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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打铁花、 潮汕英歌舞、 长沙茶颜悦
色……每年春节期间， 许多在外工作的人们
都会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 春节期间， 本报
记者通过新春走基层活动， 报道家乡的发展
变化、 民俗风情以及春节期间的各种特色活
动， 反映新春时节祖国大地蓬勃发展的景
象， 传递新的一年浓浓的温暖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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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傍晚5点， 京郊顺义北京国际鲜花港
举办的第二届花灯文化艺术节准时上灯， 陆续抵
达的游客们让夜幕降临的景区热闹起来， “听说
今年这里有 ‘打铁花 ’ 表演 ， 我带孩子过来看
看。” 市民吴先生怀里抱着3岁的女儿， 对园区安
排的众多非遗表演满怀期待。 据了解， 和吴先生
一样， 很多市民都是奔着 “非遗打铁花” 表演、
“非遗火壶” 表演而来的。

祥蛇纳福新春至， 火树银花映夜空。 顺义区
这场令人瞩目的文化盛会———“华光焕彩·祥瑞盛
世” 2025北京国际鲜花港第二届花灯文化艺术节1
月25日盛大开幕。 用花灯点亮新春之夜， 用非遗
表演凝聚老百姓新春的欢乐序章。

走进鲜花港园区， 沿主干路精心打造的40余
组造型各异、 独具匠心的花灯吸引市民游客拍照
打卡。 这里有威风凛凛、 寓意着蛇年吉祥如意，
开启新岁美好祝福的 “祥蛇献瑞”； 有酷炫霸气、
将传统与现代审美融合的 “黑悟空”； 还有灵动飘
逸的 “神鹿送宝”、 气势磅礴的 “神龙穿越” 以及
憨态可掬的 “十二生肖”、 俏皮可爱的 “梦幻天
使” 等， 惟妙惟肖， 甚是好看。

活动期间， 鲜花港变身为传统文化展示的大
舞台， 各类民俗表演精彩纷呈， 轮番上演。 每日
定时登场的舞龙舞狮表演， 在激昂的锣鼓声中翻
腾跳跃， 气势恢宏， 瞬间点燃现场的热烈气氛，
让市民游客深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磅礴力量
与独特韵味； 汉服表演秀则仿若开启一场穿越时
空的视觉盛宴， 衣袂飘飘， 古韵流淌， 带市民游
客领略国风魅力； 此外， 西游记人物与小丑元素
的创意巡游更是别出心裁， 将 “唐僧师徒四人”
与各路神仙妖怪生动呈现， 他们与游客热情互动、

合影留念， 仿佛将众人带入了一个奇幻的神话世
界； 而小丑们身着夸张有趣的服装， 化着五彩斑
斓的妆容， 一路上逗趣搞怪， 所到之处无不欢声
笑语， 为整个活动增添了无限的欢乐与趣味。

晚上7点 ， 备受瞩目的非遗表演精彩亮相 。
“打铁花是中国古代匠师们在铸造器皿过程中发现
的一种民俗文化表演技艺， 始于北宋， 盛于明清，
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跟随着演员们的介绍， 游
客们陆续抵达非遗表演现场， 看着表演者将千余
度高温的铁汁击打至空中， 使其如烟花般绽放在
夜空， 绚烂夺目， 引得阵阵掌声。

火壶表演中， 演员们手提两个满是炭火的铁
网， 通过技巧操纵火焰， 使炭火产生绚丽的火花。
“真是太美了！” 在火花的映衬下， 游客们脸上兴
奋、 幸福的笑容让新年的气氛愈加浓烈。

“今晚的非遗表演太精彩了。 我还是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观看 ， 感觉惊险又刺激 、 喜庆又热
闹。” 游客王先生一家从下午5点就抵达园区， 一
直等着这场非遗表演， 王先生表示： “古代工匠
的巧思， 加上现代匠人的努力， 让我们穿越古今，
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 即便是在寒冬中等上两个
小时也值得。”

据悉，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2月12日， 备受瞩目
的非遗表演每晚都将上演。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非遗表演“打铁花”受热捧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铛铛铛铛”……在开道锣鼓威风凛凛的敲击
声中，一队队装扮成梁山好汉形象的表演者依次行
进而来，他们每人拿着两根短棒，边走边击棒舞动，
配合着整齐划一的吆喝声，道路两旁围观的群众不
禁高声喝彩，这就是春节期间记者在广东潮汕地区
看到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潮汕英歌舞。

百度百科介绍， 潮汕英歌舞源自明代中叶，是
一种糅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地方艺术为一体
的民间广场舞蹈，又称为“中华战舞”，成为了岭南
文化的代表符号，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当地人告诉记者， 潮汕英歌舞主要包括潮阳
英歌、 普宁英歌和甲子英歌三种类型， 节奏分为
慢板、 中板、 快板三类。 春节期间来非遗发源地
观赏英歌舞， 可以体验最震撼人心、 最原汁原味
的潮汕过年味道。

大年初二和初三， 普宁市举行英歌舞巡游，并
在普宁市政府、普宁广场、流沙广场等处安排定点
汇演，当地8支英歌队分成两天参加，还有金狮队、
青年鼓乐队、标旗队等民俗队伍一起巡游，好不热
闹。 大年初五，汕头市潮阳区在文光塔广场举行潮
阳英歌嘉年华活动，18支各流派英歌队依次上场展
示，38名“时迁”同场竞技，还有48支醒狮队参与，并
在嘉年华活动后进行巡游，方便游客近距离观赏。

普宁地区英歌队领舞的是一到两名身着黑衣、
脸涂油彩，打扮成“时迁”形象的表演者，他们手中
挥舞一条黑白假蛇，敏捷灵活，跳跃游走于队伍中，
他们翻的跟斗又飘又高。 每队分为四排，每列八九
人不等，边走边跳，英姿飒爽，“中华战舞”的名号果
然名不虚传， 其中大年初二参加表演的南山英歌
队、富美青年英歌队登上了今年央视春晚舞台。

潮阳各支英歌队的队员们画着各式脸谱，穿着
鲜艳的表演服，击棒而舞。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
行看热闹”， 作为游客， 虽然看不出各式动作的含
义 ，但表演者的动作大开大合，雄浑有力，威猛霸
气，一招一式尽显力量之美，比视频来得更加震撼，
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英歌舞的演员基本上都不是专职人员，他们各
自有着本职工作，很多都是同村同乡人。 他们出于
对英歌舞的热爱，以及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感而聚
集，抽空排练、表演，很多表演者都是在村里老人的
指导下从小训练，让人更加感佩他们对传统文化的
赤诚之情。 每场英歌舞表演都要几个小时，大型巡
游更是要沿着既定路线走跳数公里，这么长的时间
内要确保情绪和体力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唯有发
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坚持下去。

可喜的是，记者这次看到的潮汕英歌舞表演者
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和小孩，而且年轻人居多。像
7岁的陈楷铭被称为南山“小时迁”，凭借生动出众
的表现登上今年春晚舞台， 向全世界宣传普宁英
歌。女子英歌队表演内容多取材自穆桂英挂帅或花
木兰从军的故事， 女性的柔美融入英歌舞动作中，
让动作层次更加丰富。 表演队伍的不断壮大，势必
推动着“中华战舞”这个非遗项目经久流传下去，焕
发新的青春和活力。

时间： 大年初一
地点： 顺义北京国际鲜花港

时间： 大年初二、 初三
地点： 广东潮汕

“中华战舞”名不虚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