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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七個不同民族過春節——今
天大年初七，我在瀘沽湖摩梭人
家！」春節期間，有「南非徐霞客」
之稱的杜安睿（Andre du Plessis）跨
越3,500餘公里，在雲南多地體驗七
個民族的春節習俗，拍攝並分享「中
國年 雲南味」系列短視頻，收穫10
萬餘次網友點讚。
杜安睿來自南非，是一名國際註冊

會計師，曾擔任非洲金融集團First
Rand Group 的首席財務官。2016
年，他因工作調動來到中國，並於四
年前定居雲南。「我喜歡旅行，樂於
研究不同的文化，並向大家分享見聞與收
穫。」杜安睿因此被朋友們稱為「南非徐
霞客」。
徐霞客是中國明代地理學家、旅行家和
文學家，足跡遍布名山大川。杜安睿將徐
霞客視為自己的榜樣，推崇其「大丈夫當
朝遊碧海而暮蒼梧」的思想。生活在有26
個世居民族的雲南，他的旅程也有了全新
的「打開方式」。
「我在雲南收穫了許多愛與美好，民風

熱情淳樸，文化開放包容，溫暖着這片土
地上的每一個人。」去年2月，杜安睿正
式成為一名自媒體人，通過拍攝記錄旅程
的短視頻，將雲南的美景、好物、民族文
化分享給更多人。

冀走遍雲南拍攝非遺短片
今年春節期間，杜安睿從昆明出發，一

路向西途經楚雄、大理、麗江、迪慶，從
大年初一到初七，分別拜訪彝族、白族、
傈僳族等七個民族，體驗各具特色的春節

文化習俗，過了一個充滿雲南味、民族風
的中國年。
「我和彝族朋友在篝火邊載歌載舞，喝

大理白族的特色三道茶，學習傈僳族傳統
射弩、吹葫蘆笙……」杜安睿說，春節對
於各民族都是重要的團圓時刻，不同的新
年習俗、歡慶活動和特色食物，組成了每
個家庭的幸福瞬間。他用視頻記錄下這些
時刻，發布到新媒體平台與世界各地的網
友分享，大家紛紛評論「看出了熱淚盈眶
的感覺」「中國年味氛圍，震撼！」。

深入各民族家庭中，也令杜安睿對春節
有了更立體的認識：「無論故鄉山高或水
遠，人們都要回家過一個團圓年。每個家
庭都認真對待這個盛大的節日，各種習俗
展現着對『家』的愛與守護，寄託着新春
之際的美好祈願，讓我感受到中華民族共
有的精神傳承。」
在杜安睿看來，中國年的「團圓」範圍

並不限制在家庭之內，而是不分民族、不
分地域，以村莊為單位，以情感為紐帶，
人們團結在一起互相幫助，共同迎接新春

的到來。「這是屬於中國人的過年『儀式
感』，更是民族的大團結——雖然習俗各
異，但是人們的心都連在一起。」
「希望通過我的拍攝與分享，能讓更多

人願意接觸、了解這些『寶藏』文化，傳
遞愛與美好的正能量。」新春之際，杜安
睿也制定了新的計劃：走遍雲南16個州
（市），拍攝非遺傳承、鄉村振興等主題
短視頻，「為這片我深愛的土地做更多
事，直到我真正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文、圖：中新社

「南非徐霞客」杜安睿的新春之旅：
體驗七個民族「過大年」

◆杜安睿在雲
南省昆明市篆
新農貿市場直
播 體 驗 「 年
味」。

◆ 杜 安 睿
（左）向記者
介紹自己的佤
族服飾。

◆杜安睿分享自己深入各民族家庭，體驗春節習俗的故事。



嶺南民俗專家分享廣府新春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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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華民

族的傳統節日，春節是承

載着中華文明的標誌性文化符

號，在中國人心中有着不可逾越的地

位。由於地域、文化的不同，中國各地春節

習俗也有差異。 在中國南方，以廣州及珠江三角

洲一帶為主的廣府人過年民俗文化豐富多彩，具有鮮

明特色，甚至傳至港澳及海外。廣府人如何過春節？

年夜飯必吃哪些菜？迎春花市「行花街」、拜年愛說

「恭喜發財」，又有何種意涵？嶺南民俗專家、

廣東省文化學會副會長曾應楓近日接受中

新社專訪，分享廣府年俗及其蘊含的

美好願望和文化特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綜合中新社報道
圖：中新社

曾應楓曾應楓：：現代元素為傳統年俗賦予新生現代元素為傳統年俗賦予新生

◆廣州蓮花
山景區舉辦
新春民俗文
化活動，高
16米的「金
山」上堆砌
着具有吉祥
寓 意 的 水
果，吸引市
民 和 遊 客
「爬金山」
討好兆頭。

◆

曾
應
楓
表
示
，
廣
府
人

過
年
民
俗
文
化
豐
富
多

彩
，
具
有
鮮
明
特
色
。

◆廣州市泰晟
龍獅團的隊員
在臨江大道練
習凳獅表演套
路，吸引珠江
邊 的 民 眾 觀
看。

◆廣州市
民在陳家
祠廣場前
選 購 年
桔。

曾應 楓 是
廣 州 文

學藝術創作研究院
一級作家，歷任三屆
廣州市民間文藝家協
會主席、廣東省民間
文藝家協會副主席，
現任廣東省文化學會

副會長、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
會委員、廣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她對研
究嶺南民俗頗有建樹，代表作有《廣州民間藝術大掃
描》、《廣州牙雕史話》、《纖雲弄巧擺七夕——廣
州乞巧節》、《龍舟競渡——端午賽龍舟》、《織金
彩瓷——廣彩工藝》、《舞動南方——南派醒獅》、
《傳承與守望——廣府文化「非遺研究與實踐》等。
據她所述，從古代嶺南到如今沿海開放的廣府人，過
年習俗自成一派，豐富而多彩，傳統又新鮮，備年
貨、團年飯、「行花街」、迎財神、賞花燈等，歷經
千百年，形成一套以「除舊迎新」為主題的程序，成
為約定俗成的儀式。
她表示，廣府年俗作為中華民族春節習俗的重要
組成部分，在節日起源、節日時間、節日文化心
理等方面體現了與中國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的特
徵。同時，廣府年俗更是嶺南文化的集中體
現，它在祭祀、飲食、交往等各方面呈現出
了濃郁的嶺南風情。無論是年夜飯、「行
花街」，還是拜年語「恭喜發財」、派
發「利是」，均體現了重商務實、
重彩頭、包容性較強等廣府文化
特徵。「隨着社會發展和時
代變遷，廣府年俗也在變
化。當然，一些習俗也
無可避免地面臨消失的
局面，廣府年俗如何
延續並發揚光大，
值得思考。我認
為，應順應
時 代 進

步，在傳承中不斷發展創新，融入現代元素，賦予新的
生命力。比如，通過社交平台搶紅包、拜年，就是科技
進步下的春節新現象。」她說。

春節美食既好吃又講「意頭」
在中國，民以食為天，春節美食通常在一年中最豐

盛，廣府人春節美食自有其特色，且蘊藏美好願望。
曾應楓介紹道，廣府人傳統年貨包括魷魚、髮菜、冬
菇、蝦米、粉絲等。年前還要開油鍋炸油角、炸煎堆、
炸蛋散等食物，一般是全家動手，豐衣足食。蒸糕也是
廣府人過年的必備，除了蒸年糕，還有蒸蘿蔔糕、馬
蹄糕、九層糕等，既好吃又講「意頭」，象徵「步步
高」。
「團年飯也叫年夜飯，這是廣府人過年的重頭戲，是

一家人一年當中最為講究和隆重的一餐飯。」她說，廣
州有「無雞不成宴」的說法，廣府人喜歡白切雞，也稱
「白斬雞」，還有鴨、鵝等三鳥，食材要求新鮮。燒肉
肯定少不了，好吃且有「好意頭」，寓意「紅皮赤
壯」，人丁興旺。當然也要有魚，寓意「年年有餘」，
團年飯的魚要求新鮮，一般多是清蒸。此外，還有好多
傳統美食佳餚，如芋頭扣肉、髮菜燜豬脷、生菜以及老
火靚湯。

「行花街」入選國家級非遺名錄
今年春節，廣州多地重啟2023年傳統迎春花市，廣府
人為何如此熱衷「行花街」？原來廣州素有「花城」美
稱，市民春節「行花街」歷史由來已久。西漢陸賈所著
的《南越行紀》記載，當時的婦女「以彩絲穿花心，以
為首飾」。明代，廣州花市已是著名廣東「四市」之
一。明末清初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亦有相關記
載。廣州真正成規模的迎春花市形成於19世紀60年代
初。民國初期，廣州拆城牆開馬路，花市空間擴展。
「年三十晚行花街」逐漸成了廣州市民的習俗。新中國
成立後，「行花街」民俗有增無減，發展規模越大。
曾應楓表示：「在廣州，『行花街』的高潮是在團年

飯後。大人和孩子喜歡金桔，又好看又好吃，寓意『大
吉大利』；年輕人喜歡大硃砂桔和吊鐘花，寓意『財源
滾滾，大展鴻圖』；未婚男子則鍾意買桃花，扛着它
在花市轉幾個圈，寓意『行桃花運』；主婦和老人多
喜歡買菊花、劍蘭、水仙、雞冠花等時花。」
2021年，廣州「春節（行花街）」列入中國國務院
公布的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
錄。即使受新冠疫情影響，廣州2020年、2021年、
2022年沒有舉辦正式的大型迎春花市，但很多市民還
是會上街購買年花。今年春節，包括具有標誌性意義的
西湖路迎春花市等多地花市復辦。

廣府人拜年多講「恭喜發財」
廣東是中國經濟第一大省，廣東人

拜年喜歡講「恭
喜發財」，這與廣
東經濟狀況是否相
關？ 曾應楓解釋道：
「『恭喜發財』是廣府
人拜年最多的用語。有研
究顯示，『恭喜發財』源
自清末時期的廣州十三行。
據民間說法，在清代，廣州
十三行的一些中國人每逢過
年時都會到行商商館裏去拜
年，一進門便不停地說『恭喜發
財』。此後，『恭喜發財』廣為
流傳，成為一句常用的新年祝福
語。 」廣州被稱為千年商都，
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
起點，商業氛圍濃厚，一
直是富庶繁華之地。實際
上，一句「恭喜發財」表明了人們的新年願望——希
望收入有提高、經濟上有盼頭，迎來好生活。
在包括廣府地區的廣東各地，春節期間，長輩會向

來拜年的晚輩派「利是」，「利是」即紅包，表達對晚
輩的祝福。節後返崗後，很多未婚人士還會「𢭃利
是」，遇到已婚同事便道「恭喜發財」，緊接着俏皮
地添多一句「利是𢭃來」。至於金額多少並不在乎，
大家都樂意接受，派利是
的人也沒有壓力。

廣東是著名僑鄉，祖籍廣州、佛山、江門等地的華僑華人
眾多，廣府人遍布世界各地，廣府年俗同樣隨着廣府人的遷移而
傳承至港澳及海外，春節作為闔家團圓之日，對傳統年俗的延續也是
與港澳同胞、海外僑胞聯繫紐帶的延續。比如，「行花街」民俗除了影
響到珠江三角洲一帶城鎮，香港、澳門等地亦有花市，並輻射至東南亞等
地的華僑聚居區。
曾應楓認為，廣府年俗起到了增進家族親情、提升文化認同感和加強中

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一直以來，海外的廣府人也過中國年、吃年夜
飯，尤其是歲數較大的華僑更是重視春節。每年春節，本身在海外的親
戚都會寄回拜年賀卡，雖然賀卡通常是聖誕卡，但寫的內容卻是中
國春節的問候和祝福。年年如此，從未忘記。「在海外，廣府
華僑華人社團是廣府年俗傳播、傳承和發展的重要橋樑。
每年春節，廣府華僑華人社團組織在唐人街等場所
開展舞龍舞獅、派利是、花車巡遊、中式美食
品嘗等活動，非常熱鬧。我們要進一步依靠
海外華人社團的力量，支持其舉辦各
種新春活動，並吸引年輕人參

與。」

廣府年俗傳至港澳及海外廣府年俗傳至港澳及海外
提升文化認同
加強民族凝聚力

◆廣州小朋友體驗
「 廣 府 傳 統 年
俗」，在工作人員
指導下製作油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