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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潘耀鹏《九江灯谜 代代相传》

●第二名 杨思榆、关茗骏《九江煎堆的前世今生》

●第三名 陈奕宇《“数”说周家拳》

●第四名 李敏琪《鱼花传说》

●第五名 黄浩宁、戴逸铭《九江少年话双蒸》

●第六名 潘昶烨、张梓谦、张正豪、朱信聪、陈静颐《趣说大头佛》

●第七名 李宗航《双蒸源自美丽的失误》

●第八名 郑筠澄《儒乡“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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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龙舟威水史多，最早源起于……”“制作九江双蒸，

需要经历这些步骤……”8月27日，九江镇少年说非遗决赛在

吴家大院举行，21组参赛选手通过多种形式讲述九江非遗故

事，最终选手潘耀鹏凭借《九江灯谜代代相传》夺冠。

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今年7月，九江镇文化发

展中心创新开展九江少年说非遗

网上征集比赛，吸引众多少年投

稿，并最终择优选出21个节目参

加决赛。

当晚，参赛选手围绕大头佛、

灯谜等九江八大非物质文化遗

产,采取讲故事、诗词朗诵、顺口

溜、唱歌、舞蹈、武术、猜灯谜等形

式进行表演。今年7岁的何亦艺

表演数鱼花，别看她年龄不大，但

表演起来丝毫不怯场，只见她背

着鱼笼，拿着小铲子，边做动作边

喊出口号，“一介五，两介十……”

稚嫩的声音引得观众不禁想起数

鱼花的画面。

“我爸爸经常和养鱼的伯伯

打交道，所以我对数鱼花很熟悉，

也希望能让大家更了解九江数鱼

花文化。”何亦艺说，家人很支持

她参赛，每晚都陪她练习，爸爸还

特意借来道具助她一臂之力。

“通过多种形式展示九江非

遗文化，能让孩子深入了解家乡

的历史文化，增强对家乡的归属

感。”何亦艺的妈妈说，这样的活

动很有意义，学到了很多知识。

像何亦艺一样，其他选手也

轮番上场表演，用各种表演形式

演绎九江非遗文化，赢得观众阵

阵掌声和喝彩声。最终选手潘耀

鹏表演的节目《九江灯谜 代代相

传》夺得冠军。

“通过比赛形式引导孩子从

小学习非遗文化，让孩子在比赛

中不断深入学习，既能得到锻炼，

又能加强对九江文化的了解。”九

江灯谜非遗传承人陈品良点赞本

次比赛，他说，孩子在学习的同时

也能带动家长以及身边的亲朋好

友进一步了解九江文化，更好地

传承非遗文化，还能增强孩子对

家乡的归属感，将来回馈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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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灯谜。”

获得此次比赛冠军的儒林二小学

生潘耀鹏说，他参加灯谜兴趣班已

有2年，为了这次比赛他准备了足

足一个星期。“他是一个非常有恒

心又聪明的孩子，难得有青少年如

此钟爱灯谜文化，我也很欣慰！”陈

品良点赞道。

“以前我看灯谜觉得看不懂

便想放弃，是陈老师教我如何一

步步拆解灯谜，我才真切感受到

灯谜的巧妙之处，灯谜文化博大

精深！从此，我对猜灯谜就着迷

了。”潘耀鹏说。

去年，潘耀鹏参加在吴家大院

举办的猜灯谜活动，陈品良发现潘

耀鹏对灯谜有着浓厚的兴趣，一直

都对他密切关注。刚好这次九江

镇开展少年说非遗大赛，便鼓励他

参加，锻炼自己。

“我只是把自己对灯谜的了解

和感受在台上说出来，我相信，有

我们的积极参与，九江灯谜这项非

遗文化一定会代代相传！”

/ 潘耀鹏 / 灯谜非遗文化传承的“好苗子”

说到九江文化，当然少不了非遗

文化大头佛。阵阵锣鼓响，搞怪大头

佛。当晚，来自儒林一小的五年级学

生潘昶烨带着几位小伙伴一起探寻

大头佛的奥秘。“身形胖胖，头大可

爱，搞笑鬼马……”舞台上，潘昶烨分

享自己对大头佛的印象，“他一颦一

笑的神情，深深吸引着我。”

潘昶烨说，儒林一小是南海区

首批戏剧教育实验基地，受学校浓

厚的戏剧氛围浸染，加上老师的耐

心指导，自己也爱上了大头佛文化。

“学习的过程中我一度想放弃，

因为自己在讲述大头佛故事时总欠

缺灵魂腔调。”潘昶烨说，“但是有妈

妈的鼓励和支持，老师也不断给予

我帮助，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练习方

法。”潘昶烨说，自己每天在家里都

会与镜子里的自己“交流”，不停练

习，完善表演，才有了现在的成果。

/ 潘昶烨 / 每天与镜子里的自己“交流”

“妈妈送我去上东学武，希望

我可以通过练武锻炼身体。”10岁

的陈宇轩告诉记者，虽然一开始并

不是自己主动要求学武，但学了一

个多月后，发现自己爱上了练武，

“不仅可以锻炼胆量，还可以保护自

己和家人！”

九江少年说非遗大赛的报名

通知一出，陈宇轩就主动报名参加，

并认真准备，刻苦练习。

“扎马步是练武的基本功，如

果马步扎不好，师傅就会严厉指正

我们。”陈宇轩说，自己每天都会练

习扎马步，一次坚持3~5分钟，就

算练到腿发抖也咬牙坚持。

当晚，陈宇轩穿着醒目的馆

服，和师兄弟们先后在舞台上表

演了伏虎拳和四平拳两套周家拳

套路，展青少年英姿。“我想一直

学武，在练武的道路上，没有什么

可以阻挡我的脚步。”陈宇轩坚定

地说。

/ 陈宇轩 / 练扎马步累到腿抖仍咬牙坚持
南海九江，历史悠久，文风鼎

盛，古物繁多，文化底蕴深厚，素

有“儒林之乡”的美誉。

为挖掘九江文化，讲好九江

故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九江镇文化发展中心一直

致力于非遗文化的挖掘，探索通

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广非遗

文化，包括举办“寻找记忆中的年

味”——非遗传统民俗文化推广

嘉年华活动、以非遗为题材创作

原创歌曲《数鱼花》《嘻哈笑佛》

《我是龙舟人》《南国酒镇》等，更

创作关于龙舟、鱼花文化的大型

歌舞剧《龙魂》《岭潮鱼花》等，以

多样的艺术形式，让群众加深对

非遗文化的认识。

“九江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通过小朋友讲述的

形式，为观众们带来故事盛宴，让

观众能更直观地了解非遗文化，

感受九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

力。”九江镇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徐

雅表示，通过讲述非遗故事，能让

孩子们更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在

孩子的心底种下保护非遗的种

子，同时树立起传承非遗的目

标。希望孩子们都能成为家乡非

遗文化的传承者，成为新时代非

遗文化的代言人。

21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让孩子成为非遗文化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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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沈芝强朱明菲 通讯员曾昭弘

■决赛前八名合影。

▲《趣说大头佛》节目中，选手潘昶烨与大家一

起探寻大头佛的奥秘。 ▲《周家少年说非遗》节目中，几位少年表演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