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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正月初十，我们给大家

拜个晚年，祝各位：牛年大吉！‘牛’转

乾坤！牛年666！”21日晚8时，珠江

时报首席主持夏梦与嘉宾主持、狮山

镇罗村孝德文化专家顾问团成员李

韬，用“牛”气十足的拜年语，拉开了

“叶问故里花灯传情”直播的序幕。

李韬现场爆料，一代宗师叶问就

出生在距岭南天地直播间一公里的

桑园，还向网友们展示了“叶问·咏

春”叶问纪念馆落成纪念文创产品。

为了让网友直观感受叶问咏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公示中）佛

山咏春拳（叶问宗支）南海区代表性

传承人、叶问咏春第二代传人且师承

叶准的董崇华来到直播间，展示了一

段打木人桩，现场进行教学。

“师傅厉害！”快手平台网友“晨

曦7766”马上评价。在这样的活跃互

动中，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乐安花

灯项目传承人周雁崧现场展示了狮

山镇罗村的乐安花灯，狮山镇联星社

区七旬老人江铜初介绍了罗村孝德

文化起源——江氏宗祠百年寿幛，还

请来了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博士、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岭南文化研

究院副研究员谢中元，就孝德文化、

花灯文化、咏春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进

行点评。

“孝德文化就是从一颗种子长成

了参天大树。”李韬连续十多年研究

狮山镇罗村孝德文化，向全国网友讲

述了连续十四年举办孝德文化节的

精彩故事。最后，全体嘉宾还用粤语

再次向全国网友拜年，一个小时的直

播在场内外的热烈互动中落下帷幕。

一场云直播何以吸引全国网友围观一场云直播何以吸引全国网友围观

“师傅厉害！”“666”……2月21日晚，快手“快看佛山”号

的“叶问故里花灯传情”吸引众多网友围观点赞，这是一场不

带货而是带狮山镇罗村孝德文化的直播，全平台总观看人次

达10万+，岭南天地直播间外整个下午累计吸引超千人围观。

这场直播何以吸引全国网友围观？连续举办十四年的

狮山镇罗村孝德文化节，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一孝德文

化起源——江氏宗祠百年寿幛的孝爱故事，是它的精神源

头；乐安“生仔石”的传说和乐安花灯的故事，是它的美丽

“嫁衣”；作为叶问故里，提倡练拳修德的佛山咏春拳（叶问

宗支）是它打开世界文体艺术大门的一把钥匙。

这些丰富的精神内核，不仅被搬到直播间向全国网友

推介，更重要的是真正濡染到一代又一代的狮山镇罗村人，

逐步成为当地的一种城市精神，并凝聚着他们对本土文化

的认同与归属。

让大传统和小传统
互相渗透濡化市民

这几年新媒体崛起后，电视、报纸、期刊

的传播体量呈现指数级增长，很多内容可以

借助直播进行共享，影响更加深远。比如原

先相对局限于一个区域的乐安花灯文化，通

过直播“走出”这一特定区域，甚至“走出”广

东，比言传身教的传播效果更好，而且将打木

人桩、制作乐安花灯进行实时传播，直接与网

友互动，拉近了网友跟“非遗”传承人之间的

距离。

代表性非遗、地方优秀文化，都具有文化

价值甚至资本价值，可以塑造城市形象、擦亮

区域品牌，产生社会乃至经济效益，而且有助

于培育地方文化认同，凝聚历史感和归属感，

外地人的本土化离不开文化濡染。

本次直播中的孝德文化是大的孝德传统

的地方化的结果，狮山镇罗村将孝德文化提

炼为城市品牌，变成无形的文化资产。而花

灯文化蕴涵着求丁祈财的理念，是以祈福为

核心的心意文化，其内在价值是求乐求安，外

在价值是打造成民俗经济热点，形成节庆狂

欢场景。咏春文化是借实用技击术发起，可

以防身、健身、养生、修身，同时具备练拳修德

的道德价值，能让体育健身与经济价值相得

益彰。

佛山是一个集体性概念，要靠有形的、无

形的元素进行支撑，涉及经济、社会、民生等

各领域，而文化软实力属于无形的资源，借助

文化传播佛山整体形象是最好的方法之一。

结合已迈入“万亿俱乐部”的经济实力，向外

传播佛山形象，可以提高佛山在全国乃至世

界上的影响力、辨识度，各级政府、媒体乃至

每个人都担当着这样的使命。

当前，国家倡导弘扬传统文化，要抓住这

样的时代机遇，加上民间力量尤其是“非遗”

传承人的热切参与，专题性地推送佛山的各

项非遗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

国、友善等内容融入进去，让大传统和小传统

互相渗透、良性并存，顺大流、合主流，濡化市

民群众。

接下来，要多利用新媒介、新媒体，尽可

能多地让“非遗”项目等走出特定的区域、特

定的人群，提升知名度。同时，要通过进校

园、进公共场所等，让青少年参与进来，成为

潜在的传承人甚至是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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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德润万家。”

直播开始前，以这句话为引子，

许多狮山镇罗村居民已经自发把这

场文化直播在朋友圈广而告之，在直

播中，来自狮山镇罗村的网友“锋哥

70434”在线宣传孝德文化，留言道：

“你们好，我是乐安人，欢迎各位朋友

来乐安，正月初九行灯地、行叶问故

居。”

这足以看出狮山罗村人对孝德

文化和当地民俗活动的认同程度。

在狮山镇罗村扎根多年、把罗村当成

“第二故乡”的新市民郭朝兰就表示，

狮山镇罗村孝德文化早已融入社区，

受此影响，她一直热心服务街坊，

2005年当志愿者。

在她看来，连续14年举办的孝德

文化嘉年华，让狮山镇罗村的志愿服

务氛围愈加浓厚，“最明显的变化就是

志愿者招募从一开始不得不四处发

动人员，到现在一有需要，报名人数就

爆满。”郭朝兰说。

“外地人若要融入本地，要通过

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才能实现，这是它

的内在价值。”对此，谢中元表示，狮山

罗村“非遗”文化蕴涵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的爱国、友善等内容，将这些

接地气、有当地特色文化特点的非遗

项目，引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用耳

濡目染的民俗文化去顺大流、合主流，

就能产生聚合效应。

通过这次直播，狮山镇罗村的

“宝藏”也藏不住啦，全国超10万人次

的网友在快手、佛山+、珠江时报视频

号观看了解狮山镇罗村文化。来自湛

江的李小姐，已经在佛山生活了5年，

直播时与朋友们一起在岭南天地佛山

传媒集团·快手5G直播间外“围观”。

“我在佛山生活这么久了，一直

只知道狮山罗村这个地方，还不知道

有这么多特色文化。”李小姐表示，看

了这次直播，她才了解到还有那么有

趣、有意义的活动和地方值得“打

卡”。她认为，当代年轻人很愿意去了

解、参与到民俗活动中去，直播可以覆

盖更多年轻人，从而更好地传承民俗

文化。

“第一次看到直播不带货，而是

带文化的！相信直播会吸引更多年

轻的朋友关注佛山文化。”从广州来佛

山玩的曾青颇有同感。直播当晚，他

和朋友同样在直播间外驻足良久，看

着搬进直播间的木人桩、乐安花灯“研

究”了很久。

连续十四年举办的孝德文化嘉

年华，让孝德文化渗透到狮山镇罗村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所有罗村

人都耳熟能详。但是提起它的起源，

就鲜有人知了。

解码孝德文化的起源，就要提到

一幅“百年寿幛”。“这张寿幛现在保存

得很好。”在直播间，江铜初介绍，这幅

寿幛诞生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

当年村中6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达到

72位，村民们将这些老人的名字写在

一块红色的锦幛上，正月初八挂起来

举行隆重的敬老仪式，连贺三天。以

“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孙个个贤”

为古训的上边江村，也因此为孝德文

化在狮山镇罗村流芳奠定了基础。

2007年，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

挖掘到这一文化底蕴，并一连14年，

年年举办孝德文化嘉年华，设置了让

长者十分期待的千叟宴等系列孝德

活动，并融入花灯、咏春、状元等其他

三大文化和剪纸、金箔、醒狮、粤曲等

“非遗”元素，不断创新发展，成为这座

城市的文化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孝德文化嘉年

华千叟宴的带动下，由各社区自办的

“小千叟宴”陆续“上阵”，从开始的几

个社区到现在大部分社区每年都办，

孝爱之风传遍整个罗村。李韬透露，

佛山曾经举办的一场文化活动评比

中，佛山秋色巡游排第一，“榜眼”就是

孝德文化嘉年华，当时狮山镇罗村人

并未“拉票”，可见其知名度之高。

“孝德文化从一颗种子长成了参

天大树。”李韬表示，孝德文化嘉年华

曾被央媒争相报道，是佛山市最受欢

迎的文化节之一。叶问咏春专题栏

目更是曾在央视各个频道、凤凰卫

视，以及香港、台湾、澳门等地主要频

道热播，不断为孝德文化赋能。

今年因疫情防控，狮山镇罗村社

会管理处不举办千叟宴等大型线下

活动，但为延续孝德文化，专门创新

开设了系列线上活动，让更多市民参

与其中。2月20日，狮山镇罗村第十

四届“华兴之光”孝德文化嘉年华“孝

善欢乐行”活动在孝德湖欢乐开展，

市民线下到“云购、云逛、云展、云视”

4个系列活动打卡点感受文化氛围，

还能参与线上活动。

今年，作为本届孝德文化嘉年华系

列活动之一，由狮山镇委书记林健带队

开展的“送盆菜”活动，将盆菜送入社区

的老人、低保户、困难家庭、军烈属、退伍

军人、好邻居等家庭中，走街串巷将“千

叟宴”送入居民家中，延续孝爱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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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佛山科

学技术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谢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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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乐安花灯节，市民挑选花灯。 资料图片

■周雁崧现场展示了乐安花灯。 珠江时报记者/章佳琳摄

■在岭南天地佛山传媒集团·快手5G直播间外，不少市民前来“围观”。 珠江时报记者/章佳琳 摄

■董崇华现场“秀”咏春。 珠江时报记者/章佳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