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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满载
华侨华人乡愁的非遗项目

□韩辉

12月 17 日，中国单独申报的“太极拳”、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

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两个项

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至此，中国共有 4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册），居世界第一。

在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当中，有很多项目承载了华侨华人

的乡愁，它们是海外游子共同的精神家园。

送王船
“送王船”是广泛流传于中国

闽南地区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

地区禳灾祈安的民俗活动。自 15

至 17 世纪形成以来，随着“下南

洋”和海上贸易，逐步从中国闽南

地区传播到东南亚地区。

送王船是送“代天巡狩”的王

爷。关于王爷的传说尚无定论，最

早的可追溯到明初，最晚也到清

代雍正年间。此王爷并非代表“瘟

神”，而是代替皇帝巡游四方、赏

善罚恶，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

送王船习俗由相关社区的宫

庙或宗祠于东北季风起时举办，

一般每三到四年举办一次，包括

迎王、造王船、树灯篙、普度、送王

船（踩街游行及烧王船）等仪式。

早在 2012 年“送王船”就已

被列为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遗

产。马来西亚马六甲勇全殿是马

来西亚送王船的保护传承单位，

保存了马来西亚送王船完整资

料。

近年来，勇全殿十余次赴中

国交流，参加厦漳等地的送王船

仪式，并和漳州进发宫结为兄弟

宫庙。如今的送王船已不仅仅满

载海外华人乡愁，也是国际民间

交流纽带，成为马中两国宝贵的

文化资源。

送王船传递着人们对先辈走

向海洋的历史记忆，体现了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的理念，

为推动包容性社会发展提供了丰

富的文化对话资源；其承载的观

察气象、潮汐、洋流等海洋知识和

航海技术，是人们长期海上生产

生活智慧的结晶。

送王船有其特定的自然和人

文环境，其所承载的传统知识和

民间智慧丰富了当前社区的生活

世界，贯穿着有关风险和灾难的

持续性反思。

太极拳

中华武术中，“太极”最具中

华文化表征，既健身又益志，既属

精英竞技，也为群众喜爱。

17 世纪中叶，河南温县陈家

沟人陈王廷在家传拳法的基础

上，吸收众家武术之长，融合易

学、中医等思想，创编出太极拳。

此后，太极拳在陈家沟世代传承，

又逐渐衍生出杨式、武式、和式、

吴式、孙式等多家流派。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所列

举的名录中将其特点概括为“拳

架舒展，结构严谨，由松入柔，积

柔为刚，刚柔相济，身法突出，含

胸拔背，以腰为轴，上下相随，内

外结合，中正安舒，轻松自然，轻

灵沉稳”。

太极拳历经 300 多年的传承

发展，如今已传遍 150 多个国家

和地区，习练人数亿人之多，已成

为一项风靡全球的国际化健身形

式。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也为太

极拳的传播贡献力量，以太极拳

为代表的的中华武术在国外也已

俘获众多“洋粉丝”。

福建南音

南音，又称南曲、南乐、南管、

弦管，集唱、奏于一体，典雅优美、

质韵深沉，是保存中国古代音乐

比较丰富、完整的一个大乐种，

2009 年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南音用泉州方言演唱，主要

以琵琶、洞箫、二弦、三弦、拍板等

乐器演奏，以“乂工六思一”5个汉

字符号记写乐曲。现存的 3000 余

首古曲谱，保留了自晋起至清历

代不同类别的曲目。

由于南音富有独特的民族风

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曲调

优美、易学易唱的特点。随着闽南

人外移，南音早已“声扬台湾宝

岛，誉满客地南洋”，成为海外侨

胞、台港澳同胞维系乡情的精神

纽带。

端午节

“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

敲锣鼓。门插艾，香满堂。吃粽

子，洒白糖。”

2009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

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

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

日。

时至今日，端午节已不仅仅

是一个节日、一个文化符号，更

是一条凝结着民族精神与情

感、承载着文化血脉和思想精

华的纽带。

在海外，端午节日益受到各

国民众喜爱。一些国家将端午

节融入本国元素，使其更加多

元化。

端午节的龙舟赛早已在不

少欧美国家落地生根。在德

国，端午举行龙舟赛已经有 20

年的历史，俄罗斯也有自己的

端午龙舟赛。20 世纪 80 年代，

在中国参加过龙舟赛的美国

人把这一活动带回美国。如

今美国已有数百只龙舟队。

哈德逊河上的龙舟比赛已成

纽约华人社区每年最盛大的

活动。

妈祖信俗

妈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航

海保护神。公元 987 年，福建省

莆田市湄洲岛的妈祖因救海难

而献身，被该岛百姓立庙祭祀，

成为海神。2009 年，妈祖信俗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和妈祖

的影响扩大，历代朝廷封妈祖

为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妈祖

信俗是以崇奉和颂扬妈祖的立

德、行善、大爱精神为核心，以

妈祖宫庙为主要活动场所，以

习俗和庙会等为表现形式的民

俗文化。

该信俗传播到世界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如今全球五大洲

45 个国家地区遍设妈祖宫庙，

全球信众逾 3亿人。

2019 年 11 月，湄洲妈祖金

身巡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

宾、泰国等海丝沿线国家和地

区，吸引了当地华侨华人和妈

祖敬仰者近千万人次参与。

妈祖文化以湄洲为起点，

不断向外延伸拓展，成为连接

全球华人华侨心中最柔软、最

亲切、最温暖的情感纽带之

一。

新加坡小贩文化

资料显示，早在 19 世纪，新

加坡的小贩们就在街头巷尾摆

路边摊。2020 年 12 月 16 日，新

加坡的小贩文化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

新加坡是海外华人占比较

高的国家，此外还有马来西亚、

印度和欧亚混血族裔等其他族

群。长久以来，多个族群的人们

在狭小的新加坡共同生活。

顺应新加坡人的多元饮食

需求，小贩美食一直以来都以

品种丰富著称于世，不仅有华

人的肉骨茶、潮州粥，还有印度

的羊肉汤、米暹，马来西亚的沙

嗲肉串、炒面，等等。

2018 年 7 月，米其林公布

2018 年新加坡“必比登推介”名

单，入选的 50 家当地餐馆及小

贩摊位中有不少来自小贩中

心；而“了凡香港油鸡饭面”和

“大华猪肉粿条面”两个小贩摊

位也再次跻身新加坡米其林一

星榜单。

如今，新加坡的小贩文化已

成为新加坡面向国际的一张名

片。对于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

来说，小贩中心不仅美食中心，

更是重要的文化记忆。

越来越多的华人文化为世

人所知，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

与有荣焉。（中国新闻网、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环球》杂

志、新加坡《联合早报》等）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送王船”仪式

年厦门市思明厦港送王船现场

年 月，第 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在多伦多中央岛揭幕开桨

法国人罗昂在公园打太极拳

妈祖文化进入法国学堂

新加坡小贩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