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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府〔2010〕231号

关于公布佛山市南海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名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局以上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精神，按照佛山市《关

于开展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和评定工作的通知》

（佛文物〔2010〕15 号）的要求，我区在已建立第一、二批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基础上，开展了我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共收到各镇（街道）相关

部门推荐申报的项目 10个。经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

家组评审、推荐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审核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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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示后，区政府同意将“叶问·詠春拳”等 9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列为南海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现将项目

名录予以公布。

各镇（街道）要充分认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和其他有价值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制定保护规划，明确责任目标，加强组织协

调，落实各项措施，切实做好保护、管理和利用，使之得以传承

和发扬，为繁荣我区文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附件：1. 佛山市南海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2. 佛山市南海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简

介

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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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佛山市南海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序号 分类（代码）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民间文学

(Ⅰ)
西樵山传说 西樵镇文化站

2 杂技与竞技

（ⅤⅠ）
叶问·詠春拳 罗村街道文化站

3

传统手工技艺

（VⅢ）

南海藤编制作技艺

大沥镇文化站

里水镇文化站

4 传统缫丝技艺 西樵镇文化站

5 金箔锻造技艺 罗村街道文化站

6 竹织雨帽制作技艺 西樵镇文化站

7 西樵大饼制作技艺 西樵镇文化站

8 九江煎堆制作技艺 九江镇文化站

9
民俗

（Ⅹ）
松塘村中秋夜烧番塔 西樵镇文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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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佛山市南海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简介

一、西樵山传说

西樵山传说包括西樵山一带在民间历久流传的故事和掌故

共 40 则。当中有：《西樵和白》、《僧道守云门》、《百鸟归巢》、

《群羊出洞》、《诗僧和白云古寺》、《灵鰲石》、《飞来塔》、《试剑

石》、《杜鹃花和铜鼓滩》、《花神和茶仙》、《西樵丹杜》、《云雾茶》、

《药王峰和陈李济》、《四方竹》、《金鼠朗》、《无叶井》、《美女弹

琴》、《百步云梯》、《逍遥石》、《卖油六筑路》、《方阁老大塘》、

《水银洞》、《大石压观音》、《鱼面肉》、《韩公祠》、《无螺和煎鲫

鱼》、《西樵大饼》、《金边挞鲨》、《蟹鲤戏月》、《因鸡得寺》、《莫

王墓》、《潘其勤巧中解元》、《横担还是直托》、《药王洞》、《状元

伦文叙两游西樵山》、《烂湿纺有刺》、《四只红薯》、《遇仙桥》等。

以上故事、掌故部分已于 1988年收入《中国民间文学三套

集成广东卷南海县资料本》中上送。部分已收入黄雨主编《岭南

山水传说·西樵传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一书。该书由关

祥搜集整理获广东省首届民间文学评比三等奖。

在 21世纪初编纂《西樵山旅游度假区志》时，再搜集整理

补充，合共故事、掌故 40则，由西樵镇旅游办和西樵山森林公

园旅游开发总公司合编印成《南粤神奇的翡翠·西樵山传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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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二、叶问•詠春拳

罗村紧邻佛山，历来受佛山习武之风的影响。自清末，詠春

拳传入佛山，尤其是在叶问的带动下，罗村学习詠春拳蔚然成风。

詠春拳属于中国南拳，包括小念头、标指和寻桥三套拳法以

及一套用于模拟对战练习的木人樁法，武器有八斩刀和六点半棍

两种。詠春拳攻守兼备，讲求以柔制刚，实战效果极佳，深受习

武者所喜爱。

据传，詠春拳为严詠春所创，后由梁赞传入佛山，并在佛山

繁衍开来，但因其学习周期长、学习成本高，曾被称为“少爷拳”，

拳法难以推广普及。后经叶问精心改良，詠春拳自始变得更易于

学习与掌握，从而吸引了众多习武者投于詠春门下，如今全球叶

问系的詠春门人已超过 200万，影响遍及全球，更被印度、意大

利、德国等多个国家的特警队伍采用为搏斗技法。因而，詠春拳

界有“（詠春拳）起于严詠春，衍于梁赞，盛于叶问”之说。

叶问（1893—1972），南海罗村人，六岁学习詠春拳，先师

从陈华顺，后随梁赞之子梁璧深造。学成后于 1941年在佛山招

收第一批徒弟，50年代赴香港开办武馆，培养了叶准、郭富、

黄淳梁、李小龙等大批优秀拳师。在叶问的推动下，叶问詠春拳

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詠春支系。

随着叶问赴港，与詠春拳在香港及海外发展迅猛相比，罗村

乃至佛山一带的詠春发展稍显颓势。近年来，随着罗村街道对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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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詠春拳保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又得到叶问之子叶准的大力支

持，郭富、伦佳、周细强等佛山弟子的积极参与，罗村现已开办

了数家詠春拳馆，并陆续成立了一些以学习、交流詠春拳为目的

的民间社团。

詠春拳作为武术，它攻防兼收；用之锻炼，它可强身健体，

老少皆宜。同时，詠春拳累积了大量前人智慧，蕴含着丰富的武

术精髓，是中华武术的重要代表之一，对于研究中华武术有着重

要的历史价值。

叶问对詠春拳的传统传授方式作了一系列的创新性改良，使

詠春拳的学习更显科学性，系统性。

首先，叶问率先打破传统的授艺限制，将仅能由师傅与徒弟

黐手的传统规矩改为徒弟与徒弟间也能自由黐手锻炼，提高了学

习效率，同时更利于习者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挥个性。

第二，不断吸收力学、几何学等现代科学原理来解释詠春拳

的法度，还将拳术中五行、两仪、八卦、四象等语意隐晦的用语

改成现代用语，化繁为简。这样一来，习者更易于理解与掌握。

第三，注重量才而教，在传授了主要的哲理、手法、拳理后，

引导学生根据自身身体条件灵活调整招式，不要求刻板地模仿师

傅的动作。

第四，为了解决早期木人樁必须把樁头埋在地下，难以在现

代建筑物中使用的问题，叶问将其改造成以木架承托的“横担

樁”，很好地解决了武馆的场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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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叶问身体力行，在注重习武的同时，更引导弟子注重

武德的修养，使詠春不仅成为武术流派的一支，更重要的是使詠

春成为一种武术的文化代表，进而使叶问詠春自身体系日臻完

善。

叶问系詠春拳，作为最具影响力的詠春流派，在国外得到了

广泛的肯定和传扬，但在国内传播的范围却极为有限。詠春拳在

佛山曾繁衍一时，学习成风，而近数十年来，其发展却显乏力，

习之者日渐式微，拳术的精髓伴随着本地老拳师的相继谢世而不

断湮没，许多珍贵的实物和资料也在不断流失。究其原因，固然

有受如柔道、跆拳道等国外拳术的挤压，但更重要的是詠春拳未

引起本地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仅存民间少数爱好者艰难维持，

使詠春拳长期处于松散的管理状态，无力将詠春这面大旗举起。

为扭转詠春拳在本地的发展颓势，振兴曾一度风行的詠春

拳，近年来，罗村街道不遗余力，团结社会各界力量，于 2003

年开始对詠春拳展开了深入调研，摸清其历史沿革，整理存档相

关资料。2008 年，启动了全面保护工作计划，将叶问系詠春拳

的拳术套路、理论精髓、武德精神、传统器械、传承人等明确列

入保护范围。并投入 200多万元开展詠春拳保护、宣传与推广工

作，在罗村掀起了新一轮学习詠春、振兴詠春的高潮。如今罗村

学习詠春拳的人数已达 16000多人，并吸引了周边地区群众前来

学习。

更喜人的是，投资 450多万元的叶问纪念馆业已奠基，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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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启用，将会在佛山树立起一面新的詠春大旗，对推动詠春拳

的保护与发展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罗村街道还计划在今后

五年内，协同叶问詠春后人及社会各界力量，成立世界詠春拳培

训中心和等级考试中心，启动詠春拳比赛等一系列活动，发展詠

春文化，把叶问詠春拳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三、南海藤编制作技艺

南海黄岐与广州毗邻，以珠江相畔，水、陆交通发达，商业

经济繁荣。据史载，早在唐朝，黄岐就以藤编工艺而闻名，其以

本地野山藤为原料编织的藤席被选为朝廷贡品，南海藤编的名字

由此传扬开来。北宋欧阳修等人编修的《新唐书•地理志》，清代

道光十五年（1835年）编修的《南海县志》，近代的《南海藤业

志》对南海藤编技艺水平、原料选取与产业盛况均有记载。新中

国成立后，特别是南海藤厂、东风藤厂的建立，汇聚了散落各地

的能工巧匠，大规模改进生产手段，南海藤业有了质的飞跃，其

工艺在东南亚一带备受推祟，产品畅销港澳和世界各地，外贸创

汇长达 30多年，藤编成为黄岐当地的支柱产业。

南海藤编主要分布在“黄岐八乡”及里水、盐步、平洲、和

顺一带。而主要集中地“黄岐八乡”做藤又各有所长：沙贝村（现

属广州）、钟村以做皮类开刀、合丝为主；凤岗村以做藤皮、开

刀、藤笪、藤席为主；白沙村与陈溪村以做圆芯为主，兼做藤席；

涌口村、泌冲村、永澄村以做开刀为主。“黄岐八乡”在编织传

统藤织品的基础上，锐意研发，开世界藤织家具之先河，技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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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独领风骚，“藤乡”之誉由此而来。

南海藤编约有 8000多个花色品种，主要有藤皮、藤芯、藤

席、藤笪、藤织件和藤家具 6大类。其质轻色淡、清丽雅致、清

凉轻便、坚固耐用，是我国藤业的主要代表。南海藤编作品“藤

苑”，藤制家具、装饰一应俱全，蔚为大观，堪称巨作。

南海藤编工艺复杂，其工序首先要进行原藤处理，接着是漂

白藤皮藤芯，然后是编织成型，最后是包装出厂。南海藤编不乏

能工巧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嘉棠，在上世纪 60年代初，率

先采用立式漂藤、笪丝一次成型和生藤脱脂处理等工艺。他先后

应邀到印尼、越南、马耳他、泰国等地援外建厂和考察；1980

年应联合国邀请，赴斯里兰卡协助发展藤编生产。家族传承工艺

美术师伍汉光，藤编技术全面，曾受国家轻工部委派到越南援助

创建藤厂，受聘到印度尼西亚泗水市西铎亚洲德芳藤木工艺公司

负责藤的生产及技术质量指导工作。南海藤编传统手工技艺可谓

名扬海外。

南海藤编的发展跌宕起伏。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藤乡

的藤业遭受严重破坏。20世纪 90年代，塑料及其它新兴产品迅

速抢占市场，南海藤编业再度萎缩、衰落。2006 年南海藤厂、

东风藤厂相继清盘，行内数千技术工人纷纷转行，藤编传统手工

技艺受到严重冲击，现正面临失传的尴尬。

为扭转南海藤编产业颓势，传承与发展南海藤编传统手工技

艺，近年来，地方政府借“申遗”东风，一方面组织人力做好资



— 10 —

料收集与档案管理工作；一方面密切联系有关艺人，组织技艺交

流与传承工作。另外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引导藤编技艺向产业化、

工程化、国际化发展，同时，还计划引入社会力量，建设南海藤

编展览馆，加大宣传力度，落实青少年传承基地，为南海藤编传

统手工技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传统缫丝技艺

珠三角，自汉唐开始就是蚕鱼之乡。顺德全境、南海西部、

鹤山北部等地十之八九都是桑基鱼塘，出产的蚕丝，曾被欧洲贵

族视为珍品。蚕丝业的发展也催生了最早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桑基鱼塘，这种种养模式充分地利用土地的空间与轮作的时

间，得到了最佳的经济效益。十九世纪，蚕丝业在珠三角达到全

盛时期。

民族资本家陈启沅 1872年从安南（今越南）回国，1873年

在家乡南海西樵简村堡开办继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族

资本经营的蒸汽缫丝厂，极大地带动了机器缫丝业的发展，机器

缫丝业一度成为珠三角地区的工业支柱之一，珠江三角洲成为中

国近代缫丝工业的中心。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片的工厂就在桑基鱼塘上矗立

起来。村庄将大量鱼塘填平，设立工业区，大批工厂进驻，村民

靠租赁土地分红生活。机器缫丝业在珠三角新农村迅速发展的同

时，其为环境带来的严重污染，致使这片土地慢慢地不适合种桑

树和养蚕了，传统的桑基鱼塘耕作模式也随之日渐成为记忆。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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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鱼塘、养蚕缫丝这道珠江三角洲独特的风景慢慢消失了。

在原来桑基鱼塘最大集聚地之一的南海西樵，虽然仍然为中

国纺织产业的集群地，但纺织企业以来料加工为主，化纤原料的

大量使用使复杂昂贵的缫丝产业成为昔日黄花。没有缫丝厂，人

们似乎就没有了种桑养蚕的理由，桑基鱼塘自然也就消失了。

种种原因导致曾经在珠三角遍地开花的缫丝厂纷纷倒闭或

者转产，缫丝厂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逐渐衰落，如今只剩

下南海丝厂一家。南海丝厂建厂的时候，就按照缫丝生产工序进

行规划布置建设，从混茧——剥茧——选茧——煮茧——索理绪

——抽丝——真空浸丝——复摇——整理——包装等工序分为

四大车间，配套锅炉、检验等设施。

2001年，南海丝厂大胆创新，在保证日常工业生产的同时，

向旅游观光、科普教育延伸，推出了缫丝工艺特色旅游项目，以

多种形式向游客展示曾经在珠三角地区兴盛一时的近代缫丝业

的发展变化历程和缫丝的整个制作流程。希望旅游项目能为工厂

经营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振兴民族资本家陈启沅在家乡南海一手

创办的、具有 120多年历史的机器缫丝业尽一份力。

五、金箔锻造技艺

佛山金箔工艺精细、薄如蝉翼、光亮柔软、轻如鸿毛，具有

较高的锻造水平，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佛山金箔锻造技艺，是中国传统金箔业南方金箔的唯一代

表，由宋元时期北方中原移民传入的传统手工技艺，至今已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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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历史。

宋元时期，佛山金箔行业尚处于发展阶段，明清时期至解放

前，佛山金箔业已十分兴盛，大小行馆三十余家，从业人数达数

千人之多。清雍正二年，佛山祖庙大街就建有金箔行会馆。随着

佛山镇及邻乡各种民俗活动的频繁，佛山金箔除供本地需求外，

还行销于内地各乡及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地，为佛

山民俗活动及海内外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解放至今，由于现代工业产品对传统手工产品的不断冲击，

加上黄金价格的不断上涨，佛山金箔行业逐渐萎缩，金箔锻造这

门传统手工技艺日渐衰落，老一代艺人纷纷离世，年轻一代愿意

学习这门传统手工艺者甚少。目前，全广东省唯剩下佛山罗村联

和金箔厂一家，仍然沿用传统技艺和独有配方锻造纯金金箔。其

配方和工艺流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为行内所独有。

六、竹织雨帽制作技艺

南海西樵镇百西黎村一族，宋咸淳十年（1274 年）从南雄

珠玑巷迁徙，到此宅居西樵山之西，至今 736年。

大地村村民的传统手工技艺——竹织雨帽是代代相传，家家

户户作坊生产。解放前，依托着一个名叫“竹圩”的集贸市场，

每月 4、7、10日为民间竹织雨帽交易圩日，商家云集，远近闻

名，产品远销广西、江门、番禺、中山等地，同时竹织雨帽又需

大量采购广宁、四会等地的毛竹原材料，供、销两旺延续了百年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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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村生产的竹织雨帽种类有中山帽、尖髻帽，有十二、十

四、十七等规格。它的生产工艺流程：将规格毛竹用专一工具开

成每条宽 5厘米，削去竹曩，竹面刮青，然后用一件帽坯按规格

分四面织造，修四周圆边，底面合成，形成一件雨帽半成品，加

工成品时，雨帽正面分层放置油光纸张、特种竹叶子，底面合成

加压，面部添加光油漆，制成一件成品。

世代独村传承的竹织雨帽工艺延续 200多年历史，其独创的

竹织工艺，养活着一村人，影响周边地区。遗憾的是，随着近

20年来社会的变化，现今能传承竹织雨帽技艺的传人年龄都在

50岁以上，该手艺濒临失传。

七、西樵大饼制作技艺

西樵大饼最早出自官山圩的天园饼家，曾畅销省港各地。其

特点是松软、香甜，入口松化。此饼只有用西樵山清泉才能制成，

其它地方仿制，不及此味，所以被称为西樵大饼。西樵大饼，已

有 500年历史，远近驰名。西樵大饼名不虚传，外型圆大，大者

有 2市斤，一般也重半斤，也有一两左右的小饼。它颜色白中微

黄，不起焦，清香甜滑，食后不觉干燥，可与鸡蛋糕媲美。

在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方献夫常以大饼作早午膳。后来方

献夫称病还乡，在西樵山设石泉书院并讲学 10年，将制饼方法

传授给山民。加上西樵山上有好泉水，制出的西樵大饼就更可口

了，又因为大饼形如满月，有花好月圆的美好寓意，因此西樵人

嫁娶喜庆、探亲访友都以此作礼品送人。从此，西樵大饼流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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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成为地方美食。

西樵大饼承载了西樵人民多年的文化传统，特别在婚嫁迎娶

时作为一种礼品互相赠送。西樵人男家娶亲时，一般分两次送礼，

男方第一次送饼被认定为订婚饼。双方协定聘礼（西樵大饼）后，

男方再送到女家，女家按照亲疏关系分派给街坊邻居、亲朋好友。

饼派得越多，说明女方找的人家越殷实。这个传统风俗一直保持

到现在。现在西樵人嫁女都会在两个月前预订西樵大饼，大约五

担左右。同时西樵大饼也成为一种旅游手信。

八、九江煎堆制作技艺

“煎堆碌碌，金银满屋”。说到煎堆，南海九江人都会脱口

而出这句话。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九江煎堆是南海九江镇的传统

年货特产。据文字记载唐代以前就已经有煎堆，当时的“煎堆”

为“煎饣追”，从唐代著名的白话诗僧王梵志“贪他油煎饣追，爱

若菠萝蜜”的诗句里，可以知道煎堆在唐朝就已经非常盛行。明

末清初文学家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已有记载：“广州之俗，

以烈火爆开糯谷，名曰爆谷，为煎堆心馅。煎堆者，以糯粉为大

小圆，入油煎之，以祭祀祖先及馈亲友者也。”清末民初的一首

《羊城竹枝词》也有“珠盒描金红络索，馈年呼婢送煎堆”之句，

可见当时已有把煎堆作为年宵礼品之俗。清光绪九年（1883年）

版《九江儒林乡志》亦有炸煎饣追记载，属春饼的一种，俗称煎

堆。初时，为家庭自制自用，不作商品销售。光绪末年，九江乡

人邹便南觉得圆圆的、硬硬的煎堆难以入口，于是潜心研制改进。



— 15 —

一是把煎堆的圆球状改为扁圆状，使煎堆容易入口；二是改革制

作配方工艺，使煎堆酥化爽口，受到街坊邻里称赞。于是开始制

作煎堆在圩场摆卖，至民国时期，邹便南在太平东路开设一间名

为“邹广珍”牌号的煎堆店，把所产的煎堆命名为“九江邹广珍

酥皮大煎堆”，并不断改进工艺以及创新品种。《龙山乡志》亦有

记载：“九江尚扁，龙江尚圆”。邹广珍制作的九江煎堆虽然雇佣

了许多工人，但关键的两道制作工序却由他本人单独秘密进行。

直到他的第三代传人，其全套制作技巧才得以在当地广为传播。

九江煎堆不仅在附近地区广受欢迎，20世纪 30年代初期，更出

口至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和美洲各地，同九江双蒸、鱼花一道被誉

为“九江三件宝”。1986年，九江煎堆被编入我国第一部介绍中

国土特产的大型辞典《中国土特名产辞典》。

新中国成立初期，邹广珍店并入集体饮食企业，不再经营煎

堆。1958年后，九江酒家恢复生产九江酥皮煎堆。“文化大革命”

时期，九江煎堆曾一度停产，直到 1978年后，九江多个地方再

次盛行生产九江煎堆，但说到制作工艺则以清代九江墟“邹广珍”

店流传下来的最为正宗。

九江煎堆的制作方法是一门艺术，在色香味形等方面都要求

完美，是制法独特的年宵食品之一。其特点是色泽金黄，形状扁

圆，较油。九江煎堆制作时，将优质糯米在铁锅内以高温爆为米

花，清除杂质以及未爆开的谷粒，按比例加入花生仁混合，注入

以黄糖煮成的糖浆，拌匀，即成馅料。在糯米粉内加入适量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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搓成面团，将面团放入黄糖水煮熟，取出冷却，即成面料。将面

料按规格碾成底皮和面皮，面皮蘸点芝麻，取馅料包裹成状，放

入花生油锅炸至扁圆状，呈金黄色即成。改革开放后，煎堆采用

脱油机处理脱油工艺。九江煎堆入口甘香酥脆，为春节每家每户

必备食品，为馈赠、款客和贺年祭祀祖先的供奉用品。

九、松塘村中秋夜烧番塔

西樵镇上金瓯松塘村建于南宋咸淳九年，开村祖先因躲避战

乱，从南雄珠玑巷搬迁至此繁衍后代，距今约有 800年历史。现

有常住人口 1600多人，旅居海内外乡亲数不胜数，村里人以“区”

姓居多，故松塘村又名“区村”。

几百年前，松塘村相传一项民间文化风俗，在中秋节的夜晚

烧番塔。该项活动源于汉人反抗元朝残暴统治的起义信号，据说

刚好在八月十五月圆之夜而举。解放后，虽然不再存在“举烟火

而为信号”的作用，但“烧番塔”却成了习俗流传至今，逐渐演

变成“游戏”的性质而在江西、广东、广西等地流传。

松塘村的村民历古至今也把该项“烧番塔”活动流传下来，

一代传一代，每逢中秋佳节，欢庆一番，村里的老人乃至小孩都

能代代见证。

烧番塔具备了民俗文化的五个特点：集体性、规范性、创造

性、变异性和趋美性。

无规矩不能成方圆。番塔砌筑开始，必须依照在地上按规划

画好的圆圈摆放砖头，根据底部的大小决定砖头的疏密间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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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按照风向选择加料口的位置，然后在逐渐加高时逐层调整修

正，来不得半点马虎。

从搬砖砌作，燃烧采运，点火燃烧到添柴加料，一众村民各

司其职，分工合作，场面在围观看热闹者的呐喊助威、欢呼雀跃

中而显得群情激越。村民们在整个活动共同参与、同心协力，体

现出其规范性和集体性的特点。

以前的番塔体型矮小，砌到塔顶亦只须高个子村民来个“举

手之劳”便可解决。如今，番塔越来越高，除了借助梯子，还必

须在塔身中预留空缺小口，以纵横交叉穿架木条，使突出一端用

以踩脚，砌造者随着塔身一起“步步高升”。这种砌造方式是与

原始制作有异的变通。

昔日塔内填放的主要是禾杆草（干稻草），老糠（秕谷）、树

枝以及岗茅草，除了在野外预先采集之外，还靠逐家逐户的“签

助”。今天，农田的工业化开发，禾草老糠已成稀有，燃料的变

通则势在必然。周边众多的夹板厂有许多板皮木屑，都可以“取

而代之”和“取而代枝”。

如今，每逢中秋之夜，年年增高的番塔，越烧越旺的塔火，

传递出“再创新高”和“继续腾飞”的寓意，同时也极大地增加

了节日的欢乐气氛，也体现了趋美性这一民俗文化活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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