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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元月至 8 月，广东省疍民文
化研究会组织部分理事会员，到广东、
海南两省的广州、汕尾、东莞、中山、阳
江、斗门、顺德、三亚等市县（区），对
列入国家级和省级的疍民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项目进行专题调研，重点考
察“咸水歌”、“汕尾渔歌”、“水上婚礼”、

“ 香 云 纱 染 整 技 艺 ”的 保 护 与 传 承 情
况。通过召开座谈会，听取当地文化主
管单位汇报，参观历史文物陈列馆、疍
民（渔民）文化展览馆，观看传承人现场
表演，到考察点调查采访，收集有关文
字影像资料等方式，了解各地疍民“非
遗”项目保护工作的情况及问题。

音律动听婉转的咸水歌

咸水歌是疍民以生产生活为内容创作传唱的一
种歌谣，主要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及粤西阳江、广西北
海、海南三亚陵水沿海地区，以珠三角沙田区疍民的
咸水歌为代表作。咸水歌内容丰富，歌词质朴，音律
动听，曲调婉转流畅。2006 年，中山坦洲沙田咸水
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之后又有
广州海珠区、东莞沙田镇、阳江东平、海南三亚、广
西北海等地的疍民咸水歌，分别入选省（自治区）级

“非遗”保护名录。
1、广东广州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历来是疍民的聚居区之一。新中

国成立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昔日舟居的
水上居民陆续上岸定居，疍民传统习俗日渐式微。
新世纪以来，当地文化部门注重对咸水歌的传承保
护工作，取得可喜的成绩。2004 年，广州市海珠区
滨江街被命名为“广东省民族民间（咸水歌）艺术之
乡”。2007 年，咸水歌被列为广东省“非遗”名录。
2008 年，滨江街建成“水上居民民俗博物馆”。2010
年以来，海珠区长安东街小学、大元帅府小学、海珠
区后乐园街小学和滨江水上居民民俗博物馆先后被
评为广州市“非遗”传承基地和广州市民间文化传承
基地。2012 年 12 月，谢棣英女士被评为广东省“非
遗 ”咸 水 歌 项 目 的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 从 2007 年 至
2014 年，海珠区人民政府、广东广播电视台等多家
单位连续举办四届珠三角咸水歌歌会，吸引众多来
自中山、珠海、东莞、惠州等地以及广州海珠、南沙、
番禺、天河等区的 20 多支队伍参赛，通过独唱、组合
唱、歌舞和原生态展示等表演形式展示咸水歌的风
采，成为珠三角地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咸水歌文化
交流平台。2014 年 7 月 5 日，“广东咸水歌研究
会”在滨江街揭牌。2014 年 7 月 5 日，“纪念广州
水上居民上岸定居 50 周年暨咸水歌传承与发展”研
讨会在广州市海珠区举行。海珠区滨江地区“羊城
之夏”青少年暑期系列活动从 1980 年起到 2015 年
已经成功举办了 36 届，每年都与传唱咸水歌相结
合，成为滨江地区青少年文化活动的品牌。

2、广东东莞沙田镇
2006 年以来，沙田镇大力开展咸水歌传承保护

工作。镇成立专门机构，通过民间采风、史料收集和
专家走访等多种形式，广泛收录沙田地区的咸水歌
资料（手抄本），对原生态的咸水歌进行录音保存，
收集流传于大沙田地区的咸水歌 200 多首，并将咸
水歌分门别类，结集出版《沙田咸水歌》。历时 4 个
月拍摄完成的咸水歌专题片，记录疍民生产生活的
真实场景，为今后研究咸水歌提供影像资料。沙田
镇还多次组织专家学者举办咸水歌研讨会和疍民文
化论坛。2008 年 4 月，东莞群众艺术馆咸水歌创作
培训基地在沙田镇成立，设立横流社区、中心小学、
银通玻璃厂三个培训点，招收会员 100 余名，除原来
的老歌手外，还发展学生、新莞人成为会员，为咸水
歌传承推广提供基地。优选传统咸水歌 12 首，作为
必会曲目，编入中小学校的乡土教材。组织开展咸
水歌的创作，在沙田本地举办每年一届的咸水歌比
赛，在水文化艺术节和各类节庆晚会加入咸水歌表
演。随着咸水歌的传承创新，新一代歌手在广东小
曲王争霸赛、珠三角咸水歌会、中山咸水歌邀请赛中
屡获大奖。

2007 年 11 月，东莞市沙田镇疍家民俗文化陈列
馆落成，共收集文物 300 余件，专门设置咸水歌音
像、歌谱展区。2010 年，建立沙田水文化展览馆，内
设咸水歌专区，有咸水歌图照、影像、音频等内容。
沙田镇为了推广咸水歌传承保护工作，正致力于开
展与各地咸水歌传承基地的交流合作，依据原生态
咸水歌的曲调特色，探讨保护传承的路径，创作特色
鲜明的咸水歌音乐精品。近年来，沙田镇虎门港投
资规划建设“岭南疍民文化展览馆”，拟将该项工程
建设成为传承、保护、研究、宣传疍民文化的基地。

3、广东中山沙田地区
中 山 咸 水 歌 源 远 流 长 ，坦 洲 镇 是 其 发 祥 地 之

一。1979 年，省市文化部门在素有“咸水歌故乡”之
称的中山市坦洲镇，组织了以咸水歌为主题的大型
民歌会。随后坦洲镇建成全省首家以咸水歌文化为
主题的陈列馆，让群众更好地了解咸水歌的历史和
现状。2005 年 8 月，坦洲镇咸水歌代表中山市向国
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6 年 6 月正式列入

全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 年 7
月，坦洲镇凭借中山咸水歌再度入选“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近年来，坦洲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咸
水歌这一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开展
保护和传承工作，如设立中山咸水歌传承基地，对广
大青少年开展咸水歌知识学习教育；对现有的民歌
手发放津贴，各村成立民歌组织，举行民歌竞赛，充
分发挥咸水歌传承人和民歌协会的作用；开展咸水
歌巡演活动，拍摄专题视频节目宣传，积极组织举办
和承办好咸水歌演唱大赛、咸水歌创作培训班；做好

《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丛书·坦洲咸
水歌篇》和《坦洲民歌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积极组
织咸水歌优秀节目参加国家、省、市各类民歌表演和
比赛，提高咸水歌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

中山市教育局把中山咸水歌列为地方的音乐教
材，东升镇龙胜小学把咸水歌列为学生的音乐必修
课，成立以校长带头的领导小组，要求全校老师都会
唱、会写咸水歌，在校内开设咸水歌长廊及展览室，
塑造大型浮雕“民歌伴我成长”、设计早晚 10 分钟咸
水歌广播，将咸水歌教材分为高低两个年级，教学曲
目分为 5 个步骤并加入伴奏，学校先后出版了咸水
歌教材、漫画故事、CD 等。2001 年组建学生咸水歌
演出队，先后参加国家、省、市各类活动近 90 次，获
得国家级奖项 2 个，省级的 1 金 3 银 4 铜，通过舞台，
让咸水歌走向全国，还受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新民
歌录制工作。2009 年，胜龙小学被授予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咸水歌传承基地。

为了让青少年一代积极参与保护和传承咸水
歌，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先后在东凤、横
栏、港口等镇小学设立传承基地，通过资金扶持、技
术指导等，支持民间艺人走进学校课堂，向学生传授
咸水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演唱技巧，同时在全社会
开展各种保护传承咸水歌的活动，从而形成“政府部

门重视、群众自愿、学校参与、学生喜爱”的局面，使
濒临消失的珍贵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传承和发展。

4、广东阳江地区
阳江的东平、闸坡、溪头、沙扒等几大渔港区，历

来流行以当地方言传唱的咸水歌。阳江咸水歌（渔
歌）别具海洋文化特色，歌曲旋律悠扬动听，歌词即
兴 随 意 ，表 演 情 感 真 挚 ，居 民 和 游 客 喜 闻 乐 见 。
2014 年，陈昌庆先生被评为广东省第四批“非遗”项
目阳江咸水歌代表性传承人。被誉为广东民间歌王
的陈昌庆，在传承阳江咸水歌时，努力在原生态的基
础上有所创新，如演唱过程配以演出服装、道具和器
乐，重视舞台美术设计，增强表演的观赏性，提升咸
水歌的艺术品味，吸引社区群众主动参加，受到观众
的好评。

近几年，阳江咸水歌的演唱活动愈见兴起，每年
闸坡、东平渔港举办“南海开渔节”，当地文化部门
和民间社团结合旅游推介，组织举办咸水歌（渔歌）
演唱会，疍民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

5、海南三亚周边
疍民咸水歌是三亚乃至海南地道鲜活的原生态

民歌之一，随着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日见成效，疍民
文化愈来愈引起宣传文化部门和游客的关注。世代
在南海风浪中捕鱼为业的疍民儿女，以传唱咸水歌
抒发心中的喜怒哀乐，反映疍民渔民别具海洋风情
的生活习俗。2010 年 6 月，三亚咸水歌（疍歌）入选
第三批海南省“非遗名录”，梁云志先生成为代表性
传承人（省级）。

长期以来，三亚港周边的疍民经常来到社区活
动中心自发演唱咸水歌，并组织歌手排练节目，参加
省市乃至全国的民歌渔歌大赛。近年来，三亚市文
化部门已组织两届疍家咸水歌大赛，参赛的选手中
年龄大至 80 多岁，小至 6 岁。2014、2015 年，由三
亚疍家文化协会、三亚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举办三亚
疍家文化节，主题活动有：咸水歌大赛、摄影展、织
渔网大赛、疍家美食推介等。组委会在疍家文化节
期间，安排系列才艺表演和竞技比赛，增强参与互动
性，让海内外游客亲身体验疍家文化，提升三亚城市
文化品味，推动疍家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曲调优美独特的汕尾渔歌

汕尾渔歌，又称瓯船渔歌，是流行于汕尾、惠东
一带瓯船疍民中用闽方言演唱的民歌。瓯船渔歌蕴
涵丰富的历史、社会、渔民习俗等信息，题材广泛，
曲调优美，风格独特，真实地反映渔民的劳动、生活
和内心情感，群众喜闻乐见。当地多次组成渔歌队
参加县、市、地、省乃至全国的文艺汇演，每每反响
热烈。当代诸多音乐名家从中汲取素材，获得灵感，
创作一批享誉海内外的音乐作品，如小提琴合奏曲

《丰收渔歌》（李自立）、钢琴独奏曲《战台风》（刘诗
昆）、电影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王酩）、歌曲《在
希望的田野上》（施光南）、《姑嫂月夜守海防》（汪裕
声）、《军港之夜》（刘诗召）、《春天的故事》（王佑
贵）、《春江谣》（颂今）、渔歌组曲《妇女捕鱼队》（施
明新）等等。2006 年 5 月汕尾渔歌入选广东省首批

“非遗”名录。2014 年 7 月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名录。

2009 年，汕尾市城区委宣传部组织专家再次对
汕尾渔歌进行挖掘整理，并出版《汕尾渔歌集》。《疍
家风情》（组歌十三首）由海丰籍作曲家陈勇铁先生
担任编曲并出任总导演。组歌择取 38 首最具代表
性的汕尾疍民渔歌，组编为 13 个篇章，反映汕尾瓯
船渔民的习俗人情和生产生活场景，全部曲目由汕
尾市城区新港渔歌队表演。“疍家风情”专场演唱会
得到汕尾旅美乡亲余乐成先生的资助，演出获得圆
满成功，观众纷纷点赞，好评如潮。

汕尾新港渔歌队成立于 1958 年，距今已有 58
年。建队以来，涌现了以徐十一为代表的优秀渔歌
手。在作曲家施明新、“汕尾渔歌王”黄琛等专业音
乐工作者的指导帮助下，渔歌队为传承传播汕尾渔
歌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该队有老、中、青、少四代
业余渔歌手 40 多人，其中的长者已过古稀之年，年
龄最小的才 10 岁。队中现有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

圆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庞美英。近年来，他们经常
排练节目参加演出，在全国和省市举办的民歌汇演
中屡获奖项。

极具地域特色和水文化特征的
疍家婚嫁习俗

疍民“非遗”项目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水文化
特征，其蕴涵的珠江文化和海洋文化元素源远流
长。疍民的人生礼俗，尤以水上婚嫁历来为人们津
津乐道，其中珠海斗门流行几百年的水上婚嫁习俗
最为醒目出彩。2008 年 6 月，珠海斗门水上婚嫁习
俗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斗门水上婚嫁集体
婚礼由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操办，已连续举办五届。
斗门区政府除了每年面向全国征集新人举办集体婚
礼外，当地村民如自行采用这一传统习俗举办婚礼，
也能领取 2 万元婚礼补贴。每届婚礼都吸引数万名
观众沿河观光，反响热烈。

2007 年阳江闸坡“疍家渔民婚俗”、深圳盐田渔
民村“疍家人婚俗”被评为广东省“非遗”项目。近
10 年来，东莞沙田、广州番禺东涌、阳江闸坡、东平
等地，在政府有关部门支助和社区居民的热心参与
下，通过举办水上婚礼活动，展现当地传统习俗，吸
引游客参与和媒体报道，提升疍民文化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南海开渔节已连续在阳江海陵岛成功举办
十三届，祭海仪式和疍民婚礼巡游是开渔节的重头
戏。闸坡疍民婚礼具有较高的海洋民俗文化审美价
值，譬如：认真细致的媒妁娶嫁礼节、花船过礼迎
亲、新人传统盛装打扮、半夜接新娘、梳头叹嫁、礼
品张罗、对唱咸水歌（渔歌）等等，体现疍民对幸福
美满婚姻的期待。特别在渔港码头街道上举行的婚
礼巡游活动，受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热捧。

工艺独特繁复的香云纱染整技艺

香云纱又称“薯莨纱”。屈大均《广东新语》载：
“薯莨，产江北者良……红者多胶液。渔人以染罛
罾，使苎麻爽劲，既利水又耐咸潮不易腐。而薯莨胶
液本红，见水则黑。”旧时在珠三角河涌及滨海港湾
以捕鱼为业的疍民族群，从渔业生产的实践中，首先
发明用薯莨煮汁浸泡葛纱苎麻织成的渔网风帆能耐
水保质，从中得到启发，同样用来浸染棉麻布及日常
穿着的衣服，兼备凉爽、美观、耐用、防水性佳的优
点，特别适合水上生活。清代以后，佛山的纺织业者
将其材料工艺应用于蚕丝坯绸染整，形成一套独特
繁复的专业技艺，产品曾畅销海内外。

香云纱是大自然赋予珠三角地区的珍贵特产，
其生产过程要经过纯手工“三洗九煮十八晒”，技术
含量高、劳动强度大、生产条件严苛，近几十年来，
产量销量每况愈下。2008 年，佛山市香云纱染整技
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09 年 6 月，
梁珠被评为香云纱染整技艺的代表传承人（国家
级）。

针对香云纱染整技艺濒危的状况，当地政府部
门和企业协会重视该项“非遗”的保护传承工作，首
先组织专业人员深入香云纱生产单位进行田野调
查，搜集各种文献资料，运用录像、录音等技术方
法，详细记录香云纱的生产工艺流程；明确顺德伦教
街道承担香云纱技艺保护的职责。顺德成艺晒莨厂
作为香云纱染整技艺的保护单位，已联合相关厂家
及协会，对香云纱生产制定了行业标准。

2009 年 9 月 1 日，“香云纱文化遗产保护基地”、
“广东香云纱文化产业园区”在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
道正式挂牌。伦教街道办聘请专业机构制订《中国
香云纱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区》规划，示范区规划已完
成了专家论证，即将进入实施阶段。

广东新天成香云纱生态文化开发公司和成艺晒
莨厂正合作打造香云纱文化产业园，还计划筹建香
云纱博物馆。

（作者为广东省疍民文化研究会会长）

独具水上文化的特色疍家婚礼（资料图片）

工艺独特繁复的香云纱染整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