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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
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东庙
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
市，何似古扬州。”每当谈及“波罗
诞”庙会，宋代刘克庄的诗句便穿越
千百年，带来当年的古韵盛景。

近日，第12届广州民俗文化节
暨黄埔区“波罗诞”千年庙会隆重
举行。身穿古服的演员带着满载祭
品的祭器开启大型祭海仪式，拉开
了这一岭南地区最古老、最盛大、
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庙会的序幕。

“波罗诞”又称南海神诞，是
百姓为纪念南海神生日而形成的民
间庙会，农历二月十三举行。它是
我国目前唯一的海神祭祀民俗活
动，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

据了解，波罗诞活动所处的南
海神庙始建于隋朝，是中国古代历
代帝王祭海的场所。作为中国古代
四大海神庙中唯一留存下来的建筑
遗物，南海神庙见证了广州作为海

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辉煌，是中国
古代海上交通的重要史迹。

在农历二月十三正诞当天，乡
民们早早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南
海神庙广场守候。他们举着旗牌，
抬着果品、酥饼等祭品以及大案、
元案、始案、长案、祖案五尊神
像，在南海神庙前的广场巡游一
周，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目前，这一庙会已成为以南海
神庙为核心，以“波罗诞”庙会为载
体，集游乐、工艺、美食、民俗、非遗
展示等活动为一体，全面展示民俗
文化艺术的民间文化盛事。仿古祭
海表演、五子朝王、花朝节、章丘诗
会等最具代表性的特色项目广受追
捧。据悉，2016年的活动吸引了66万
名中外游客参加。

“波罗诞”不仅是南海神庙周
边地区的民间传统和习俗，也成为
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文化景观。

1991 年 2 月 9 日， 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乘“和
平 之 舟 ” 号 到 达 广 州 ， 下 船 伊
始，即按中国古老传统，先到达南
海神庙。2006年，瑞典“哥德堡Ⅲ
号”仿古商船沿着世界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航线重返广州，抵达当天，
瑞典国王及王后一行参观访问南海
神庙；一个月后，南海神庙举行盛
大的仿古祭海仪式表演欢送“哥德
堡Ⅲ号”离穗。

“海丝长福地 波罗多良缘”，
本届民俗文化节的主题画龙点睛，
充分展示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
的文化传承。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城
市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
地之一，广州有着“千年商都”的
辉煌历史，现存大量航海历史文物
和海洋文化遗址。

重现“海丝”发祥地的辉煌、
弘扬南海神庙的历史文化，“波罗
诞”将在古今交融的画卷中，写下
新时代里靓丽的一笔。

的“国际范儿”
3月的广州春意盎然。
春的力量来自生机勃勃的枝叶，更来自异彩

纷呈的文化盛宴。繁花漫山遍野，庙会传承历
史，戏剧拥抱世界。多彩的文化活动、开放的世
界眼光，共同见证这座活力之都跳动的脉搏。

3 月 26 日至 29 日，由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指导，国际戏剧协会、中
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市文广新局共
同主办的 2016世界戏剧日亚洲传统
戏剧论坛在广州举行，重点探讨了

“亚洲传统戏剧的传承和发展”以及
“莎士比亚、汤显祖和中国戏剧”等
主题。来自中国、俄罗斯、意大
利、亚美尼亚、印度、伊朗、日
本、韩国等 22个国家和地区的戏剧
家协会官员、戏剧艺术家参会，他
们在艺术领域均享有盛名。

据了解，“世界戏剧日”由国际
戏剧协会创立于 1961年，旨在引起
全世界人民对戏剧艺术的重视，举
办日期为每年的 3 月 27 日。自 1962
年以来，许多国家都在这一天同步
举行庆祝活动，使“世界戏剧日”
成为一个流动的、遍及全球的国际
戏剧盛事。

27日晚，2016世界戏剧日庆典在
广州歌舞剧院岭南剧场举行。国际著
名戏剧导演、俄罗斯戏剧教授安纳托
里·瓦西里耶夫在广州宣读2016世界
戏剧日献辞。据悉，这是世界戏剧日
献辞人首次亮相中国。

今年正值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
世 400 周年，两位东西方文化巨人

给世界戏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
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论
坛以中外演讲、戏剧展演等形式，
就“汤显祖”、“莎士比亚”、“昆
曲”、“粤剧”等做了现场交流，向
两位戏剧巨匠致敬。

中国戏剧戏曲种类繁多，历史
悠久，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
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
化。广东作为粤剧的发源地，培育了
一批粤剧大师名伶，如红线女、倪惠
英等；而广州对粤剧的保护及传承发
展也做出巨大贡献。活动期间，中外

嘉宾参观了粤剧博物馆，深入感受粤
剧艺术。此外，广州歌舞剧院音乐剧

《和平使者》、广州话剧中心《威尼斯
商人》、广州芭蕾舞团《梁祝》、广州
粤剧院经典粤剧折子戏等表演都获得
好评。

戏剧无分国界，交流传承精神。
此次国际戏剧名家齐聚羊城，共庆

“世界戏剧日”，是亚洲传统戏剧艺术
面向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它助力更
多西方经典戏剧走进中国，让中国传
统戏剧走向世界，推动中西方戏剧交
流融汇、共同发展。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花，它
的颜色简直太漂亮了！”来自尼泊
尔的尼沙指着头顶随风摇曳的黄花
风铃，兴奋地向记者感叹。尼沙 3
岁的儿子阿林则一路小跑站到树
旁，让妈妈给他拍张照片。

这位中山大学医学硕士生来广
州已经一年半了，平日主要在市区
内活动。“今天有机会到郊区走一
走 ， 没 想 到 广 州 的 春 色 如 此 美
丽。”尼沙告诉记者，人们一提起
广州，“繁华”、“热闹”是最主要
的印象，“今天我要给它一个新面
孔，‘花城’。”

3月25日，在“广州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点”——花都红山村，油
菜花、牡丹争奇斗艳。来自美国、
英国、韩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国
家的近 20 名外国友人来到郊外，
感受广州的田园风光。他们平日在
广州工作生活，这次由“中国广
州”英文微博从众多报名者中挑选
出来参加线下活动。寻找“醉美”
广州、体验岭南文化，是近年来广
州与中外友人良好互动的一个缩
影。

与尼沙钟爱黄花风铃不同，来
自哈萨克斯坦的伊万则喜欢杜鹃。

“我在广州经常见到这种花，但开始
一直不知道名字。”这位广州大学的
大四学生对记者表示，广州街道两
边的花也很多，“立交桥上白色、粉

色、黄色点缀在一起，特别好看。
我的学校像个公园，环境也特别
好。”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任教的路
易来自美国马里兰州，他对广州的
各种公园赞叹不已。路易告诉记
者，他经常去越秀公园，因为那里
花木繁盛。“广州的公园都很幽
静，绿树很多，令我印象深刻。”

除公园外，路易对广州的各种
民俗文化也很有兴趣。在红山村的
集市上，各类当地的水果、草药、
糕点玲琅满目，吸引了他的注意。

“我很喜欢广州有传统味道的
东西。”路易说，它们从某种程
度上反映了岭南文化的博大。得
知大家即将启程去资政大夫祠古
建筑群参观，路易很是期待。

位于花都区三华村的资政大夫
祠古建筑群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
距今已有 150年的历史。作为目前
广州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古祠堂
群，其建筑风格具有典型的岭南特
色，砖雕、石雕、木雕、灰塑细致
玲珑，百年壁画活灵活现。在祠堂
内，路易不停地拍照，对做工细致
的建筑风格赞叹不已。

与路易一样，伊万也很喜欢“特
色广州”的别样生活。今年，伊万即

将毕业，谈及未来，读旅游管理专业
的他打算和女朋友——一位广州姑
娘——开家餐厅。

“我妈妈从阿拉木图飞来广州
看我，她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伊
万说，自己喜欢这里的早茶，喜欢
周末骑着车四处兜风。畅想今后的
生活，伊万很坚定：“我会留在这
座城市。”

世界戏剧日上的精彩表演

■ 本报记者 高 炳

“波罗诞”串联“海丝文脉”“波罗诞”串联“海丝文脉”“花城”秀色映红洋面孔

“世界戏剧日”点亮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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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嘉宾出席世界戏剧日庆典。中外嘉宾出席世界戏剧日庆典。 外国友人赏花。外国友人赏花。 在“波罗诞”庙会上，市民纷纷伸出手，摸神像，沾福气。

▲参加活动的外国友人
对黄花风铃特别感兴趣。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路易在资政大夫祠里
拍摄“孔雀开屏”。

本报记者 高 炳摄

祭海仪式盛况祭海仪式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