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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英歌舞演员
身上，可以窥见非遗传
承最厚重的力量。创新
是灵魂，信仰和热爱是
滋养文化最好的肥料，
再加上这样广泛的、从
未断层的群体性支持，
才能在潮汕地区成长出
焕发着勃勃生机的英歌
舞者，生发出如此熠熠
生辉的民间非遗文化。

普宁南山英歌队正在表演。 受访者供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见习记者 郭诗瑀

“鼓声响起的时候，心也在跟着颤。”
今年五一，在“潮起汕头 舞动英歌”潮汕英歌舞

展演活动现场，10 支英歌舞队近千名画着脸谱的演
员，气势十足地列阵行进，鼓槌翻飞，脚步腾挪，吼声
酣畅，震撼十足，让围观的市民、游客心情激荡。

从春节至今，英歌舞热度不减，五一活动当天就
吸引了约2.9万市民游客观看，潮汕地区再次因为英
歌舞获得全网上亿点击率。一曲英歌“乘风”舞，借
着多次“出圈”的热度，将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在这
一非遗文化上。

潮汕英歌舞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作为一种大型多人舞蹈，英歌舞演绎了梁山
好汉闯大名府救卢俊义的故事，每逢节假庆典，演员
们扮成水浒英雄，游行过人潮涌动的街头巷尾。在
潮汕地区，许多村镇都有一支甚至多支英歌队，规模
过百的英歌队伍超过百来支。英歌队一出动，就能
看到几乎整村男女老少围观的盛大画面。

英歌舞有何魅力能吸引潮汕地区这么多人参与
其中？记者走进了英歌舞演员们的生活，寻找推动
英歌舞非遗文化传承的力量。

一腔热爱予英歌

晚上9点，汕头市潮阳区铜盂镇老溪西社区的广
场灯火通明，边上围了一圈人，抻着脖子，高举手机，
使劲儿往里张望。在鞭炮炸过后的硝烟味里，老溪
西英歌队正在为了村里活动庆典认真训练。

已经练过一场，连续8分钟高强度的英歌舞一结
束，队员们立刻喘着粗气四散开坐在地上休息。39
岁的陈志辉靠在柱子上，胸膛不住地起伏着，豆大的
汗珠接二连三滚了下来，身上的 T 恤早就湿透了。
两个5、6岁的小孩儿围在他身边，抓着他的道具蛇尾
巴，试图像他表演时一样抡起来。

陈志辉被喜欢他的网友亲切地称为“肥蛇”，跳
起英歌来“凶”得狠。他告诉记者，从春节几场表演
过后，他的抖音粉丝人数就从两三千涨了将近十倍，
训练场地上就有粉丝专程从外地来找他合影。

“嘟嘟——”哨声一响，教练陈宋琪在召唤队员
们开始第二场训练了。陈志辉揉了揉腿，做了两组
拉伸，从小孩手里拎过自己的蛇跟队伍集合。

他是英歌里领头“探路”的时迁，嘴衔一支哨子，
手拿一条大蛇，鼓点起，便微弓腰，哨声响，即大开大
合地舞着蛇，带领三十五位“梁山好汉”气势汹汹入
了场。

“吹哨是节奏变化的信号，蛇是‘指挥棒’，队员
们跑、停、变动作大多是靠这两样指引。磨合了半
年，效果还是不错的。”陈志辉对这次训练还比较满
意，低声跟教练交流着自己的想法。

2000年，陈志辉还是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时，陈
宋琪就是他教练。

那会儿他还是刚加入“耍槌”的队员，没现在这
么胖，浓眉大眼，身条好，下盘又稳，陈宋琪有时候看
着他训练就琢磨，《水浒传》里描述时迁为“骨软身躯
健，眉浓眼目鲜”，这不就是陈志辉么？

于是，陈宋琪教练一拍大腿，陈志辉开始“抓
蛇”。可能确实是腿法灵活又能控场，陈志辉成了时
迁“固定户”，一做就是二十年。

跟队里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弟弟们相比，
陈志辉明年就四十岁了，作为大龄英歌舞者，他确实
也感受到“岁月不饶人”。

“主要是身体发出了信号。”
英歌舞对体力的要求很高。
正式演出当天，英歌队员们凌晨四五点就要开

始化妆、着戏服，等到所有人都装扮好，天就亮了。
表演通常以游街的形式，一路走一路跳，往往一场巡
游累计需要5、6个小时，队员们体力消耗极大。

“我之前还能空翻、侧空翻呢，现在也不行啦。”
陈志辉撩起衣服下摆，腰腿上贴满了膏药，别看训练
时动作大开大合，生龙活虎，一下场是也疼得直
抽抽。

“其实 40岁了还跳英歌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
他有些感慨，“我们这里人对跳英歌是有情结的，英
歌就是英雄的化身，哪个男孩从小没有英雄梦？跳
英歌就能当英雄，这多帅啊！而且我们一家子都爱
英歌，只要我能跳动，我就想再多跳几年。”

陈志辉这样的想法在潮汕地区并不是个例，“从
小看到大，挺感兴趣的，就自己来跳英歌舞了”“没什
么理由，就是热爱吧”“老祖宗传下的东西，必须爱
啊”……在采访中，从几岁大的小孩到年近古稀的老
人，无论是英歌舞演员还是观众，“喜欢”“热爱”是他
们提到最多、且几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词。家里
几代人都跳英歌、举家出动看英歌都是再普遍不过
的事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毫不掩饰自己对英
歌舞的喜爱。

爱在信仰里生发

在很多英歌舞演员的感受里，被选中跳英歌是
非常光荣的事情。

“每年正月营老爷的时候，村里年轻人都要回来
的，这是我们村的头等大事，所以能在这一天打英
歌，是多大的荣幸。”老溪西英歌队的教练陈宋琪一
脸认真。

英歌舞与当地文化信仰、祭拜祖先有着密切的
联系。潮汕地区有游神赛会的民俗，英歌队被认为
是游神赛会负责开路的“护卫队”，如果遇到重大庆
典，比如寄托着敬仰忠烈、祈祷平安之意的“双忠文
化节”，甚至远在外地的游子也会返乡和乡亲们共同
庆祝。热爱在信仰的沃土里生发，英歌舞凝结成一
代代潮汕人记忆中故乡的符号。

不仅如此，“我们当地有一种说法，打英歌的男
孩不怕娶不到老婆。”汕头市非遗办公室主任庄庆
生笑着告诉记者。

虽是戏言，但跳英歌从娃娃抓起在整个潮汕地
区都不是稀罕事。比如全普宁市都知道的，南山英
歌队今年出了个“明星小蛇”。

“小明星”叫陈楷铭，与“肥蛇”一样，五岁半的他
同样扮演着时迁一角。他画着两撇倒八眉，抓着比
自己还长的蛇，领着一众“梁山好汉”过街的视频火
爆网络，奶凶奶凶的小表情和灵动活泼的动作引得
无数网友叫好。

在客厅里见到小楷铭的时候，他正以锅为鼓，以
筷为槌，嗒嗒地敲着节奏，身后跟了一个“小尾巴”弟
弟，有样学样，颇有律动地在空气中挥着筷子。孩子
爸爸陈恒钦坐在沙发上，被兄弟俩的表演逗得直笑，
时不时还指点下弟弟挥筷子的动作。

在“玩棍子”这块，陈恒钦是专业的，作为南山英
歌队的“二槌”李逵，算得上是半个门面。但长江后
浪推前浪，陈爸爸被儿子拍在了沙滩上，今年队里最
大的门面是眼前这个小娃娃。

小小年纪便能挑大任，不惧人群领头表演，陈楷
铭是有底气的，毕竟从曾爷爷到父亲，家里四代都是
英歌队的成员。“楷铭打会走路起，就颠颠地跟着我
队里的大哥哥们打鼓、玩槌了。”陈恒钦拍了拍儿子
头上的卷毛。

有家族熏陶，也有环境塑造，陈楷铭对英歌舞的
兴趣愈发浓烈。陈恒钦告诉记者，刚开始是家里腾
不出手看孩子，就把楷铭带到队里玩，后来玩出兴趣
了，一到训练时间，比自己都积极主动，还央求着他
买了小鼓，做了道具蛇，从早到晚，手就闲不下来，拿
根棒棒糖都能敲一敲。

看着小萝卜头似的陈楷铭每天跟着爸爸在队里
训练，南山英歌队的教练陈来发就琢磨，“不如带孩
子一起出去玩，扮个小时迁。虽然英歌没有两条蛇
的传统，但是大蛇带小蛇嘛，看似两条蛇，说到底还
是一条蛇，这未尝不是一种传承。”

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个小不点穿插在一群“梁山
好汉”中，愣是给气势恢宏的表演添了几分鲜活，效
果出乎意料地好。

在各种欣赏的、好奇的、探究的关注下，陈楷铭
这棵初生的幼苗，让人们看到了传统民间表演文化
的旺盛生命力。

潮汕当地的孩子，自幼受到老一辈英歌舞者
的熏陶，耳濡目染，将模仿大人们跳英歌当作游戏
或者生活的日常。长到十多岁，有人会因为喜爱
正式加入英歌队接受训练，跳成青年，跳入中年，
跳到他们的孩子也喜欢上英歌舞，代代传承，生生
不息。

发展的两难之地

“铁打的教练，流水的英歌队员”是各大英歌队
教练们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老溪西英歌队差不多每届都要换一半队员，流
动性太大了，人一换，动作、队形就需要重新教，挺费
劲的。问题是有时候可能还选不到人，比方说如果
明年遇上营老爷大庆的话，村里的锣鼓队、扛大旗这
些都需要年轻人，跳英歌舞又累人,得身体强壮才可
以，人就不够选了。”说起人，宋玉琪有点发愁。

队员训练也是问题，“我们表演前至少得训练一
个多月。如果在过年的时候，大家几乎都在家里，这
样训练起来还比较方便，但其他时间，队里小的队员
在读书，大一点的也有自己的工作，有的都不在本
地，把人叫全训练就很困难。”汕头市潮阳区金浦镇
梅花村英歌队教练郑浩鹏说。

这几乎是潮汕大部分英歌队的常态。英歌舞队
多以村、社区为单位组建，演员们都是业余的，平均
年龄大都在二十岁左右，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学
生、司机、开店做生意、电工……各行各业都有。在
需要演出的时候，大家白天上学上班，晚上集合训
练。大几十号人都是自愿且义务地来练英歌，少一
两个人在所难免。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跟不上，工作了没时
间，结婚后要照顾家庭……很多英歌队员也会陆续
退出队伍，成为观众，站在人群里，笑着跟以前一起
跳英歌的兄弟侃几句“想当年”，毕竟都要生活，各位
教练只能无奈地重新招人训练。

除了人的问题，少则三十，多则近百人的团队，
服装、道具、妆造、路费样样都需要钱，钱从哪来呢？

不同发展模式的英歌队有着不同的经费来源。
以老溪西、贵屿华美女子英歌队为代表，在本

村表演为主的大部分英歌队主要经费来自村理事
会、乡贤、村民们的资助；金浦梅花村英歌队会接一
些商业邀请或者其他村庆典的邀请，来获取村里赞
助之外的收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执教的南山英歌队，经常整队建制应邀去全国各地
进行表演，可以获得一些商业演出费作为发展资
金，且因为精力有限，较少参与村里的游神赛会。
但相同的是这些资金多只够用于整个英歌队的训
练和表演，大部分时候队员都是没有“工资”的。

针对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不同级别的传承

人，政府每年也会给予不同金额的补助。
“比如汕头市市级传承人每年有 5000 元补助。”

汕头市非遗办公室主任庄庆生告诉记者，“节日庆典
的时候我们也会邀请一些队伍过来表演节目，是给
钱的，但可能没那么多。所以有时候尴尬的是，如果
受邀英歌队有较大花销的话，我们满足不了，英歌队
只能自己解决。离了发展经费，英歌队很难有更大
平台走出去。”

女子英歌“乘风”舞

英姿飒爽的女子英歌队也成了今年潮汕英歌舞
的一大特色，不同于男英歌舞的豪迈和粗犷，轻盈活
泼的女英歌们叩击木槌，交错的衣摆在阳光下翻飞，
扣动人心。

然而女子英歌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在传统的观念里，祭祀都是不用女人的，英歌

舞作为‘护卫队’是要开路的，而女子属于要保护的
对象，所以梁山好汉的三个女性角色都是由男的装
扮。不过改革开放后提倡男女平等，所以就有越来
越多的女孩子也加入了跳英歌的队伍。”庄庆生
介绍。

现任汕头市贵屿镇华美女子英歌队教练陈伟丹
告诉记者，她小时候最喜欢过年，她总是挤在人群
里，跟着英歌队从街头到街尾，恨不得自己也是其中
的一员。

“我那会儿总想，什么时候女孩儿也能跳英
歌呢？”

那时贵屿镇还没有一支专门的女子英歌队，但
她们村是有先例的。当地历史记载，第一支女子英
歌队可以追溯到1954年，男女平等思想快速普及，为
女子跳英歌孕育了温床。1962 年，贵屿华美乡的民
间艺人陈汉农组建了一支纯女子的英歌队，参加春
节文娱游行表演，此后女子英歌队伍逐渐健全和
壮大。

但是迫于社会、家庭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女子英
歌队难经百战，屡屡中断发展。

“大概是我 13、14 岁的时候，借着‘双忠文化节’
游行庆典活动的契机，村里决定重建女子英歌队。
我当时可激动了，直接就冲到报名点申请报名。”

陈伟丹说起那一天，仍然难掩脸上的兴奋，就像
行走在荒漠的旅人，看了无数海市蜃楼，终于遇到了
绿洲一样。她着实度过了几年辛苦却快乐的英歌时

光，“我希望那样的时光能再长一些，再久一些。”
然而，仿佛历史重现般，华美女子英歌队还是难

逃传统思想的束缚——在当地，跳英歌大多是未婚
女孩才能做的事，加之年龄增长，女孩们上学的上
学、嫁人的嫁人，跳英歌这种既耗费体力又需要大量
时间排练的表演，队员们难以为继，华美女子英歌再
度陷入沉寂。

陈伟丹看着姐妹们一个接着一个离开，她知道
自己即将进入离别的倒计时。她也结婚了，将儿时
的梦轻埋在了家庭之后。

“好在我老公之前也是男子英歌队的队员，”她
与丈夫对视了一眼，俩人默契地笑了起来，“他还经
常和我一起设计女子英歌舞的编排呢，他可是我现
在执教的‘贤内助’”。

陈伟丹和丈夫俩人志趣相投，孩子也受到影响，
大女儿会打鼓，俩儿子加入了英歌队，有时候兴致上
来了，一大家子在家就能跳上一小段。但陈伟丹心
里始终燃烧着对女子英歌队的执着。

又一次转机发生在 2019 年，在村理事会和丈夫
的支持下，她以教练的身份，再次组建了华美女子英
歌队。

“我队里这帮女孩们颜值什么的都很高，现在女
孩的家人们会说，这个是我姐姐，那个是我女儿，都
很光荣的！其实困扰女子英歌队的困难一直都在，
但是再难我也决定坚持下去，不止是为了更多像我
一样向往跳英歌的女孩儿能有机会，这也是对英歌
发展的一种探索。”陈伟丹兴奋地说，“今年就是机
会，乘着英歌舞的热潮，我想让更多人看到女子英歌
舞有多美。”

女子英歌无疑是美的，不只美在形态，更美在来
之不易，美在悄然生长的平等意识，美在尽管曲折，
但尝试和开拓从未被放弃。

正是扬帆远航时

在普宁市文化馆（普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负责人陈丹萍看来，今年的英歌舞就是“借着
天时地利人和之风，一点火星引起了一场大火。”

广东普宁南山英歌舞蹈团团长、教练兼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宁英歌的传承人陈来发也有着同
样的感慨，“从正月到现在，我已经接受了好几家媒
体的采访，看来今年英歌舞这把火烧得够旺。”

已经过去几个月，回忆起春节期间在深圳表演
因为聚集观众太多，被迫“逃跑”的经历，陈来发仍是
无奈中透着好笑，举起手机给记者看了他们从地下
通道离开的视频：五六十个身着戏曲行头的人，抱着

“小蛇”陈楷铭，带着各自表演的家伙什，在保安的引
导下，笑闹着匆匆忙忙地走在地下通道中。现年 67
岁的陈来发戏称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在英歌舞表演中
带队“逃跑”。

从 1992 年初任教练至今，陈来发将南山英歌队
从初期只有二十来个平均年龄四十五岁上下的队伍
发展到百人，如今的南山英歌队，前来拜师学艺的人
快踏破了门槛。他清醒地意识到，非遗只靠少数传
承人是不行的，还要有足够多的关注者和爱好者，尤
其是年轻一代，这就需要活化与创新。

如今正是好时候，陈来发承前人之技法，也想传
后世以文化。

“老祖宗传下来的艺术精髓是不能动。但还有美
中不足的地方，气势和观赏性还可以再提高。”为此，他
投入了大把的时间去琢磨英歌舞的改革和创新。

最让他得意的是自己对于英歌舞表演情节的设
计，“我敢说，整个普宁市的英歌队，没有一个比我们
南山英歌故事性更完整的。”

他将英歌舞编排为 8 小段。第一小段“下山打
探”，舞蛇的时迁首发出场，偷鸡摸狗专门打探消息，
探到斩卢俊义的时间回梁山汇报，报了以后就是“英
雄出山”“化妆进城”。

陈来发边说边比画了起来，“记得舞蹈里有蹲下
去的动作么？这体现了有人藏在楼阁，有人藏在茶
店，等待‘乘机窜府’，然后就到了整段演出的高潮，
打劫法场。演员们两人一组，疾步台前，跳一下，走
了，表示出了大名府城门。出城后‘急水渡泊’‘凯旋
归山’，最终取得‘欢喜胜利’。”

队形和动作变革还不够，表演还需要更有表现
力。他把目光转向脸谱。

“我听老一辈的人讲，以前的化妆原料是什么？
蜡烛，把蜡烛熔化以后加颜色来画在脸上，很粗糙，
后来原料改进了，但脸谱还是按当地民俗来画，画得
很简单，区分人物就挂个腰牌，鲁智深、李逵……直
接把名字标出来。”

如何让人物与脸谱更贴合，能让观众凭脸认人
呢？陈来发决定为人物定制妆容。比如豹子头林
冲，嘴部特征要明显，画出豹子的嘴巴和胡须；阮小
七水性好，整体妆容形似青蛙以隐喻……这些想法
在南山英歌队御用化妆师宋才手下，变成了活灵活
现的人物。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从英歌舞
演员到传承人，陈来发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跟英歌
舞打交道，队形、动作、妆造……在陈来发这支“老竹
枝”的支撑和精心雕琢下，南山英歌队历久弥新，不
断涌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这些英歌舞演员身上，可以窥见非遗传承最
厚重的力量。创新是灵魂，信仰和热爱是滋养文化
最好的肥料，再加上这样广泛的、从未断层的群体性
支持，才能在潮汕地区成长出焕发着勃勃生机的英
歌舞者，生发出如此熠熠生辉的民间非遗文化。

“英歌舞在提振乡村精神风貌、增强村集体凝聚
力、提升文化自信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普宁
市计划抓住窗口期，探索更新颖的形式展示非遗的
文化价值，比如创立英歌舞协会、开发文创产品、借
网络推广全面展示英歌文化等方式，进一步扩大英
歌舞的影响力，带动本地其他民俗和非遗文化的发
展和传承。”陈丹萍表示。

风起扬帆正当时，如何长久地维持英歌舞的生命
力，更好地利用英歌舞的热度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如何将英歌舞成功“出圈”经验用于其他非遗文化的活
化传承，可能是一时热度之后仍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普宁南山英歌队演出前，化妆师宋才正在为“小时迁”陈楷铭上妆。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郭诗瑀 摄

老溪西英歌队，“肥蛇”陈志辉和教练陈宋琪在商量新动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郭诗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