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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前夕，全国各地火热的龙舟赛提前为佳节预热，各地纷纷推出端午主题文旅活动，解锁

“国潮端午”新玩法，在传承和创新中，新创意融入传统民俗，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熠熠生辉。

“ 姐 妹 们 ，端 午 节 有 遛 娃 计 划 了

吗？去看家门口的龙舟比赛吧！比赛地

点 是 通 州 千 荷 泻 露 桥 — 东 关 大 桥 水 域 ，

两座桥中 间 就 是 运 河 文 化 广 场 ，边 遛 娃

边 看 比 赛 ，挺 美 哈 。”网 友“ 狼 妈 ”在 小 红

书 上 发 出 的 关 于 2024 年 北 京 市 端 午 节

龙 舟 大 赛 的 信 息 ，得 到 了 姐 妹 们 的 积 极

回 应 ——“ 必 须 带 娃 去 ”“ 端 午 节 ，吃 粽

子 、赛 龙 舟 ，我 这 个 北 方 人 还 从 来 没 现

场看过赛龙舟，一定要去看看”……

记者从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

了解到，端午节龙舟大赛是北京市端午期

间重要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旨在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发展。多河富水的城市副中心，有开展水

上运动的天然优势，近年来，帆船、电动冲

浪板、桨板、皮划艇、赛艇、龙舟等一系列

水上运动在大运河上举办。大运河两岸

的公园、观光栈道、运河大坝、观景台等场

地很利于观赛，可以让更多市民游客直观

感受水上竞技运动的魅力。

在以深度体验中国历史文化为特色

的“新中式”旅游潮流中，端午观看龙舟赛

受到人们的青睐。龙年赛龙舟，奋楫争上

游。龙年里的龙舟赛似乎更有意义，它让

同舟共济、团结拼搏、力争上游、奋勇争先

的龙舟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全国各地火

热上演的龙舟活动令人目不暇接，其中，

广东东莞的龙舟月活动尤其引人关注。

5 月 18 日 ，“ 龙 腾 湾 区·潮 游 广 东 ”

2024 年 广 东 龙 舟 季 暨 东 莞 龙 舟 月 系 列

活动在东莞万江街道滘联社区正丫村启

动 ，广 东 正 式 进 入 一 年 一 度 的“ 龙 舟 时

间 ”。“ 赛 龙 舟 的 场 面 非 常 壮 观 ，队 员 们

提 桨 破 水 、奋 勇 争 先 ，上 演 速 度 与 激 情 ，

令 人 热 血 沸 腾 。”广 州 市 民 廖 女 士 告 诉

记 者 。 南 粤 大 地 河 网 密 布 ，水 系 发 达 ，

岭南龙舟文化独树一帜。东莞龙舟月是

全 国 时 间 最 长 的 龙 舟 活 动 ，东 莞 水 乡 保

留 着“ 龙 头 开 光 、请 龙 头 、起 龙 、洗 龙 ”等

传 统 仪 式 。 龙 舟 月 期 间 ，划 龙 舟 、洗 龙

舟 水 、食 龙 舟 饭 、唱 龙 舟 歌 等 各 类 民 俗

活动非常热闹。

据 当 地 媒 体 报 道 ，今 年 的 东 莞 龙 舟

月 系 列 活 动 更 加 潮 流 范 、生 活 化 。 主 打

龙 舟 可“ 玩 ”也 可“ 游 ”，配 套 推 出 东 莞 岭

南 水 乡 精 品 旅 游 线 路 ，开 展 龙 舟 嘉 年 华

活 动 ，推 出 龙 舟 装 扮 巡 游 、龙 舟 展 览 、非

遗 生 活 节 、音 乐 节 、潮 流 集 市 、龙 舟 研 学

等潮流时尚新玩法。

广 东 各 地 的 赛 龙 舟 活 动“ 扎 堆 ”举

行 。 为 吸 引 游 客 到 广 东 看 龙 舟 、品 味 龙

舟 文 化 ，广 东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还 推 出 了

“ 龙 舟 地 图 ”。 这 份 精 选 的 龙 舟 季 游 玩

观 赛 地 图 ，集 合 了 包 括 广 州 、东 莞 、佛 山

等地的 20 余场龙舟活动 ，人们除了能实

地 观 赏 精 彩 热 血 的 龙 舟 赛 ，还 能 拥 有 更

多端午传统文化体验。

“赛龙舟为什么要击鼓？为什么开始

前要有点睛仪式？龙舟的整体结构是怎

样的？活动中，我们会带领孩子和家长们

开启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之旅——

探寻龙舟的历史及其文化内涵；认识龙舟

的结构，亲手制作龙舟模型；比赛开始前

为自己的龙舟点睛，感受龙舟文化。”北京

微行时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亲子游产

品经理王蓝岩向记者介绍了他们推出的

端午假期亲子龙舟竞渡赛。

据介绍，在比赛之前，他们会为营员

安排龙舟训练。教练会讲解龙舟划行的

技 术 动 作 和 方 法 ，如 坐 姿 、握 桨 、入 水 、

御 水 、集 体 配 合 等 。 营 员 们 充 分 热 身

后 ，先 在 岸 上 练 习 划 行 动 作 ，再 到 水 中

进 行 适 应 性 训 练 ，掌 握 一 定 要 领 之 后 才

进行正式的龙舟挑战赛。

“在公众号里看到这样的活动，还挺

吸引人的。亲子龙舟赛需要亲子间积极

配 合 ，像 团 队 合 作 一 样 。 一 起 奋 力 呼

喊 ，朝 一 个 方 向 前 进 ，伴 随 着 每 一 次 鼓

点 、每 一 声 呐 喊 、每 一 下 划 桨 ，家 长 和 孩

子成为亲密的队友。很希望能带孩子体

验一下。”北京市民郭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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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激烈的赛龙舟令人热血沸腾，而在浙

江乌镇景区，龙舟花灯船夜游则令人轻松惬意

—— 摇 橹 小 船 荡 漾 ，龙 舟 花 灯 初 上 ，桨 声 灯 影

连十里，一起摇摇摆摆过端午。

据 了 解 ，今 年 ，乌 镇 景 区 将 传 统 摇 橹 船 与

龙 舟 相 结 合 ，推 出 端 午 限 定 的“ 龙 舟 花 灯 船 ”，

赋 予 龙 舟 文 化 新 内 涵 。 夜 幕 降 临 ，8 艘 摇 橹 船

身 披 华 灯 ，一 头 一 尾 的 小 船 上 安 装 龙 形 花 灯 ，

宛 若 长 龙 。 端 午 假 日 期 间 的 每 晚 19:30 和 20:

30，龙 舟 花 灯 船 分 别 从 游 客 服 务 中 心 码 头 、如

意桥码头开始巡游，沿岸的游人也可以看到灯

火龙舟夜巡的壮观场面。

6 月 8 日至 10 日，乌镇景区推出“端午安康

自在入夏”特色主题活动，包括“摸龙头·食端午”

“下江南·游龙舟”“闹非遗·趣游园”“逛特展·文

艺节”四大板块。除了龙舟花灯船，景区还将推

出时节限定五黄宴、大话非遗游园会等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乌镇景区结合甲辰龙年推

出“龙鼓争鸣五黄宴”，以乌村小黄瓜、咸鸭蛋、

蒜 香 煎 烤 黄 鱼 脯 、芋 丝 百 香 脆 鳝 柳 等 ，配 上 一

吊 黄 酒 特 酿 ，集 齐“ 五 黄 ”，寄 托“ 诸 邪 退 散 ，百

毒不侵”的美好祝愿。

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赛龙舟、

吃粽子的习俗都与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有关。

在屈原故里湖北宜昌，“2024 屈原故里端午文化

节”6 月 7 日在秭归县开幕。在这场由湖北省人

民政府主办，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宜昌市人民

政 府 承 办 的 文 旅 盛 会 中 ，宜 昌 将 推 出“ 国 潮 端

午”盛宴，让市民游客以更加新颖、时尚的方式

体验传统文化魅力。在端午非遗市集，市民游

客可一览传统美食、传统工艺、传统美术等非遗

产品；在端午游园会，汉服巡游、龙舟体验、夜游

等活动让人沉浸式感受佳节氛围。

端午文化节期间，宜昌各旅游景区将重点

推出赠艾叶、包粽子、划龙舟、尝咸蛋、做香包、

射 五 毒 、编 五 色 缕 等 传 统 端 午 民 俗 体 验 活 动 。

此 外 ，宜 昌 将 围 绕 屈 原 IP，推 出 系 列 文 创 产 品

及 文 艺 展 演 等 ，全 景 式 、多 维 度 呈 现 宜 昌 别 具

特 色 的 端 午 习 俗 ；还 将 大 力 丰 富 群 众 身 边 的

“吃住行游购娱”等消费场景业态，让市民游客

感受无处不在的端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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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午 习 俗 丰 富 繁 多 ，古 今 有 别 、各 地 不

一，但吃粽子、赛龙舟、戴香囊、挂艾草、插菖

蒲等，各地均流行。在丰富多彩的端午文化

活 动 中 ，传 统 民 俗 得 到 传 承 和 发 展 ，为 人 们

的生活增添着色彩和芬芳，而人们也用自己

的创意为传统民俗频添新意。

以挂艾草为例，民间自古就有端午悬挂

艾草驱蚊防病、避害祈福的习俗。记者在社

交平台上发现，浙江宁波的一家花店推出了

竹 编 艾 草 车 挂 。 传 统 的 竹 编 技 艺 和 中 草 药

艾 草 ，为 车 内 空 间 平 添 了 绿 色 自 然 、清 新 质

朴 的 气 息 。 他 们 推 出 的 端 午 节 书 法 粽 三 件

套艾草门挂也很受欢迎。这款门挂由艾草、

菖 蒲 、樟 果 、喷 泉 草 等 6 款 叶 材 及 配 饰 组 成 ，

配 以 手 书 的 祝 福 语 ，将 现 代 审 美 与 传 统 习

俗 、书 法 元 素 相 结 合 ，让 端 午 佳 节 的 氛 围 更

加浓郁。

北 京 密 云 的 棉 花 棠 民 宿 则 推 出 了 DIY

艾 草 花 束 活 动 ，让 游 客 在 采 摘 艾 草 、手 作 花

束 的 过 程 中 ，感 受 传 统 节 日 的 仪 式 感 。 5 月

31 日至 6 月 10 日，在北京朝阳大悦城正门广

场举办的端午游园会中，市民游客可以学做

艾 草 养 生 锤 。 据 介 绍 ，端 午 之 后 ，天 气 越 来

越 热 ，湿 气 越 来 越 大 ，用 艾 草 养 生 锤 敲 打 身

体 ，可 以 让 艾 草 的 香 气 和 药 性 散 发 出 来 ，疏

通 经 络 、促 进 气 血 运 行 ，达 到 养 生 保 健 的 效

果。学做艾草养生锤，是北京一家教育机构

推 出 的 端 午 限 定 艺 术 研 学 活 动 之 一 。 这 项

研学活动通过沐兰汤、煮花草蛋、编五彩绳、

包 粽 子 、做 艾 草 锤 等 5 个 非 遗 课 程 ，让 大 家

沉浸式体验传统国风。

在 端 午 这 个 洋 溢 着 浓 郁 传 统 文 化 气 息

的节日里，人们感受着祖先留下的智慧和生

活 方 式 ，在 传 承 和 创 新 中 ，传 统 文 化 愈 发 生

动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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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 玫/文 陈 晨/摄

端午民俗 为“新中式”旅游点睛

广西通过举办“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等大型文旅活动，成功吸引公众对民族文化的

关注和喜爱。唱山歌等传统文化习俗也从山乡走进城镇，从演出融入日常，从可观可感到可

参与可体验，日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新的光彩。

借势“三月三”广西山歌传
□ 孟 萍 文/摄

“柳州有个鱼峰山，山下有个小

龙潭，一年四季歌不断，都是三姐亲

口 传 。”今 年“ 三 月 三 ”期 间 ，2024 中

国·柳 州“ 鱼 峰 歌 圩 ”全 国 山 歌 邀 请

赛暨“歌仙刘三姐”广西山歌王争霸

赛 系 列 活 动 如 约 在 鱼 峰 山 拉 开 帷

幕。吸引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

国 家 的 120 多 名 优 秀 歌 手 、网 红 山

歌手赶“歌圩”。游客在你来我往的

传 统 山 歌 调“ 斗 唱 ”过 程 中 ，感 受 了

广西山歌的原生态和多样性。

以歌仙刘三姐传歌升天故事为

依托的“鱼峰歌圩”有着悠久的文化

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千百年来

鱼 峰 山 下 歌 声 不 断 ，歌 圩 文 化 完 全

融入了百姓生活，深受群众喜爱。

“经常听见别人讲，山西陈醋美

名扬，绿色食品味道好，吃了身体更

健康。”3 月 22 日，柳州山歌（平山山

歌）传 承 人 陶 业 朝 、“ 柳 州 鱼 峰 歌

圩”传承人陆连芳、广西四星级山歌

王 覃 系 德 ，在 柳 州 市 鱼 峰 公 园 的 三

姐歌台用诙谐风趣的柳州山歌接待

了 40 名山西游客。

鱼 峰 歌 圩 正 和 螺 蛳 粉 一 道 ，成

为柳州文旅的标志性符号和城市名

片。游客王静和张清林是第一次到

柳 州 ，“ 柳 州 山 歌 质 朴 耐 听 ，互 动 性

强 ，还 能 表 达 心 声 。”他 们 表 示 ，这

次 的 体 验 很 棒 ，回 去 要 向 家 人 朋 友

推荐柳州。

据了解，柳州山歌活动自唐代开

始活跃，至宋、元形成歌圩，明、清和

民国时期已颇具影响力。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又 开 始 兴 盛 起 来 。

1956 年中秋节，柳州市首届万人山歌

会在鱼峰山举办，将歌圩从乡间搬进

了城市。当时柳州人口仅有 20 万，一

个歌会竟吸引了上万人参加。

放 眼 八 桂 大 地 ，与 鱼 峰 山 一 样

常 年 山 歌 不 断 、人 气 兴 旺 的 地 点 比

比 皆 是 。 群 众 自 发 聚 集 ，听 歌 、对

歌 、赶“ 歌 圩 ”、看 高 手 对 决 ，形 成 极

具特色的广西城乡人文景观。

山歌又称“欢”，在被誉为“广西

壮欢之乡”的柳州市柳城县，每逢圩

日 ，东 泉 镇 对 河 村 歌 圩 码 头 就 山 歌

声此起彼伏。

在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寿乡

广 场 ，十 里 八 乡 的 群 众 常 常 用 山 歌

歌唱自家新生活、寿乡新风采。

在红城百色城区至高点百色起

义纪念园广场上，也常常有身着当地

壮族服装的群众，唱出嘹亮的山歌。

南 宁 被 誉 为“ 天 下 民 歌 眷 恋 的

地方”，除了数十年来持续举办南宁

国 际 民 歌 艺 术 节 打 出 的 知 名 度 外 ，

城乡各地山歌文化的兴盛也是重要

原因。

南宁平话山歌是自治区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不少平话山歌爱好者

每天前往新秀公园练习，但逢周日，

从周边赶来观看的山歌爱好者汇集

于 此 ，里 三 层 外 三 层 将 这 里 围 成 了

一 个 大“ 歌 圩 ”。 特 别 是 在 江 南 区 、

西乡塘区、良庆区的众多乡镇，讲平

话的群众会在村口、集市、田间地头

等 地 即 兴 唱 歌 ，歌 唱 生 活 、庆 祝 丰

收，人气极旺。

中国文化艺术之乡南宁市马山

县 的 壮 族 三 声 部 民 歌 ，当 地 群 众 不

仅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唱 、在 节 庆 活 动 中

唱，还唱响全国、唱到维也纳和欧洲

多国，赢得世界声誉。

近 年 来 ，广 西 各 地 山 歌 文 化

逐 步 从 乡 村 走 向 城 镇 ，在 各 大 旅

游 节 庆 活 动 中 亮 相 ，扩 大 了 山 歌

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自 2014 年

起 ，广 西 将“ 壮 族 三 月 三 ”作 为 法

定 的 传 统 公 众 假 日 ，同 时 在 全 区

各地举办“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

华”系列活动，公众有闲暇时间参

与 到“ 三 月 三 ”的 文 化 活 动 中 ，促

进了广西歌圩文化大繁荣。

桂林阳朔月亮山大榕树景区

作 为 电 影《刘 三 姐》的 重 要 取 景

地 ，几 十 年 来 吸 引 着 无 数 影 片 粉

丝 慕 名 打 卡 ，重 温 刘 三 姐 与 阿 牛

哥 对 山 歌 、抛 绣 球 定 情 的 场 景 。

情 侣 们 把 它 称 作“ 爱 情 树 ”，祈 求

长长久久的幸福。景区还曾推出

实 景 演 出《歌 仙》，再 现 了 影 片 中

许多经典场面。

走 进 河 池 宜 州 和 刘 三 姐 故

里、壮古佬等景区，游客会听到悦

耳的山歌声。这些地方都有以刘

三姐的故事和壮族山歌为主题的

活动，还有各届“歌王”常驻，为游

客演唱山歌，与游客互动。

南 宁 青 秀 山 景 区 已 连 续 数

年 举 办“ 广 西 三 月 三·八 桂 嘉 年

华 ”活 动 开 幕 式 。 环 山 草 坪 上 游

人 如 织 ，在 歌 声 、鼓 声 、琴 声 中 ，

现 场 的 人 们 或 载 歌 载 舞 ，或 驻 足

观 赏 ，感 受 着 明 媚 春 光 里 的 浓 郁

民 族 风 情 。 许 多 外 地 游 客 专 门

换 上 广 西 少 数 民 族 的 服 装 来 游

玩，沉浸式体验广西山歌文化。

今年，为期 1 个月的“广西三

月 三·八 桂 嘉 年 华 ”活 动 线 上 线

下 联 动 ，全 民 欢 歌 的 喜 庆 氛 围 、

质 朴 优 美 的 山 歌 ，吸 引 了 全 国 人

民的关注。

广 西 民 族 博 物 馆 今 年“ 三 月

三 ”同 心 歌 圩 活 动 不 仅 为 观 众 搭

建 了 一 展 歌 喉 的 舞 台 ，还 邀 请 到

广 西 多 位“ 山 歌 王 ”现 场 演 绎 原

汁 原 味 的 对 歌 盛 况 。 随 团 到 广

西 考 察 调 研 的 上 海 音 乐 学 院 教

授 陈 剑 波 登 台 清 唱 了 一 首 经 典

四 川 民 歌《槐 花 几 时 开》，高 亢 嘹

亮 的 歌 声 点 燃 观 众 热 情 。“ 南 宁

山 清 水 秀 ，每 个 人 脸 上 都 洋 溢 着

幸 福 的 笑 容 。”时 隔 27 年 重 游 南

宁 的 陈 剑 波 以 歌 声 表 达 对 南 宁

人民的深情祝福。

4 月 25 日 ，广 西 民 间 艺 术 之

乡 —— 凌 云 县 朝 里 瑶 族 乡 隆 重

举 行 一 年 一 度 的“3∙16 吼 敢 ”歌

圩 文 化 节 。 凌 云 县 以 及 周 边 县 、

区 的 20 余 支 艺 术 团 体 和 山 歌 手

同 台 演 出 ，精 彩 的 表 演 赢 得 围 观

群众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5 月 1 日，“欢聚海边山 唱响

北 部 湾 ”2024 年 防 城 港 市 民 歌 会

在 防 城 港 北 港 故 里 景 区 火 热 开

唱 。 国 内 外 25 支 民 歌 队 以 歌 会

友，唱响防城港文旅品牌。

5 月 11 日 晚 ，“ 广 西 三 月 三·

八 桂 嘉 年 华 ”闭 幕 式 暨 大 地 飞 歌

2024 特 别 节 目 在 广 西 卫 视 播

出 。“ 大 地 飞 歌·2024”首 次 把 舞

台 设 在 广 西 的 青 山 绿 水 间 ，创 新

采 用 音 乐 微 短 剧 的 形 式 ，全 景 式

展 现 广 西 的 自 然 之 美 、人 文 之

美 、发 展 之 美 ，让 观 众 在“ 一 路 风

景 一 路 歌 ”的 生 动 画 面 中 畅 游 美

丽广西。

前 不 久 ，黑 龙 江 省 2024 年 夏

季 旅 游 推 介 会 走 进 广 西 首 府 南

宁 。 活 动 现 场 出 现 一 个 忙 碌 的 身

影 ，他 就 是 因 一 首 壮 语 山 歌《蒙 优

勒》（意为：你在哪）走红网络的武

鸣 山 歌 达 人 梁 兆 江 。 他 不 停 地 在

各 展 台 前 帮 助 商 家 推 介 ，还 与 观

众 合 影 ，应 观 众 要 求 现 场 演 唱《蒙

优勒》片段。

多 年 来 一 心 扑 在 武 鸣 山 歌 文

化 传 承 发 扬 上 的 梁 兆 江 是 一 名 音

乐 老 师 ，他 自 编 自 唱 多 首 壮 族 山

歌 上 传 到 网 络 平 台 ，成 为 壮 族 山

歌“ 代 言 人 ”，通 过 自 身 影 响 力 带

动更多人了解、喜爱壮族文化。

自 媒 体 的 兴 起 ，让 不 少 像 梁

兆 江 这 样 的 广 西 山 歌 手 成 了 网

红 。 他 们 在 直 播 间 传 播 着 山 歌 文

化 。 古 老 传 统 的 山 歌 艺 术 与 现 代

时 尚 的 互 联 网 新 媒 体 相 结 合 ，焕

发出勃勃生机。

“我 们 能‘ 红 ’，全 靠 鱼 峰 山 下

这块宝地！”70 后山歌手“老青年”

目 前 在 某 短 视 频 平 台 拥 有 132 万

粉 丝 。 提 及 网 络 山 歌 的 创 作 ，他

说 ：“我 们 将 传 统 山 歌 元 素 融 入 现

代 音 乐 创 作 中 ，让 更 多 年 轻 人 感

受到山歌的魅力。”

“ 看 他 们 唱 山 歌 很 有 意 思 ，我

也 跟 着 学 了 一 些 。”广 西 科 技 大 学

的 巴 基 斯 坦 留 学 生 汉 楠 被 网 上 山

歌 视 频 的 歌 调 所 吸 引 ，在 去 年“广

西 三 月 三 ”期 间 来 到“ 鱼 峰 歌 圩 ”

过 了 一 把 山 歌 瘾 。 他 表 示 ，“我 会

记 住 在 柳 州 学 习 到 的 山 歌 文 化 ，

以后还要把它带回家乡。”

随 着 柳 州 鱼 峰 公 园 成 为 网 红

地，广西、云南、贵州、广东等省区

的山歌爱好者汇聚鱼峰山下，进行

现场对歌交流并线上直播、互动推

广，促进了全国山歌文化的交流。

25 岁的蒋成来自马山县，7 岁

开始接触山歌，18 岁通过比赛获得

“广 西 山 歌 王 中 王 ”称 号 。 2022 年

从广西艺术学院毕业后，蒋成致力

于带领更多青少年传承广西山歌。

广 西 建 设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大 二

学 生 罗 顺 东 参 加 2024 中 国·柳 州

“ 鱼 峰 歌 圩 ”全 国 山 歌 邀 请 赛 之

“ 歌 仙 刘 三 姐 ”广 西 山 歌 王 争 霸

赛 ，获 得 了 二 等 奖 。 他 平 时 也 运

用 新 媒 体 在 山 歌 传 承 中 进 行 创

新 ，比 如 将 流 行 歌 曲 的 元 素 融 入

山 歌 中 。“通 过 短 视 频 和 直 播 能 学

到 有 些 地 方 独 有 的 山 歌 调 子 ，比

如 广 西 的 罗 城 调 、天 峨 调 、凤 山

调 、宜 州 调 等 ，都 可 以 融 入 创 作

中 。”罗 顺 东 说 ，他 还 在 直 播 连 线

对唱中认识了不少歌友。

广 西 文 化 产 业 研 究 会 副 会

长 、南 宁 师 范 大 学 教 授 黄 桂 秋 表

示 ，随 着 社 会 发 展 ，传 统 习 俗 正 经

历 现 代 化 转 型 ，广 西 传 统 的 歌 圩

文 化 也 需 要 寻 找 新 的 传 承 路 径 。

“可 喜 的 是 ，广 西 柳 州 鱼 峰 歌 圩 吸

引 了 大 批 年 轻 歌 者 ，他 们 利 用 网

络 平 台 呈 现 壮 族 山 歌 ，吸 引 了 大

量年轻粉丝。”

柳 州 市 群 众 艺 术 馆 非 遗 调 研

部 副 主 任 柳 玉 雯 表 示 ，不 少 山 歌 、

文 艺 团 体 尝 试 将 山 歌 与 现 代 音

乐 、舞 蹈 等 艺 术 形 式 结 合 ，创 作 出

年 轻 观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作 品 。 这 让

山歌在新时代焕发了新活力。

自 2008 年 起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群 艺 馆 每 年 在“三 月 三 ”期 间 开

展 广 西 歌 王 大 赛 。 该 馆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持 续 举 办 广 西 歌 王 大 赛 ，

旨 在 推 出 一 批 思 想 好 、编 得 好 、唱

得 好 的 优 秀 山 歌 王 ，作 为 文 化 志

愿 者 ，传 承 和 弘 扬 山 歌 文 化 ，打 造

广 西 山 歌 品 牌 ，助 力 全 区 文 化 和

旅游业发展。

据了解，2018 年 11 月，广西中

部 的 忻 城 、宜 州 、上 林 、都 安 、马

山 、大 化 、合 山 七 县（市 、区）成 立

了“ 广 西 桂 中 山 歌 文 化 旅 游 联 合

体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这 是 广 西

弘 扬 山 歌 文 化 、打 造 山 歌 品 牌 的

一 项 重 要 举 措 。 联 合 体 使 桂 中 七

县（市 、区）旅 游 行 业 互 动 和 交 流

更 加 密 切 ，山 歌 文 化 随 着 旅 游 发

展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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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日 是 生 活 中 的 高

潮 。 春 节 、清 明 、端 午 、中

秋四大重要传统节日，以及

元 宵 节 、七 夕 节 、重 阳 节 等

传 统 节 日 和 那 达 慕 、火 把

节、泼水节等丰富多彩的少

数民族传统节日，共同构成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节 日 体

系。在这些节日里，人们团

聚 、欢 庆 ，通 过 各 种 民 间 习

俗 表 达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祝

福 。 传 统 文 化 在 传 统 节 日

里熠熠生辉。

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绽放时代光彩、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的当下，人们更青睐

富 有 文 化 含 量 的 旅 游 体

验。传统节日成为开启“新

中 式 ”旅 游 的 重 要 时 段 ，体

验 传 统 民 俗 成 为“ 新 中 式 ”

旅 游 的 点 睛 之 笔 ，于 是 ，花

朝节汉服游园、三月三学唱

山 歌 、端 午 节 为 龙 舟 赛 助

威，受到广大游客的追捧。

节日过后，带着对美好

节 日 的 回 忆 ，生 活 回 归 平

静。然而，对汉服的喜爱会

延续下去，学会的山歌会不

时 哼 起 ，艾 草 花 束 、门 挂 、

养 生 锤 会 把 艾 香 带 入 日 常

生活……

在 这 样 一 次 次 传 统 节

日与日常生活的交织中，我

们 与 传 统 文 化 一 次 次 深 度

链接，我们的精神家园日益

坚固、丰盈。

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

在节日里闪光 在生活中传承传统文化

盛 装 的 广

西山歌手

奋楫争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