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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舞蹈演出季
馬修伯恩舞劇《天鵝湖》
時間：9月20日：19:30

21日、22日：14:30、19:30
地點：廣州大劇院歌劇廳
票價：100（學生票）180、280、380、

480、680、880（元人民幣，下同）

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舞姬》
時間：9月22日：19:00
地點：廣州大劇院實驗劇場
票價：150

俄羅斯聖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團
《安娜·卡列尼娜》
時間：9月26日至27日：19:30
地點：廣州大劇院歌劇廳
票價：180、280、380、480、68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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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與夜深藏功名 風和雨傳承民俗

印
花 白蘑菇、香菇、白

玉菇、蟹味菇、金針菇，
都說「菇」好吃且有營
養，但哪種形式吃哪種
菇，才不負菇之味呢？不
妨前往深圳漫食樂去嚐
鮮。用白蘑菇、香菇製作
的奶油蘑菇湯，用黑松露
奶油菌菇烹製的意麵，更
有多種菌菇集合的披薩盛
宴，每一道食物都能讓菇
味開啟它應有的芳香。

優惠：定位餐廳分享美食
圖片至社交平台即可獲得自製特
飲一杯

時間：即日起至10月17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22：00
星期六、日與公共假期：
10：00—22：00

地點：深圳市福田區皇崗路
5001 號深業上城商場 L2 層
L224舖（地鐵：蓮花村站C出口
步行10分鐘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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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范和村600年的小漁村曾富甲一方。

■在豬山上俯瞰惠州范和村，遠處便是大
亞灣。

■ 每逢周日便有劇團前來江門
新會會城街道石戲台演出。

■ 江門新會石戲台，
400年來好戲不斷。

佛山：從廣州南站出
發—魁奇路—廣明高
速—省道269—南海區松
塘村（車程約1小時）

江門：從廣州南站出發—東新高速—
廣珠西線高速—珠三角環線高速—會城
大道—凌東街道（車程約1小時20分鐘）

惠州：從皇崗口岸出發—羅沙路—惠
深沿海高速—福昆線—范和村（車程約
一小時30分鐘）

出行在外，是否有過因走錯一條岔道而偶遇「別有洞天」的驚喜。區別於很多地方的標誌

性景點，在佛山、江門、惠州旅行，有不少深藏村落的景點，似乎就為遊客「誤入」。800

多年的佛山松塘村，因為去年央視的中秋晚會在那裡設立分會場，開始走入遊客的視野，作

為「玩火王者」的古村，日與夜都深藏功與名。在江門新會，石戲台歷經400多年風雨，如

今依然好戲連台，是村裡自娛自樂的集中地。而去往巽寮灣的途中，范和村這個600多年的小漁村卻包容着客

家、潮汕、廣府三種文化的和諧共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佛山能夠多次在傳統佳節時作為電視直播背景
地，自然離不開它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獨特的嶺南
風情。連續兩年在佛山開設分會場的央視中秋晚
會，今年讓南海影視城風光了一把。而去年則讓
古村松塘村的「燒番塔」民俗活動，燒出了此地
的「玩火」名氣。
松塘村位於佛山市南海區西樵鎮，至今已有近
八百年歷史。古村倚崗列建，百巷朝塘，古井古
樹點綴其中。流傳當地的「燒番塔」，也稱作燒
花塔、燒瓦塔、燒瓦子燈。這一上百年的民俗活
動，在廣東、廣西、江西、福建等地都有各自的
演繹。但放眼廣東地區，佛山南海的古村民俗活
動傳承最為完整，其中松塘村最盛大。

番塔火焰 祈求生活美好
在當地，「燒番塔」也寓意着家族團圓的美好

內涵。發展至今，這一民俗活動也已成為佛山市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為了將「火龍沖天」的氣勢呈現出來，松塘村

的「燒番塔」由紅磚砌成，一般有5米多高，烈
火之中步步高升，火星四散倒映月池。越燒越旺
的番塔自然蘊含着民眾祈求生活美好，紅火順遂
的心願。原本只在中秋佳節晚上開始的「玩火」
盛會，如今為了更好地向外展示，也陸續在其他
節日「燒」起來。
所以錯過今年中秋佳節的「燒番塔」，也不用

遺憾再等一年。隨後的重陽佳節，松塘村的「燒
番塔」等着大家前往一起感受這番生活的紅火與
熱情。
夜幕降臨，番塔旺盛的火焰，和不時散落的火
星墜落到夜色裡的池塘上，水火交融，給予松塘
古村流光溢彩的夜色。

古村湖面 倒映古建群落
而古樹成林的村裡，白天的時間，村民大都喜歡

圍坐在大樹下乘涼、聊天、哼哼戲曲。作為歷史文
化古村落，松塘村現在也成為廣東省的攝影創作基
地。村中鑊耳大屋群落、夾板泥牆古屋等傳統古建
築保存完好，這些古建築倒映湖面的風景，也是不
少美術學院學生最愛光顧的寫生勝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導演徐克的電影《獅王
爭霸》中，黃飛鴻舞着一頭威風凜凜、多姿多彩
的獅子，那獅子便是「黎家獅」。「黎家獅」第
五代傳人黎偉，是佛山獅頭紮作國家級傳承人。
年過七旬的黎偉，致力於在此地傳承獅頭紮作技
藝。在不少節慶活動中，有緣的話，還能現場接
觸到非遺大師，在他的指導下製作獅頭。

江門新會會城街道凌東社區平安路，有一座從明朝保存至今的
石戲台，歷經400多年風雨，卻依然能夠好戲不斷，成為村民娛
樂消遣的核心舞台。新會粵劇也因為有了這樣的古老戲台而不斷
發展。

鄉間粵劇 營造市井氣息
走在平安路的石板路上，道路兩邊民國騎樓屋簷下，總會有打
盹的老人，也為這條街道定義了慢時光的寧靜。順着騎樓走下
去，便能夠找到那座古老的石戲台。
戲台的存在，自然成為戲曲發展的基礎。新會粵劇僅在會城地區
就有業餘粵劇曲藝團社近30個。當地這些自發組織的曲藝團，既
有經歷半個多世紀的老團體，也有由志同道合人士自發組織的新團
體，正是這些劇團活躍起鄉間粵劇，也讓石戲台還能有用武之地。
每逢周日上午，石戲台都會匯聚一些劇團為當地民眾公益演
出，是村裡老戲迷們看「大戲」的好時光，如今還吸引了許多周
邊鄉鎮的戲迷前來共享好戲。
在江門頗具名氣的攝影師馮耀華看來，自己見過不少粵劇的「大
場面」，關國華、「小神鷹」等國家一級演員來新會演出時都曾親
臨石戲台。他們的到來，對於當地民眾來說是一次超級享受。不
過，作為攝影師的他，把注意力更多地瞄準了石戲台下的普通人。
馮耀華認為，相比之下，石戲台讓市井氣息更靈動鮮活了。

明代戲樓 坐落民居門前
「明代戲樓的外表雖沒有清代戲樓那麼漂亮華麗，但有着鮮明

的時代特徵，新會石戲台這種單層伸出式結構是明代戲樓常見的
形式。」新會文史學者林福傑介紹，明代戲樓在內地已不足80
座，廣東則更為少見，新會石戲台是其中有知名度的一座。
在他的介紹中，高高的戲台坐落於民居前，古色古香的屏風刻
畫着各式各樣的戲曲人物，寬敞的「群英台」分「出將」、「入
相」兩道門，不用細看，這是一個典型的戲台。舞台的右後方為
上場門，寫着「出將」二字，左後方為下場門，寫着「入相」二
字，這與傳統戲曲往往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故事有關。
不過，歷經400年風雨的新會石戲台，也需經過多個時代的能

工巧匠精心修復，才
得以保存至今。最近
一次全面修繕石戲台
還是10年前，當地
政府按照原建築風格
和工藝、構造特點
等，修復天面、牆
體、木構件，進行防
腐、防蛀、防火處
理。這種對原有歷
史、藝術的保護，也
深得當地民眾讚許。

如果說，開放包容是廣東人的一大特
點。那麼在潮惠古驛道線路上的惠東地
區，就有把這一特性詮釋得淋漓盡致的小
漁村。這個名叫范和村的古老漁村，客
家、潮汕、廣府三種文化和諧共生，也因
此造就了當地特有的和諧文明。
范和村位於惠州惠東縣稔山鎮，是面向
大亞灣的小漁村，也曾被評為「廣東十大
最美古村落」。
元末明初年間，兵荒馬亂下北方百姓紛
紛逃亡南方，而南方居民也輾轉各地尋找
自己的棲息地。范和村的先民便是在這樣
的歷史背景中聚居於此。
此地因正好是廣東三大民系邊界的交匯
處。客家人、潮汕人、廣府人在這裡比鄰
而居。
走入范和村，用粵語、閩南語、客家
話的村民，隨處遇到。同樣，不同形式
的古建築也到處可見。對於許多古建築

愛好者來說，此地是個寶庫，不僅有廣
府的古廟，客家的圍屋，還有潮汕工藝
特色的木雕。

添副碗筷 品味村民美食
即使有「最美古村落」的美譽，但還沒
有引來開發商。周末，零星而來的遊客在
村裡走動，也不會妨礙村裡的日常生活。
沒有門票，來者是客。沒有飯館，有時候
到了飯點聞着民居內飄出的飯菜香味，瞬
間能引起人的食慾。
禮貌客氣的遊人也有可能獲得招待，被

叫進去加副碗筷，一起享用簡單卻有原汁
原味的村間美食。
有遊客不好意思，希望留下一點飯錢，

但村民大都謝絕。此番簡單的交情，卻讓
村子裡的人情味濃郁起來。
而面對遊客的鏡頭，不少老人會害羞，

但有的則會大笑說，電視台的人都來拍

過，我們都是上過電視的人。三言兩語
間，又是一頓歡快的閒談。

鍾意看戲 保存明清戲台
范和村的老人大都喜歡看戲，唱戲，也

鍾意演戲。村裡，至今仍保存三座完好的
明清古戲台，分別是城隍廟戲台、水仙爺
戲台和媽前戲台。三座古戲台分佈村中
東、北、南三地，呈三角形分佈。村民
說，日常戲就是他們一日三餐後的第四
餐。尤其到了年節，村裡總要好好安排幾
齣好戲上演。
熱心的村民有自己的一套「導遊詞」。
諸如，范和村登山可樵，出洋能漁，攔潮
曬鹽，曾富甲一方。如果有精力想要俯瞰
整個小漁村的全貌，譚公廟背後的「豬
山」佔據全村制高點。在那裡放眼望去，
小村風光一覽無遺，大亞灣就在眼前，最
遠的亞婆角依稀可見。范和村村民認為，

豬山是風水命脈，因此在附近興建了不少
神廟，譚公祖廟、文昌宮、將軍廟、城隍
廟、玄帝宮等。

'��
"��

佛
山
：
800
年
古
鎮
「
玩
火
」越
燒
越
旺

粵
鄉
有
戲
古
村
好
客

惠州：600年漁村 三大民系共生

江
門
：
400
年
風
雨

好
戲
連
台
不
斷

4�4
�C�

■■ 中秋雖過中秋雖過，，接下來的重陽節還可接下來的重陽節還可
以在松塘村以在松塘村看到看到「「燒番塔燒番塔」」民俗活動民俗活動。。

■■ 夜色中的佛山市南夜色中的佛山市南
海區西樵鎮松塘村海區西樵鎮松塘村。。

■■「「燒番塔燒番塔」」在在
佛佛山松塘村得以山松塘村得以
完好傳承完好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