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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灶，市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的心愿，会以不同形式的民俗活

动来承载。

如何提炼老文脉中的历史故事、

传统民俗、非遗等特色文化资源进行

创新表达，展现文化软实力？

丹灶用一系列“村节焕新”民俗盛

宴给出了答案。

除了西联八甲的“康公诞”文化

节，早在今年3月，有着近900年历史

的南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村拜

斗”在丹灶银河苏村热闹开启，活动增

设了木版年画、汉字书法（康体）、南海

竹编、佛山剪纸、佛山狮头等非遗及文

创产品体验，打造极具艺术感和体验

感的本土民俗文化盛会，“墟撼”的场

面也吸引了丹灶乡贤、香港影视演员

张兆辉前来打“call”。
5月12日，盛大的苏村“天后诞”

文化节系列活动也如期而至，一连4
天上演了包括文艺晚会、斋宴、赛龙

舟、粤剧晚会等精彩内容。正在南海

拍摄记录的央视记者团队都特意前来

观看龙舟赛并为之点赞称叹。

5月17日，同样有数百年历史的

仙岗古村“葛仙诞”活动开锣，在传统

的吃斋饭、听曲艺私伙局等基础上，融

入了文创集市、体验养生手作等众多

潮玩元素，连仙湖实验室领军科学家

巢毅敏、落户仙岗古村的艺术家陈洲

等科学家、艺术家也来“凑热闹”。

还有端午节扒龙舟，中秋节烧番

塔……在丹灶，越来越多拥有厚重历

史人文精神内涵的节日，在附上更多

新潮流、新场景和新业态后，以全新的

姿态回应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期许。

文化是“城产人文”融合发展的灵

魂。只有文化相融相通，才能真正实

现身份认同、地域认同和价值认同，进

而推动城、产、人、文的良性互动。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扬。

丹灶把“村节焕新”计划向纵深推进，

不断积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文化

力量，让传统民俗文化之“光”，照耀到

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城市更新、乡村

振兴、基层治理等方方面面。

村节焕新的故事还在继续。可以

期待，具有丰厚文化土壤的丹灶，将持

续散发出无穷魅力，成为更多人向往

和追求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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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七月初七，既是中国的
传统节日七夕，也是丹灶镇西联
社区八甲村的传统村庆“康公
诞”。从8月7日到8月12日一
连6天，盛大的“康公诞”文化节系列
活动陆续上演，不仅有传统的祈福、“做大戏”等活动，更融入了龙
舟、篮球、乒乓球等体育元素，还有康公夜市、帐篷营地、户外打卡等
环节，给村民、游客带来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从苏村的“天后诞”到仙岗的“葛仙诞”，再到八甲的“康公诞”，
“乡土味”十足的民俗节庆活动如何激活乡村活力？

丹灶充分调动本土文艺、体育力量，在“村节焕新”的加持下，
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的碰撞和融合，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
以软实力提升城市吸引力，为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注入更强
劲的动能。

8月的丹灶，晚上气温还

高达30℃。但仍盖不住西

联村民观看“村晚”的热情。

8月12日晚，2024年

丹灶镇西联社区八甲“康公

诞”文化节文艺晚会在八甲

文化公园举行，这是社区创设

的一个乡村大舞台，歌舞、独

唱、小提琴演奏等表演节目，

均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夫

妻档、姊妹档、婶母档齐齐上

阵，街坊邻里相聚一堂其乐融

融，社区凝聚力进一步增

强。文艺晚会的落幕，也为

持续6天的“康公诞”文化节

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康公诞”文化节有多

“热辣滚烫”？

8月 7日晚上，“康公

杯”青少年三人篮球邀请赛

在八甲村篮球场举行，70多
名青少年在球场上肆意挥洒

汗水，展示青春风采，用激情

拉开了“康公诞”文化节系列

活动的序幕。8月8日，“康

公杯”乒乓球团体赛开赛，社

区男女老少分组“厮杀”，热

闹非凡。8月9日到11日，

一连三晚的粤剧曲艺晚会，

成为村中粤曲爱好者的饕餮

盛宴；8月10日，迎来了文

化节活动的最高潮——“康

公杯”龙舟拔河及五人龙舟

赛，八甲龙舟基地飞龙竞渡，

水面上挥桨激浪，河岸边人

山人海，既展现了龙舟运动

的激情与魅力，也让人深刻

感受到丹灶的活力与包容。

在此期间，文化节活动

还设置了帐篷营地、打卡活

动、康公夜市等，为传统民俗

活动插上潮流业态的“翅膀”，

使文化节更时尚、内涵更丰

富，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

据统计，6天 9场次的

系列活动共吸引超6万人次

关注。无论是长者还是年轻

人，无论是叔伯婶母还是乡

亲乡贤，都是文化节的见证

者、参与者。新潮与古韵共

融，乡情与发展互促，为文化

节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这已经是西联社区

八甲经济社连续第二年

举办“康公诞”文化节了。

在村民眼中，“康公

诞”在西联乃至整个丹灶

都久负盛名，其重要程度

堪比过年。

相传康公名保裔，他

锄强扶弱，劫富济贫，是

受人尊敬的江湖侠士，是

宋朝名将，骁勇善战。后

人建康公庙纪念，承载着

村民们对康公的敬仰与感

激，也体现了人们对和平、

安宁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正是对健康、平安的

期盼，使得相传保平安、

护健康的康公在八甲村

深受敬仰，代代相传。

随着时代的变迁，以

前一些繁琐的节日仪式

日渐简化甚至消失。但

时至今日，每逢农历七月

初七，八甲家家户户都会

蒸贺节松糕，准备丰盛的

宴席来招呼亲朋戚友，到

了晚上，便会邀请粤剧团

“唱大戏”，乡亲们坐着胶

凳、手摇折扇，看着舞台

上扮相靓丽、唱功深厚的

戏曲人物，“听出耳油”。

西联村民对粤剧有

着不一样的情怀。

西联是“柳仙腔”开

创者、粤剧名伶徐柳仙的

故乡。为更好地留住这

份珍贵的记忆，早在

2020年，西联就依托乡

村振兴建设项目，对徐柳

仙祖居进行重新修缮，建

设徐柳仙文化艺术馆，成

为乡亲们心心相通、文化

认同的纽带。

在今年的“康公诞”

文化节中，粤剧晚会当仁

不让成了活动的重头戏

之一，现场座无虚席，演

唱了《再折长亭柳》《梦觉

红楼》等徐柳仙经典曲

目，重现令人魂牵梦绕的

“柳仙腔”。

“‘康公诞’文化节将

会一直举办下去。”西联

社区党委书记徐世光表

示，希望通过办好“康公

诞”这一传统民俗文化活

动，增强群众和乡贤对本

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以文化人、凝聚民心、

促进发展，共建文明和谐

的美丽乡村，以文化振兴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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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劳显强

通讯员 容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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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曲艺晚会粤剧曲艺晚会。（。（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苏村拜斗苏村拜斗””。（。（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康公夜市。 （通讯员供图）

■“康公杯”青少年三人篮球邀请赛。

■“康公杯”五人龙舟赛。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