂英、花木兰等巾帼英雄人物，踏着

欢快轻盈的步伐，跃动身姿，不断变化阵型，柔

中带刚的表演“吸粉无数”。作为汕头潮阳西

门女子英歌队“头槌”，郑梓欣也凭借飒爽舞姿

和温暖笑容收获了无数粉丝。

“你看，双手各拿一根短木棒，上下左右互

相对击，打出节奏。”林芳武比画着动作解释，

英歌舞的基本动作是“舞槌”和“击槌”。按节

奏板式划分，英歌舞可分为快板英歌、中板英

歌、慢板英歌 3 种不同流派，潮阳英歌舞则属于

中快板英歌。

横 槌 、竖 槌 、挑 槌 、单 打 、对 打 、三 面 打 、

四面打⋯⋯潮阳英歌舞的槌法名目繁多，招

式有 20 余套，可变换出各种队形，如“双龙出

海”“铁塔凌霄”“四海升平”“双金钱”“铁索

股 ”等 ，并 在 构 图 中 舞 出 许 多 不 同 的 动 作 套

式来。

细细观赏，英歌的脸谱也大有讲究。潮阳

英歌的脸谱绘制主要基于《水浒传》中的人物

形象和性格特征，神秘、狞厉、威猛，色彩和图

案非常丰富。“红色表示赤胆忠心、正义凛然，

黑色表示鲁莽耿直，绿色表示侠骨义肠。”

林芳武说，比如“李逵”的黑脸、“宋江”的

红脸。同时英歌还常将百兽、龙、凤等

形象画在脸上，让脸谱具有非常强烈

的个性特色。

千百年间，英歌舞传承对一招一

式间的严格要求，使其始终保持着鲜活

气势与神韵：挥槌齐眉，眼随槌动，纵胸

直背，高低适中；槌花转动，脚勿虚空；斜

肩过头，走势凶猛；跳如虎跃，转似旋

龙。整个表演阵势有如万马奔

腾，势不可挡。

新生代

英歌舞流传至今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

数百年来，在潮汕地区，几乎各个镇、乡、村都

有自己的英歌队。

1996 年 11 月 ，潮 阳 被 命 名 为“ 中 国 民 间

艺术之乡（英歌艺术）”，而棉北街道后溪社

区则是潮阳英歌舞之乡，不少年轻人从小耳

濡目染，对英歌舞产生了深厚感情。林芳武

便 是 这 样 与 英 歌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 。“ 从 小 我

就跟在父亲身边学习英歌，看到了他对英歌

的热爱。”

林芳武的父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英歌传承人林忠诚，更是潮阳后溪家喻户晓的

“英歌大兄”。如今，林芳武接过父亲的英歌

槌。每天傍晚 7 点，林芳武拉下自家玻璃店铺

的闸门，马不停蹄地赶往后溪英歌队的训练

场。“我们不领工资，招收学员、训练都是不收

取一分钱的，有时候还要‘倒贴钱’，所以教练

们都还得有自己的营生。”他说。

“每到寒暑假，前来参加选拔的小孩都要

踏 破 了 门 槛 。”林 芳 武 诉 说 着 这“ 甜 蜜 的 烦

恼”。“我们一般先进行半个月的基础训练，再

考核是否可以合格进队。但这些孩子们真的

很努力，你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完全找不到

理由拒绝他们。”他笑着摇头。

走进训练基地，英歌队队员们正认真地进

行阵法和动作训练，几位教练在一旁仔细观看

着队员的每一个动作细节。“哈！”“哈！”一名个

头不高的小女孩熟练地挥起英歌槌，呐喊、叩

击、舞动，眼神自信而坚定，毫不怯场。她叫姚

温洵，才 9 岁，今年暑假进队，短短几个月便能

有模有样地跳起来了。

“我 们 队 里 面 最 小 的 队 员 是 个 4 岁 的 娃

娃。”林芳武说，这些自幼受到老一辈熏陶的潮

汕孩子，耳濡目染因热爱加入英歌训练，慢慢跳

成少年、青年、中年⋯⋯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过去，英歌有“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

的讲究。近年来，随着英歌舞不断推陈出新，

女子英歌、少年英歌一步步拓展边界，丰富了

英歌的艺术形式。“男子英歌刚猛有力，女子英

歌则是刚柔并济。”林芳武说。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传承和热爱，让一个个

充满历史厚重感的脸谱背后，激荡着青春活力。

向未来

踏着日新月异的新科技发展鼓点，新一代

喜爱英歌舞的潮汕孩子长大了，将英歌舞传承

出了新的高度和广度。

飒爽英歌舞，在一群汕头出产的智能机器

人演绎下，呆萌、酷炫又科技感十足，圈粉了一

批又一批海内外年轻人。

“中国玩具礼品之都”是汕头亮丽的产业

名片。今年以来，无论是在深圳的中国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汕头的国际玩具礼品博览

会上，还是在央视《走遍中国》栏目等众多媒体

的镜头中，人们频频看到古老英歌舞邂逅年轻

的潮流玩具所绽放出的魅力。

在广东群宇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群宇科技”）展示区，一支由 18 个积木机器人

组成的“英歌队”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海内外访

客。这些身披战袍、手持英歌槌的积木机器

人，起舞姿态有板有眼，配合默契。据介绍，这

些积木不仅还原了英歌脸谱、戏服、道具，而且

身上“武装”了舵机等精密电子元器件，通过编

程，可栩栩如生地模仿真人英歌舞复杂、统一

的动作。

“完全没有意料到，英歌舞机器人能在文博

会上一炮走红，突然就火了！”回忆起今年 5 月

份的深圳文博会，群宇科技总裁陈锐烽难掩

自豪。

在这场全球瞩目的文化产业盛会上，群宇

科技“训练”出的积木英歌舞机器人，用精致的

脸谱、生动的舞姿，吸引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观

众。那时的场景，陈锐烽历历在目：“一连几天

的表演几乎场场爆满，每天都要表演十几场，

英歌舞机器人的主控器经常发热冒烟，电机都

烧掉二三十个。”

文博会之后，陈锐烽的公司多了不少订单

和活动邀约。在他看来，机器人“英歌队”的

“战绩”也应归功于后溪英歌队。

“为了不给非遗丢脸，我们深入后溪英歌

队去了解英歌舞的历史、舞蹈动作、脸谱细节，

力求在机器人的表情、动作设计和队形等方面

还原传统英歌舞的神韵。”陈锐烽说，“一开始

我们心里没底，只制作了宋江、关胜、时迁等知

名度较高的人物，现在这支英歌队已经拓展到

了 36 个角色。目前我们还在对其进行持续不

断地调试和训练。”

对于林芳武而言，看着机器人“英歌队”一

天天成长壮大，也如同看着自己训练出的孩子

一般欣喜不已，“群宇科技的研发团队经常来

训练基地研究动作、脸谱的细节，前前后后跑

了十几趟。感谢今天的新科技，让海内外更多

人知道了潮汕英歌”。

穿越千年时光的璀璨非遗英歌舞，插上现

代产业与智慧科技的双翼，从被潮汕精神滋养

着的土地起飞，飞向更加遥远的世界和未来。

陶溪川里看陶艺

邹

童

夜幕降临，位于江西景德镇的陶

溪川文创街区变得热闹起来。每年春

秋两季，这里都会举行世界手工艺文

化盛会，谓之“春秋大集”。

乘着今年瓷博会的东风，春秋大

集再度如约而至。千余名国内外陶艺

师齐聚陶溪川，支起帐篷、放好桌子、

摆上手工制作的陶瓷物件，便搭好了

自己的专属展台。一个个两三米见方

的摊位有序分布在道路两侧，琳琅满

目的陶器瓷器令人目不暇接。每个摊

位的物件都别具创意、各不相同，甚至

在同一个摊位上，都找不出完全相同

的两件陶瓷。每一件作品都展现着陶

艺师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讲述着陶艺

师独具匠心的创作故事。

精致、清新、典雅，是袁振翔的作

品给人的第一印象。他制作的器物，

碗碟圆润光滑，茶壶细巧玲珑，茶杯晶

莹剔透，配色多用翠绿、浅粉、淡紫，图

案则选取山水、花草、竹林等元素，整

体呈现效果颇为雅致，不少游客在他

的摊位前欣赏和购买。

“00 后”袁振翔是土生土长的景

德镇人，从事陶艺工作两年有余。大

学毕业后，袁振翔曾在设计公司工作

过一段时间，因为觉得工作内容不太

适合自己，而家里的长辈一直在做瓷

器，所以抱着先试试的心理回家学习

制瓷工艺，自此便开启了与陶瓷的不

解之缘。

“我很喜欢诗经和宋画。”袁振翔

分享了他的创作理念，“诗经里优美的

诗句代代相传，宋画又是极具韵味的

画作，我试着将二者融合在陶瓷中，达到一种风雅

的效果。”

陶艺师不但精通制瓷技艺，在绘画上也是一

把好手。瓷器上的色彩与图案，源自他们一笔又

一笔的精细描绘。为了让整体色调显得沉稳而

不跳脱，光是颜料袁振翔就得调配很多次。在绘

制图案时，为了表现出竹子、花朵等元素的气韵，

他 不 断 摸 索 与 尝 试 ，才 画 出 自 己 比 较 满 意 的

效果。

慢工出细活。制瓷精益求精的袁振翔不算高

产。他坦言，烧制陶瓷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影响出

品质量的不可抗因素，有时一次将 15 件坯体放入

窑中烧制，最终能达到成品标准

的只有四五件。如果遇上暴雨、

寒潮等恶劣天气，可能一件成品

都没有。即便如此，袁振翔仍乐

此不疲。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袁

振翔说，希望未来能打造自己的

品牌，为传承景德镇陶瓷文化发

光发热。

今年春秋大集还开设了国

际艺术家专区，不同国籍、不同

语言的陶艺师相聚于此，分享他

们的创作成果。

“你好，可以随便看看。”陶

艺师柯杨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

同每一位路过他摊位的游客热

情地打着招呼，阳光开朗、面带

笑 容 的 他 吸 引 了 许 多 游 客 驻

足。有时柯杨和游客交流出现

语 言 上 的 困 难 ，汉 语 更 好 的 妻

子 柳 鸥 庆 会 在 一 旁 当 他 的

翻译。

柯杨和柳鸥庆均来自法属

留尼汪岛。几年前，柯杨来中国

留 学 ，了 解 了 景 德 镇 陶 瓷 文 化

后，便对此产生浓厚兴趣，进而

与陶瓷结缘。他和妻子每年都

会来中国参加陶艺作品展，感受

陶瓷之美。

“这是座头鲸，在我们家乡

的海域经常能看到，是留尼汪岛

的标志之一。”柳鸥庆指着他们

制作的瓷盘上的图案说，“我们

想带大家探索岛上的奇观，所以

会把留尼汪岛的元素体现在作品上，这也是中西

文化的一种交融。”她将瓷盘翻转过来，盘底写着

“景德镇 留尼汪”。

“陶瓷艺术将世界各地的人联系在一起，我

们展现着对陶瓷同样的热情，这太神奇了。”柯

杨感慨。目前，柯杨和柳鸥庆仍处于景德镇与

留尼汪岛两地奔波的状态。柯杨说，未来他们

计划定居景德镇，在自己的工作室潜心制作陶

瓷作品。

夜深秋风起，陶艺师们不舍地收拾自己的摊

位，彼此交流着这几天的见闻，互相交换自己制作

的物件，约定着下次还要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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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 杨

天 心 阁 下
胡文鹏

夜幕降临，湖南长沙天心阁公园盛装迎

来八方游客。

穿过圆形拱门，眼前瞬间被光与影、云与

雾营造的幻境所吸引：洒落点点“星光”的奇

幻密林、勾勒“二十八星宿图”“穿越光年”的

光影隧道、“萤光满园”的西厢公园⋯⋯漫步

其中，一种时空交错的奇妙感觉，一种“遇见

天心，手摘星辰”的独特浪漫，扑面而来。

这不，一声声游客的惊叹，一道道手机的

闪光，就是最好的证明。长沙市民周君笑着

说：“我就住在附近，听说天心阁公园更有科

技范了。百闻不如一见，的确出乎意料。”

来湖南长沙，总要去一趟天心阁。碧瓦

飞檐、朱梁画栋的天心阁，素有“潇湘古阁、秦

汉名城”之美誉，是长沙演进与变迁的重要见

证。游客可在此揽胜，登阁而望，岳麓山、橘

子洲、湘江水，还有青春向新的长沙城尽收眼

底；也可在此怀古，拾级而上，耳边似乎又萦

绕起“中华要灭亡，除非湘人尽死”的铮铮誓

言，眼前仿佛又浮现起革命年代可歌可泣的

伟岸身影。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天心阁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瓦一片不能碰，砖一块不能

动，这是红线。然而，天心阁寄寓的书院文

化、湖湘文化、革命文化、建筑文化等独特文

化资源，依然有着巨大的挖掘空间。

面对“文化+科技”“文化+旅游”的时代融

合命题，天心阁的管理者们坚持保护优先，推

动系统性保护和创新性发展齐头并进。在天

心阁下的市民公园，引入声、光、电等科技元

素，精心打造魁星点斗秀、文武登高秀等沉浸

式演艺节目与光影隧道、水幕投影等 10 个场

景，百年公园华丽摇身一变，成为湖南首座光

影主题公园，令人耳目一新。

文化为魂，科技赋能。作为湖湘文化代表的

湘剧，在天心广场音乐喷泉的水雾氤氲中，被搬

上天心阁公园的石亭里，每天都吸引了大量游

客。为展示书院文化魅力，天心阁以主阁为舞台

打造“魁星光影秀”，游客可与“魁星”趣味互动，

“点亮”文运。这一创意，深受广大学子及家长青

睐。在天心阁崇烈门前上演的沉浸式演出“文武

登高秀”，长沙历史上的知名文人、武将、青年代

表次第登场，赢得一片片掌声与喝彩。

天心阁下，人气渐旺，百年公园，绽放新

机。看到市民和游客满意的笑容，天

心阁管理处党委书记、主任彭枫

婷忐忑的心终于落了地：“当

初在推进公园改造时，大家

心里还没有底。古城墙

是国家重点文保单位，

需要保护优先，效果

究竟咋样；公园面积

只 有 40 多 亩 ，地 形

狭 窄 起 伏 ，能 否 高

效利用；等等。”如

今，这些不确定随

着 热 闹 的 人 气 已

烟消云散。

长沙市天心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辉感

慨道：“科技赋能、以旅彰文，大有可为。天心阁

可见可触可感的变迁，让我们走‘文化+科技’

‘文化+旅游’两个融合之路的信心更坚定了。”

“四面云山都入眼，万家烟火总关心。”天

心阁上这副颇有名气的对联，传递出浓浓的

家国情怀和人文担当。作为百年“网红”天心

阁，深孚众望。长沙正以天心阁为圆心，“链”

上悠久的历史文化，“链”上厚重的革命文化，

“链”上活跃的现代文化。可以想见，在长沙

变“长红”的探索中，天心阁“拔地胜境”的作

用或越来越明显。

天心阁下，嬗变继续，值得期待。

天心阁位于湖南长沙市中心地区东南角上，是长沙的城市地标。

郑 孟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