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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文化传承，，传承什么传承什么？？
怎么传承怎么传承？？一群平均年龄不一群平均年龄不
足足2020岁的岁的““小孩哥小孩哥”“”“小孩姐小孩姐””
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观澜古墟西门观澜古墟西门2828号号，，是是
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古碉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古碉
楼楼。。以往以往，，碉楼大门紧锁碉楼大门紧锁，，人人
们只能触摸它历经风霜洗礼们只能触摸它历经风霜洗礼
的外墙的外墙。。而今而今，，它敞开大门它敞开大门，，
迎来迎来““新住客新住客””———深圳市碉—深圳市碉
楼英歌队楼英歌队。。每逢周末每逢周末，，这些青这些青
春的面孔便会春的面孔便会““涌涌””进碉楼进碉楼，，走走
进古墟进古墟，，踏着锣鼓声响踏着锣鼓声响，，一展一展
““中华战舞中华战舞””的雄浑与英姿的雄浑与英姿。。

颜色艳丽的油彩盛在硬纸皮

上，没有专属化妆师，也没有化妆

桌椅，一群顶着锡纸烫发型的“小

孩哥”席地而坐，边看手机里的上妆

教程，边给同伴画脸谱。他们中，大

部分才十六七岁，年长一些的也才20

出头，但聊起英歌，他们的眼睛闪闪发

亮，言语中透着喜悦。

“他们多为05后，非常年轻。”发起

碉楼英歌馆项目的林润杰，被这群孩子

唤作“杰哥”，从事品牌策划。在此之

前，林润杰与他们几乎毫无交集，彼此

的缘分都从碉楼英歌馆说起。

作为早年流行于岭南地区的“民间

广场舞”，英歌舞又被称为“唱英歌”“扣

英歌”，其以潮汕为核心辐射至福建、香

港等地。伴随潮汕乡音，英歌“聚起来，

舞起来”，并逐渐走红于网络。

“三年前，我曾萌发设计英歌盲盒

的想法，于是深入了解了潮汕英歌的起

源，并与英歌非遗传承人有了交集。”林

润杰来自潮汕地区，他说，那里的每个村

甚至每个镇都有英歌队，相关文化氛围

极其浓厚。“很多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

始练英歌，基本功扎实得很。”从小耳濡

目染，林润杰对唱英歌的人有一种莫名

的崇拜，“感觉他们好帅！”因上学工作的

缘故，他并没有系统学习过唱英歌，只会

一些简单的招式。但他知道老家有许多

年轻人认同英歌文化，甚至不

惜辞掉工作，也要重返队伍。

转折在今年发生。因种

种原因没有开启的英歌盲盒计

划，成了落地的碉楼英歌馆，林

润杰意外得到机缘与观澜古墟

联动。“我们一直都有活化碉楼的

想法，同时也在开展各类的民俗文

化活动。”观澜古墟运营方相关负责人

表示，免费开放碉楼是希望通过英歌舞

形式更好地活化利用古碉楼，让古碉楼

重拾往日烟火气。

在深圳市碉楼英歌队的微信群中，

成员数量从最初的十几个飙升至一百

多个，这些群成员对英歌的热情远超大

家的想象。“成员以在深工作的为主，也

有在广州或东莞上班的。”林润杰介绍，

这些年轻人刚步入社会，普遍收入不

高，但为了唱英歌却不吝花费，“有时候

路途较远，打车就得一百多块钱。”

2009 年出生的庄欣悦是一个

女生，而在这群热爱英歌的年轻人

中，女生只占少数。数十年前的潮

汕地区，英歌队里几乎是清一色的

男生，女生则不被允许练英歌。随

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越来越多女

生冲破束缚，把心向往之转化为实

际行动，舞动双棒成为一个个英歌

“花木兰。”

逢周末有空，庄欣悦便会从罗

湖坐地铁赶往观澜古墟，零基础的

她跟着与她年龄相仿或者比她年

长的同乡苦练英歌。唱英歌是体

力活，对娇小的庄欣悦来说，更大

的挑战在于如何协调，“甩棒子的

时候经常会误伤到自己。”饶是如

此，她依然坚持，“以前一些（英歌）

女性角色往往是男扮女装。如果

直接由女生来扮演，（效果）会更

好。”庄欣悦说，只要心怀热爱，练

英歌所带来的累与伤，都不算什

么，“我希望热爱英歌的女生能有

勇气加入我们。”

今年20岁的唐林灿来自潮汕

惠来地区，是这支队伍的队长，唱

英歌已有10年之久。远在南山上

班的他，只有周末才有时间。而坐地

铁来一趟龙华，需要一个多小时。“我

很喜欢这项非遗，深圳有这样的平

台，能让我们这些热爱英歌的人聚

在一起唱英歌，让我非常开心。”

“是这群孩子热切地希望有这

样一个平台。”谈及推动项目落地

背后的动力，林润杰归结为这些年

轻人的热爱。自从碉楼英歌馆成

立后，来这里练英歌的人越来越

多。队伍并不设门槛，就算是零基

础，只要是有兴趣，都可以来练。

“他们都很乐意教，无论是在观澜

古墟还是进校园，只要他们有时

间，都愿意加入。”平台的存在，一

方面能够达到让年轻人扩大交际

圈的目的，另一方面以新生代的力

量去普及和推广英歌舞，更有利于

传承和发扬。“传承非遗是很难的，

因为每个人都要先生存，再去谋发

展。但这些孩子对英歌文化有很

深的归属感，有资源联动的话能够

让他们以及英歌舞被更多人看见，

继而关注。”林润杰说。

一场跨时空的热爱奔赴

在观澜古墟在观澜古墟，，青年们换上精美服饰练习英歌舞青年们换上精美服饰练习英歌舞。。

青年给同伴画脸谱青年给同伴画脸谱。。

青年换上精美服饰进行英歌舞展示青年换上精美服饰进行英歌舞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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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楼英歌馆在成立的短短数

月里，收获了不少市民游客的喜

爱。如果天气晴好，白天游览古墟

的市民或许可以在古墟大街上看

英歌舞，而更多时候，队伍会配合

晚上的灯光秀进行演出。

当目光聚集在这一群年轻人

身上，无论是否有舞台，哪怕只是在

小小的一个角落，也能让这群年轻人

绽放最耀眼的光芒。但有好的声

音，就会有不好的声音。有网友曾毫

不客气地批评英歌馆不该与古碉

楼结合，质疑他们在客家碉楼里面

宣传潮汕文化的动机。“文化是相

通相融的，无论是客家文化还是潮

汕文化，都是中华文化，都值得我们

大力弘扬。”对此，团队成员有自己的

理解——传承应该是让更

多小孩能够学习，让这

种文化“火”起来。

“希望以后别人

谈起英歌舞，

不 会 贴 上

‘潮汕英歌’

的标签，而

是让文化

走出去，变

成‘中华英

歌’。”林润

杰表示。

碉楼英歌馆目前仍在完善中，

团队小伙伴和古墟运营方也在为

此奔波忙碌。“一楼想开放作为英

歌文化展示区域，二楼及以上做办

公区域以及换装区。”对于碉楼英

歌馆接下来的走向，林润杰说自己

和团队小伙伴并没有规划得太长

远，他与唱英歌的年轻人一样，仍

有自己的主业在身。相比于普及

与推广英歌文化，团队还有更迫切

的“任务”，即希望通过规整队伍，

让年轻人更快地适应深圳社会。

“深圳是一个包容的城市，我希望

人们能够多包容这些孩子，他们内

心都很善良、很纯真。”采访中，林

润杰说了几次包容，他不时看向正

在跳英歌舞的年轻人，沉思着，眼

眶有些泛红。“希望提升队伍素质，

慢慢做大，做出影响力，这就是目

前最想要做的事情。”

夜幕降临，灯光秀的绚丽背景

下，急促锣鼓声一响，一群“梁山好

汉”闪亮登场。此时此刻，他们不

再只是城市里的“打工人”，也不是

一味沉迷于手机的游戏青年，而是

成为传统文化的追光者，用青春筑

起古今对话的桥梁，在新生的百年

墟市久久传唱。

龙华新闻记者 袁春燕/文
陈建华/图

唱英歌

“打工人”成为“英歌侠”在团队中找到精神归属

打破偏见共融共生 年轻追光者唱响“中华英歌”

青年踩着锣鼓节奏跳英歌舞青年踩着锣鼓节奏跳英歌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