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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深圳原住民称作“做年”。“做年”的“做”字，道出丰富的地
方民俗文化含义，它既包括“过新年”“贺新年”的意思，又有一层

“做”——忙碌的愉悦。无论是当地的广府人、客家人，还是潮汕人，
都在忙碌中享受着过年的热闹和欢乐。深圳在东晋时置县，至今有
1680多年的历史，因而，深圳人的年味很传统；由于深圳毗邻港澳，
受海外文化影响，所以，深圳人做年又很时尚。

◉入年卦，忙洒洒
深圳素有广府、客家两大民系，拥有白话和客家话两大方言族

群。深圳传统做年从腊月廿四始，正月十五止，节庆长达20多天。
腊月廿三，是“小年”节，旧有“官三民四疍五”（即官府以廿三、

平民以廿四、水上居民以廿五为节）之说。清康熙《新安县志·风俗》
（深圳旧称新安县、宝安县）载：“十二月二十四，为小年，晚祭灶。”早
在300多年前，深圳却从腊月廿四“入年卦”。自“小年”始，男人就忙
于办年货、置新衣，宰三牲，祭灶神，然后带着子女行花市，买（写）挥
春（对联）、灯笼、桃花、年橘装饰家居；女人忙于“大扫除”、做年糕、
打米饼，民谚云“听到打饼声，知道过年来”。如今，时尚人士趁年尾
商场打折，去香港“扫货”，结伴团购高端时装和食品；青年人则敲锣
打鼓，练麒麟、舞狮子、习龙舞、耍鱼灯，人人动起来，家家“忙洒洒”

（客家话，指忙忙碌碌）。越忙，越有年味。

◉洗吉水，祭先祖
清康熙《新安县志》载：“除夕，先洗澡，换桃符，贴金钱，燃灯，烧

爆竹，为酒以守岁。”
古人造的“年”字，是倒挂谷穗的象形字，也就是说在粮食丰收

之时，人们不忘上天的赐予和神明的庇佑。深圳风俗中，大年三十下
午，由长辈领着子孙，带着三牲、糕点供品和香烛，到祠堂敬拜祖先。
祭祀前，全家得洗“年香水”，又称“大吉水”，也就是把石姜蒲、柚子
叶、香芒草和青竹叶等，放进一大锅水、烧开兑凉水洗的药浴。“年香
水”洗后醒神、清爽，至今仍有不少家庭坚持。洗涤后的祭祖仪式是
庄严肃穆的，一年一度的隆重感恩无疑让族人世代重视和承袭这种
民俗文化。

祭毕，家人相聚向长辈拜年问好，长辈给儿孙“利市”红包，祈求
大吉大利。然后入席吃团圆饭。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许多家庭去酒楼包酒席，或者定做“大盆菜”送到家里来，在家中围
炉而吃，既亲切热闹，又省却了厨房劳碌之苦。

◉新年始，挑“新水”
大年初一凌晨，不少人到弘法寺、东山寺、凤凰古庙甚至香港黄

大仙祠争相上新年的头炷香。民间非常重视这一天穿新衣新鞋，戴
新帽，寓意面貌一新，甚至连喝的茶水都要新鲜煮泡。早时，深圳的
妇女起得特别早，去井口河边挑满一缸水，取“新水活力”之意。隔日
茶、水全倒掉，重新煮一壶开水。如今城乡用上自来水，但还是有人
清晨上梧桐山、羊台山或其他大山取回山泉水，用作新年沏茶、煮
饭、煲汤之用。

“新年流流，唔瞓（不睡）懒觉。”这一天，全家起早床。起床之后
不能再睡，否则穷困一辈，故有新年“卖懒歌”传唱。洗漱完毕，向家
中父母长老问安：“新年早晨！”这天忌扫地，庭院门口满地炮仗纸屑
留着，让它红旺下去；有垃圾不去倒，怕倒掉财运。如有果皮、瓜子
壳、糖果纸屑，要包好放在屋里“聚财”。人与人之间互相致意问好，
陌生人相遇到也点头有礼。年轻人更为时尚，用视频、QQ问候，用短
信、邮件和微信拜年。

◉年初二，兜利市
深圳有句俗话说“初一人拜神，初二人拜人。”人拜人，即拜

年。年初二是“开年日”。按传统，主妇们一早忙于中午的“开年
饭”。因为初一，许多人家往往吃得素一些；到初二，开年饭又讲
究丰盛起来。私人店铺开门做生意，老板请伙计围坐一起吃“开
年饭”（也有在正月十六的）。店主拜过财神爷，吃了“开年饭”，
希望新的一年生意兴隆。

出嫁的妇女在开年饭后携夫婿、子女，带着活鸡、猪肉、糕点“转
外家”拜年。人们开始探亲访友，拜年祝福。“恭喜发财，利市兜（拿）
来！”这是深圳当地人一见面的幽默拜年语。除了已婚的人给拜年者
的孩子派“利市”外，对未婚大龄青年，照样给他们派。“利市”本意是
图个吉利，不关钱多钱少，心意到了就成。上门拜年，探亲访友，传统
礼俗须带上手信，比如送上蚝豉、腊肉、腊肠、年糕、米饼、煎堆等土
特产及酒水茶叶。曾经有段时间，人们喜欢送曲奇饼、进口水果和老
年保健品，但近年又恢复送去自己养的鸡、自己种的菜、自己做的糕
点米饼。这样，吃得亲切，更有味道。

◉舞龙狮，看大戏
拜大年，行花市，逛大街，看舞龙舞狮舞麒麟表演。深圳有“东麟

西狮”之说，大体是东部客家地区舞麒麟，西部白话地区舞狮子。新
年期间，各村麒麟队、舞狮队纷纷到同宗同姓的邻村拜年，联络情
感。客家人有麒麟送福入屋的习俗。麒麟从村头舞到村尾，一家一户
拜年，屋主鞭炮欢迎，麒麟低着身子慢慢进屋，到厅堂、厨房拜一拜，
祈求五谷丰登、丰衣足食。

深圳当地人喜欢在春节睇大戏。睇大戏就是看粤剧，许多村子
在节前就搭好戏棚，请来广州、深圳戏班大佬倌，传统粤剧《六国大
封相》《碧天贺寿》《天姬送子》《八仙贺寿》等连演五六晚，村民过足
戏瘾。

不少深圳客家人，喜欢新年对山歌，“赴歌墟”摆山歌擂台，龙岗
墟还有独特的“龙岗皆歌”唱法。沙头角的鱼灯舞，春节期间为中英
街两边居民表演。盐田与南澳渔民，把水上迎亲习俗变成陆上迎亲
舞，在春节巡游表演。龙岗布龙舞和平湖纸龙舞在当地或被邀请到
邻近地区演出。

深圳民俗文化村、锦绣中华、世界之窗、欢乐谷、东部华侨
城及蛇口海上世界等著名景点，更是以温馨而热烈的民族民俗节
目，吸引数十万游客和数百万外来建设者，相聚深圳欢欢乐乐过
大年。

客家山歌是客家的民间歌谣，是岭南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称之为“天籁之
音”。千百年来，通过一代代歌者不断的传承和发
展，客家山歌已成为中国民歌之林中一朵独具魅力的
奇葩。2006年5月，客家山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一座新兴的移民城市，深圳历史上拥有众多
的客家人，现在更是聚集了本地传统的“老客家”和
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移民”。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圳
已经成为展现中国客家文化的一个“窗口”。作为客
家文化的重要印记，客家山歌也成为了深圳城市文化
的组成部分。

深圳客家山歌包括大鹏山歌、石
岩山歌、盐田山歌和龙岗皆歌等，因
深圳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而独
具特色。2005 年，深圳对全市客家山
歌开展大规模普查，并加以收集、整
理、分类、申报，形成了省、市、区
三级保护体系。2007 年 1 月，深圳客
家山歌入选深圳市首批“非遗”保护
名录。同年7月，石岩山歌入选广东省
第二批“非遗”保护名录。2012 年 2
月，大鹏山歌入选广东省第四批“非
遗”保护名录。同时，深圳对客家山
歌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提供资
助，鼓励其收集、整理原汁原味的客
家山歌歌词、歌谱，使客家山歌艺术
精品流传后代。

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副主任蔡惠尧认为：“‘非遗’来自民
间，应该回到民间。”当前，深圳正在
着力传承“非遗”，让“非遗”走进校
园、让更多年轻学生了解和传承“非
遗”已经形成了常态。深圳通过举办
客家山歌大赛、客家文化节、“文化遗
产日”等活动，让客家山歌以歌曲、
舞剧、纪录片、晚会等形式走近市
民。客家文化学者与山歌演唱家走进
深圳校园，讲演结合，为青少年学生
介绍客家山歌以及深圳“新客家民
谣”。

“山歌演唱需要功底，让山歌后继有人需要
从小朋友抓起。”宝安官田学校等建立了客家山
歌传承基地，龙岗皆歌被列入龙岗中学的课
程，石岩一些小学邀请山歌传承人走进校园，
向小学生讲解、表演客家山歌。罗湖区大望学
校、南山区塘朗小学、龙华新区松和小学及千
林山小学等举办“客家山歌进校园”活动，引
导青少年认识并传唱客家童谣与客家山歌，增
进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譬如，千林
山小学以“具有乡土情怀和国际视野的现代公
民”为培养目标，开发 《客家山歌》 校本课
程，传习客家山歌，传承本土音乐文化。

深圳是一座包容创新的城市，尊重、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激活、创新多种文化资源与艺术样式。
近年来，深圳音乐原创力量大胆创新，创作出“老
客家认同、新移民喜欢”的作品，为历史悠久的客
家山歌注入新的时代特征：形式不拘一格，既可以
用客家方言，也可以用普通话演唱；既有“原生
态”，也有“新摇滚”。

2009 年，在深圳“音乐工程”、原创音乐品牌
“鹏城歌飞扬”的培育和推动下，深圳音乐人创作了
第四交响曲《交响山歌·客家新韵》。《交响山歌》首
次把客家山歌原生态唱法引入交响乐，以当代作曲
技术和交响乐语言构建成一部当代交响合唱巨著。
随后，《交响山歌》先后亮相第二届“中国交响乐之
春”音乐季、2010 年和 2012 年深圳文博会艺术节、
第十届中国国际合唱节、北京“深圳文化周”等，
并被评为“2010年广东省重点剧目”。

2010年，“深圳制造”音乐专辑《客家金曲》将
客家山歌和流行音乐元素有机融合。专辑包括杨宏
海作词、梁军作曲的《中华儿女共婵娟》，蒋开儒作
词、饶荣发作曲的《客家娘酒》，胡晓曼作词、姚峰
作曲的《客家妹》，房千作词、陈的明作曲的《月光
光》等“新客家歌曲”，吸引了大量听众。

2012 年，由蒋开儒作词、饶荣发作曲、梁军编
曲和郑钢坚演唱的深圳原创音乐电视 《客家新娘》
登陆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 《中国音乐电视》 栏目，
随后唱响台湾。深圳音乐人积极探索创新客家山
歌，饶荣发的《山歌唱出好兆头》、王佑贵的《深圳
湾情歌》、李宜高与邓超荣的《南国小镇沙头角》等
都是富有创新意义的作品。深圳一些中小学、幼儿
园也创作了新客家歌舞。“新客家山歌”体现着深圳
时尚性、现代性、先锋性的城市性格，是城市音乐
建构中的“深圳表达”。

“血脉根盘根，文化心连心。”客家山歌是海峡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见证和共同记忆，传递着

“两岸客家亲”的中华情结。深圳毗邻台湾和香港，具
有地理、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蕴含着厚重的客家
文化，将在两岸交流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海
峡两岸在各领域交往的加深，深圳与台湾的文化交流
也越来越密切，客家山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有风，地有情，天地养育我客家人。我是一
颗带着翅膀的种子，落在哪里都生根……”这首由
蒋开儒作词、侯德健谱曲、深圳“山歌皇后”郑钢
坚演唱的歌曲 《客家风情》 自亮相“鹏城歌飞扬”
2012 第二季度颁奖典礼后，唱响海内外。《客家风
情》 由海峡两岸艺术家携手打造，唱响全球客家人
心声，更在深圳和台湾客家人中间搭起美丽的桥
梁，成为联结起全世界客家人的纽带。

“1995年，我首次赴台，与台湾歌手同唱《两岸

山歌同台唱》 主题晚会。当时，台湾客家乡亲希望
能有大陆艺术家把大陆的山歌唱到台湾来，也把台
湾的山歌带到大陆去。”作为世界客家文化发展协会
执行会长、全球客家文化大使，郑钢坚曾八度赴
台，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郑钢坚长期致力于客
家山歌音乐的传承、创新和传播，其客家山歌作品

《客家新娘》与《客家风情》是新中国第一部以纯客
家母语走进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的客家歌曲，《四季
花开望郎来》 还被收入了台湾中小学音乐教材和山
歌班教材。

宣扬客家山歌艺术，打造岭南客家音乐品牌，
让客家山歌走进深圳广大“老客家”与“新移民”、
走向世界，这是每一位深圳客家人尤其是客家音乐
工作者的心愿。深圳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客家
山歌艺术将在这里以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更加多
样的表现形式，得到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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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原生态”“新摇滚”

传播：一首歌两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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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圳表达”谱新声 为两岸交流架桥梁

客家山歌在深圳焕新生客家山歌在深圳焕新生
■ 赵鹏飞 林坤城

深圳龙岗小学生在鹤湖新居前表演客家山歌。深圳龙岗小学生在鹤湖新居前表演客家山歌。

深圳“山歌皇后”郑钢坚在台演出受
到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

深圳“山歌皇后”郑钢坚在台演出受
到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

2015深圳首届客家山歌赛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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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岗麒麟舞

深圳迎春花市

深圳沙头角鱼灯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