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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书系·沙湾飘色》

前言

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
动已经持续10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对中国人而言陌生而拗口的词语也已被普遍接受了，但
如何让大家通过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个案来深入理解它的内涵和价值，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    沙湾镇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镇。镇内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文化生态
保持完好，属于典型的广府文化区镇。沙湾飘色正是流行于这一地区，在神诞日、节日或重大庆典日
，由幼儿在离地几米的空中装扮各色历史人物或戏曲、小说和传说中的人物，沿大街小巷、田间地头
或道观庙宇进行的巡游活动。据相关文献记载，最迟在明末清初沙湾就已有了飘色，后经不断演化发
展才成为今天的样子。    传统的沙湾飘色巡游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北帝诞”举行，与祭祀北帝有密
切关系。北帝全称“北方真武玄天上帝”，虽是北方神灵，但同时又是水神，加上明代北帝像来沙湾
的传说，更加强化了身处水乡的沙湾人把北帝视为地方护佑神的认知，所以在“北帝诞”日举行包括
飘色巡游的大型庆典祭祀北帝，自然成为沙湾人自觉的一个文化传统。    与中国其他地方飘色一样，
沙湾飘色也与本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沙湾本土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文化奇葩。沙湾飘色
从制作、装扮到巡游表演的整个过程都体现了沙湾飘色对粤剧、广东音乐、广绣、八音锣鼓、醒狮舞
、鳌鱼舞等广府民间文化艺术的吸收和融合。沙湾飘色底蕴丰富、构思巧妙、造型独特、技艺精湛、
装扮精致、色彩艳丽，是内涵丰富的民俗诉求与美轮美奂的艺术创作的天然融合，正因为此，2000年
，沙湾镇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飘色）艺术之乡。    对于这样的沙湾飘色，我们该怎样去认识？
本书用14个部分，从沙湾飘色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起源与发展、结构组成、板色内容、表演形式
、艺术特色、对广府文化及姐妹艺术的吸收与渗透以及沙湾飘色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改革与创新、宣
传与交流、时机与危机等方面作了系统的阐述，以期让大家对沙湾飘色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并通过它
来了解独具特色的广府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和基因，是一个地
区和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沙湾飘色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沙湾人的文化，也是广府
人的文化。认识它、保护它，不仅是沙湾人的责任，也是所有广府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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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这样的沙湾飘色，我们该怎样去认识？王开桃和宋俊华编著的《沙湾飘色》用14个部分，从沙湾
飘色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起源与发展、结构组成、板色内容、表演形式、艺术特色、对广府文化
及姐妹艺术的吸收与渗透以及沙湾飘色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改革与创新、宣传与交流、时机与危机等
方面作了系统的阐述，以期让大家对沙湾飘色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并通过它来了解独具特色的广府文
化。通过《沙湾飘色》来了解沙湾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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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后来，李昴英见何人鉴家人丁兴旺，又帮助他在沙湾买田置产，向官府买下沙湾以南的沙田三百顷，
为何氏家族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南宋绍定六年（1233年），何人鉴由广州迁移到沙湾定居，从
此在这里开创基业。由于此地是冲积层，不断聚沙成田，加上何氏后辈也因发达而不断买田置产，因
此何氏族田的面积不断扩展。到明朝嘉靖年间，沙湾何氏家族之沙田已多到需要编号为记（按陈白沙
先生赠予留耕堂之十四字对联“阴德远从宗祖种，心田留与子孙耕”为号）。据说何氏家族最盛时有
沙田56000余亩，成为番禺之冠。而这些沙田都很肥沃，且有蚝生其中，因此，田产越多，收人越丰。
“沙湾何”从此以富闻名。    而何人鉴所生的四个儿子也都很有出息：长子何起龙，是南宋淳祐十年
（1250年）进士，官至太常寺正卿；次子何斗龙，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特科省元；三子何跃龙，
官至从事郎；四子何翊龙，由明经官至文林郎。据说他们的子孙也出任过州县的学正、主簿、教授一
类职务。尤其是到何氏第五代何子海，先在元朝至正年问中举人，后登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进士
，使沙湾何氏在地方上的声誉越来越响。    后来，何人鉴四个儿子的后代分别繁衍为甲、乙、丙、丁
四房。随着世代的繁衍，这个家族的规模也不断扩张，形成了分别以（甲房）六世和（乙房和丁房）
九世为中心的十四房的宗族系统。    为了纪念和供奉先祖何人鉴，同时也为了团结族人，壮大家族势
力，何氏后人于南宋德祜元年（1275年）修建留耕堂。留耕堂田亩收入均属“公尝”，所有田产全为
族内子孙承耕。初期，族人每承耕一亩田地需向留耕堂缴实物地租稻谷60斤，后来增至100斤。    留耕
堂一方面收取“公尝”，另一方面又用这些“公尝”给族人发放各种“福利”，可谓收之于族人用之
于族人。其中有三项制度即使放在今天也很先进，那就是分荫、奖学和养老。    “分荫”就是指分得
何氏家族一份“福荫”。凡何氏家族中，每有男孩出生，即需向值理报生，注入簿中，即谓之“丁”
。添丁人家于每年正月十五到留耕堂及小宗祠等挂花，标名某某得子名某某，使全族人知晓，谓之“
开灯”。开灯后，每一新丁即可在留耕堂分得一“荫”（相当于7亩田租之值）；再加上各种小宗祠
、会份等收入，何氏家族中的男丁，每年各项开支全部由家族解决，毫无生活之忧。如节俭者，尚能
有余。因此当地流传有“沙湾何，有仔唔忧无老婆”的说法，就是说只要是沙湾何氏家族的人，生了
儿子不用担心他娶不到老婆，可见“沙湾何”的富有程度。    “奖学”就是奖励读书之人。何氏家族
的男丁凡到人学年龄，可免费在族办小学读书；升中学者，可免费到广州禺山中学及八桂中学读书（
抗战后可免费人象贤中学读书）；升大学者，可免费人住广州何氏之六大书院（如“文屋”“青萝”
等）。其中，中学毕业者，可得“荫”2份（相当于14亩田租之值）；大学毕业者，可得“荫”4份（
相当于28亩田租之值）；留学外国者，可得“荫”8份（相当于56亩田租之值）。正是因为留耕堂有这
种奖励读书的办法，所以何氏家族中文化名人辈出。    “养老”就是由留耕堂统一给族中老人分“荫
”钱，使之老有所养。族中凡年满60岁者，可分得“荫”钱2份，70岁者得3份，80岁者得4份，年纪越
大，所得的“荫”钱越多。此外，族中每10年举办一次十分隆重的“饮锦”大宴。是年，族丁中凡年
满60岁者，均可带全家到留耕堂入席，并受特赏。席中最老者谓之“寿头”，所得奖赏更多。    除此
三项福利制度外，何族中某一男丁去世，即可向留耕堂领取名为“寿帛金”的丧葬费。    总之，“沙
湾何”仅靠家族的力量，就可以使族人生有所养、长有所教、老有所赡、死有所恤，足见其家族之富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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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新广州人，当我们第一次看见沙湾飘色时，便被其色仔（扮色演员）艳丽的服装、姣美的容貌与
飘逸的造型迷住了，特别是当看到各种造型精美的艺术色梗及色梗上魔幻般的表演时，更觉得沙湾飘
色充满了神秘感，并对这一传统艺术产生了探究之心。因此，当接到暨南大学出版社编写《沙湾飘色
》一书的邀请时，我们欣然接受，想为沙湾飘色的宣传尽一点绵薄之力。    在书稿编写过程中，我们
曾到广州城隍庙和佛山祖庙观看沙湾飘色巡游，现场领略沙湾飘色的艺术魅力，也为书稿的编写寻找
灵感。在书稿完成之后，我们又去番禺宝墨园观看了番禺水色表演，到沙湾留耕堂、玉虚宫和三稔厅
等地参观沙湾古建筑，实地感受沙湾古镇的文化气息，并为书稿补拍照片。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有关
单位和个人的帮助。沙湾镇文化站、沙湾镇政府、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我们提供了从20
世纪90年代以来沙湾飘色几次大型巡游活动的照片和视频资料，这为我们仔细、反复地研究沙湾飘色
的结构、内容、艺术特色与宣传交流等信息提供了很大帮助，我们从中发现了有关沙湾飘色的诸多细
节，也给本书的编写带来了很多启发。王维娜博士的《空中大舞台》一书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参考和
借鉴。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史小军总编辑以及潘雅琴、黄倩、李素娟等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
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学识有限，加之编写时间仓促，错漏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赐教，以
便我们日后修改完善。    作者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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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开桃和宋俊华编著的《沙湾飘色》内容介绍：与中国其他地方飘色一样，沙湾飘色也与本土文化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沙湾本土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文化奇葩。沙湾飘色从制作、装扮到巡游表演
的整个过程都体现了沙湾飘色对粤剧、广东音乐、广绣、八音锣鼓、醒狮舞、鳌鱼舞等广府民间文化
艺术的吸收和融合。沙湾飘色底蕴丰富、构思巧妙、造型独特、技艺精湛、装扮精致、色彩艳丽，是
内涵丰富的民俗诉求与美轮美奂的艺术创作的天然融合，正因为此，2000年，沙湾镇被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民间（飘色）艺术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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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详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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