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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更迭，娱乐方式多元，短

视频、网络游戏等吸引大量目光，

传统龙舟说唱在快节奏生活中渐

被边缘化，愿学的年轻人寥寥，传

承青黄不接。然而，梁成坡没有

退缩，为其传承积极探寻生机。

他踏入校园，担起“龙舟说唱

导师”之责。每到暑假，西樵文学

协会的课堂上，都有他授课的身

影。他先讲如黄飞鸿传奇这般有

趣的说唱故事，勾起孩子们好奇

心，再逐句传授唱腔。孩子们学

得投入，童声与锣鼓声交织，满是

希望。

2018年，紫南幼儿园邀梁

成坡引入非遗文化，他欣然前

往。在文化站会议室，梁成坡耐

心讲解龙舟说唱的历史渊源与独

特唱法，老师们认真学习，随他哼

唱。之后，幼儿园购置锣鼓等道

具，开设专门课程。如今，紫南幼

儿园的龙舟说唱大赛成校园盛

事，孩子们身着鲜艳服装，自信登

台表演，认真模样令人感动。

除了校园，梁成坡活跃于各

类公益演出。文艺演出上，他常

被热情观众簇拥，手把手教大家

打节拍、念唱词。同时，他借助网

络平台与新媒体传播，在抖音、视

频号发布作品，还登上央视节

目。在央视舞台上，他气定神闲，

婉转悠扬的说唱，淋漓尽致地展

现出龙舟说唱的魅力，让更多人

认识这门古老艺术。

在南海，龙舟文化似根深叶

茂的大树，龙舟赛事如枝头繁花，

龙舟说唱则为滋养的养分。在梁

成坡等传承人的努力下，龙舟说

唱正“声”生不息。相信未来，这

门古老艺术将在南海大地继续绽

放光彩，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传

承地方文化的重要桥梁。

经初步审查，拟对下列不动产补办不动产权手续，根据《佛

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历史遗留产业类

和公共配套类建构筑物补办不动产权手续实施办法（试行）的

通知》（南府〔2020〕63 号）的规定，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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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将为其补办不动产权手续。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永安北路

1号桂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一楼105室
联系方式：陈先生 0757-8671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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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佛山市海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位于禅城区

季华二路南侧、华宝南路东侧A地块佛山市海湾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海湾广场商业项目工程建设项目规划调整批前公

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广东城乡规划条

例》等法律法规，现进行批前公示，公示内容详见设计图纸。

2025年3月28日至2025年4月7日在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禅

城分局网站及海湾广场商业项目现场、项目售楼中心进行批前

公示，请利害关系人留意查看。如有任何意见可向佛山市自然

资源局禅城分局反映。同时，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申请听证的

权利。如申请举行听证会的，应在公示期间向佛山市自然资源

局禅城分局提出申请。

公示时间：2025年3月28日~2025年4月7日（共10天，首日不计）

意见反馈的部门：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禅城分局

佛 山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禅 城 分 局 网 址 ：http://www.
chancheng.gov.cn/zrzyj/ghgs

项目公示地点：海湾广场商业项目现场、项目售楼中心

项目地址：禅城区季华二路南侧、华宝南路东侧A地块

联系电话：83139625
电子邮箱：zrzy@chancheng.gov.cn

202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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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缅怀钟麟
寻迹科学家精神

珠江时报讯 记者麻丽丽报道

清明节前夕，大沥镇沥东小学举办

“致敬钟麟 寻迹科学家精神”主题

教育活动，通过铜像缅怀、故居探

访、乡情馆研学等创新形式，让学生

在故事中感受钟麟先生科学精神的

温度，汲取力量。

钟麟是大沥镇沥东社区龙腹村

人，他是广东省鱼类养殖学家，家鱼全

人工繁殖技术的创始人，被称为“家鱼

人工繁殖之父”，1978年获全国科学

大会奖。他攻克的家鱼人工繁殖技术，

不仅改写了渔业发展史，更彰显了大沥

人敢为人先、勇攀高峰的精神品格。

活动邀请了钟麟先生后人、大沥

镇沥东社区和大沥镇教育发展中心

相关领导共同参与，通过集体缅怀、主

题朗诵、主题演讲、敬献鲜花、宣誓等

多个环节，学生们深入了解了钟麟先

生投身科研、科技报国的先进事迹，表

达了对钟麟先生的缅怀之情。

“积极思考，在学习和生活中寻

找可以创新的地方。设立‘未来梦

想记录本’，把你们对未来的梦想、

对家乡发展的创意都记录下来。”沥

东小学校长潘淑幼说。希望大家向

钟麟先生学习，做创新精神的传承

者、做家乡发展的践行者。

校内活动结束后，学生们来到

钟麟故居，聆听钟麟后人讲述钟麟

先生的故事，了解他的成长轨迹。

学生们还来到沥东社区乡村振兴馆

进行沉浸式研学，听小小导赏员介

绍家乡的发展变化与人文风貌，进

一步了解钟麟先生的事迹。

大沥镇教育发展中心德育专干

钟家友表示，接下来，要继续深化校

社联动，与社区共建“科学家精神教

育基地”，打造大沥特色的文化育人

品牌。同时，还要注重成果转化，通

过征文比赛、短视频创作等活动，让

更多孩子成为本土文化的传播者。

“共同培育更多‘心中有光、脚下有

泥’的新时代沥东人！”

4月4日，迎来清明时节，烟
雨氤氲的西樵山下，一叶轻舟划
过蜿蜒河涌。村头老榕树下，老
者手持雕花木槌，敲击铜锣，苍
劲的唱词随水波荡漾：“清明节，
雨纷纷，西樵山上祭英魂……”
这是《写在大地上的历史·水上
南海》摄制组镜头下的动人场
景。

佛山市龙舟说唱非遗传承
人梁成坡，以一曲融合抗战记忆
的作品《西樵山上祭英魂》，将龙
舟文化的厚重与清明追思的深
意娓娓道来。从村头巷尾的即
兴吟唱，到央视舞台的铿锵演
绎，这位七旬老人以乡音为舟，
载着龙舟说唱的百年文脉，在时
代的浪潮中劈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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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说唱是水上漂来的故

事匣子，一开口就是半部岭南

史。”梁成坡轻抚着陪伴他近50
年的木槌与铜锣，回忆与这门艺

术的初遇。

1976年，年轻的梁成坡还

是一名教师。彼时，南海县文艺

编导班在平洲中学开班，他满怀

热忱地参与其中。这个汇聚了各

方文艺精英的编导班，课程丰富

多元，小说创作、散文创作等应有

尽有，而龙舟说唱就像一颗隐匿

在其中的明珠，等待着有缘人去

发现。

在一次夜晚作业中，梁成坡

望着窗外的月色，脑海里突然浮

现出班长带着同学去平洲医院看

病的场景，灵感如泉涌，他挥笔写

下几句龙舟说唱。第二天，当他

忐忑地将作品交给老师时，没想

到竟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赏。那

一刻，梁成坡心中对龙舟说唱的

热爱被彻底点燃，就此踏上了与

龙舟说唱相伴的漫漫征程。

“那时才知龙舟说唱是广府

曲艺的‘活化石’。”梁成坡说。源

自清代的龙舟说唱，曾是珠三角

水乡的“声音史书”，艺人架着饰

有木雕龙舟的彩旗架，在茶楼榕

荫下即兴唱诵，既有《八仙贺寿》

的吉庆段子，也有《梁天来告御

状》的市井传奇。其唱腔融合南

音婉转与木鱼歌的质朴，手持小

锣鼓击节相伴，堪称“一人成戏”

的民间艺术。

2009年，梁成坡迎来了学艺

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拜入“龙舟宁”

徒弟梁明坤门下。在顺德杏坛的

老宅里，师傅梁明坤将泛黄的《方

世玉打擂台》《梁柱柴家庄祝寿》等

手稿赠与他，纸页间“龙舟宁”的朱

砂批注仍清晰可辨。此后，在师傅

的悉心指导下，梁成坡日夜钻研这

些经典曲目，沉浸在龙舟说唱的世

界里，唱腔、韵律和表演技巧日益

精湛。

又是一年清明时，细雨纷

纷洒落在西樵山上，抗日阵亡

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在雨中

庄严肃穆。望着那座纪念碑，

梁成坡心中感慨万千，今年是

抗战胜利80周年，他决定创作

一首关于西樵山抗战故事的龙

舟说唱作品。

为了还原历史细节，梁成坡

查阅了资料，一首饱含深情的龙

舟说唱诞生了。“清明节，雨纷纷，

西樵山上祭英魂。日寇侵华天人

共愤，勿忘国耻建奇勋……”当他

第一次在村头巷尾唱起这首歌

时，周围的老人们围坐过来，眼中

闪烁着泪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

人激动地说：“当年的场景就像又

浮现在眼前，这些故事不能忘

啊！”孩子们也听得入了迷，仿佛

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

梁成坡深知，要让龙舟说唱

永葆生机，必须结合本土文化，推

陈出新。他创作的《西樵颂》《中

山南头颂》，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

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些熟悉的街

巷、热闹的集市，在他的说唱中鲜

活起来。而《黄飞鸿巧夺爱群青》

等作品，则融入了从小听到大的

故事，勾起了无数人的乡愁。

同时，他紧跟时代步伐，结合

社会热点创作作品。2020年疫

情肆虐，梁成坡心急如焚，他以笔

为剑，创作出《何愁赤县不晴明》

《时艰共度闯难关》等抗疫主题作

品。这些作品通过网络迅速传

播，为人们在抗疫艰难时刻注入

了温暖与力量，正如古人云：“岂

曰无衣，与子同袍。”在困难面前，

大家携手共进。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洪晓诗

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张志成李梓鹏陈志钟

缘起龙舟

从文艺青年到非遗守艺人

创新为楫

让老调子唱响新时代

薪火相传

从祠堂榕荫到云端舞台

画展《繁花》
在桂城惊艳展出

珠江时报讯 记者洪晓诗报道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画展《繁花》

在桂城映月湖环宇城的映·美术馆

展出，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与市民

前来观赏，为春日添上绚丽的艺术

色彩。展览将持续到4月24日，市

民可免费参观。

踏入映·美术馆，仿若步入光与

色交织的梦幻天地。女画家武威携

28幅佳作，以独特艺术视角，引领观

众溯游于时空交错的秘境，古典与当

代于此碰撞出绮丽火花。据了解，武

威是来自辽宁沈阳的独立画家，她毕

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绘画专业本科，还

曾进修于德国油画修复专家工作室，

研习多种古典绘画技法。

武威画作融合蛋彩、油彩等材

质，运用坦培拉与古典油画技法，使

画面呈现丰富细腻的肌理，恰似时

光凝固的琥珀。其中，《逆光1》格外

吸睛。这幅蛋彩坦培拉作品，经多

次冷暖提白罩染刻画而成。画面呈

现清代人物场景，一前一后、一正一

反、一黑一白的人物，在侧逆光线映

照下，主体与环境形成强烈反差。

展览现场，观众或驻足凝视，或

轻声交流，沉浸在艺术魅力之中。

一位观众感慨：“这些画作仿佛有种

魔力，能带我穿越时空，感受不同时

代的魅力与精神。”

■龙舟说唱，

流传于广东

珠江三角洲

地区，是一种

以清唱为主、

说白为辅的

传统曲艺形

式。
■梁成坡与学

生在户外进行

龙 舟 说 唱 表

演。

（受访者供图）

■梁成坡来

到村里的木

棉树下，寻找

创作清明主

题作品的灵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