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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淳淳 王強

唐人街的「年文化」 弘揚泉南少林風
傳統節日是一個民族文

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
春節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傳
統節日之一，也是全球華人
華僑共同慶祝新年的傳統節
日，在春節來臨之際，海外
華人華僑會以慶祝中華民族

傳統節日的形式，在移居國組織各種不同形
態的慶祝活動，海外華人華僑把唐人街作為
慶祝中國傳統節日的場所，春節將至，海外
華人華僑正在準備著以最豐富多彩的慶祝活
動喜迎新春。在這春節來臨之際，走進菲律
賓的唐人街，體驗一場富有閩南特色的「年
文化」，

濃厚的年味讓你感受到菲律賓華人華
僑正在以最具有閩南民俗文化特色的、最喜
氣洋洋的場面來喜迎龍年春節。春節是菲律
賓華人華僑最盛大、最隆重的傳統節日，慶
祝春節是海外華人華僑凝聚族群的重要手段
之一，是延續族群記憶、承載鄉愁的歸宿，
是促進華人華僑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
感和自豪感的表現。

菲律賓華人華僑大部分來自於閩南地
區，閩南文化在菲律賓的傳播及傳承，很大
程度上是通過慶祝傳統節日的各種具有閩南
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動和閩南特色美食來進行
傳播與傳承，有一種閩南特色美食只有在春
節期間，華人商家才會推上市場，那就是最
具閩南特色的「年糕」，春節吃年糕寓意年
年高昇。因此，進入臘月，在唐人街的店舖
上，隨處可見擺著糅合閩南文化元素的各種
各樣精美喜慶包裝的年糕在售賣，春節期間
買幾盒年糕送給親朋好友，是菲律賓華人華
僑過春節的傳統禮俗，菲律賓民眾以收到華
人贈送的年糕為福氣，他們認為華人贈送的
年糕是給他們帶來一年美好的祈願。很多華
人公司，在春節期間，都會買年糕分送給員
工；華人團體，也會在春節期間，定制大量
的年糕分送給族人和菲律賓友人，所以，在
春節期間，年糕生意是最紅火的生意，華人
家庭幾乎都會有年糕過新年。春節期間，在
唐人街彙集種佳節美食，唐人街會增加很多
各種的春節年貨，進入臘月，唐人街琳琅滿
目的年貨瀰漫著濃濃年味，琳琅滿目的年貨
和各種形態的年畫，特別顯眼的就數各種的
「福」字了，新年納福意味著接受和傳遞幸
福與吉祥，因此，閩南人在春節期間都會在
門上或牆壁上貼上或掛上「福」字，來表示
新年接福。近年來，很多菲律賓人也會學著
華人在春節期間在家裡貼上或掛起「福」字
來，這是一種很好的文化融合，這說明中華

傳統文化在菲律賓的傳播和傳承，正在通過
民俗文化的形式走向國際化。

華人社團是傳播節日傳統民俗文化的
主要組織者，每逢春節，華人社團都會沿
襲家鄉的民風民俗在僑居國舉行民俗文化活
動，菲華社會的一些有影響力的社團會聯合
起來舉辦民俗文化活動。比如在臨近春節期
間，組織在華人居住區張燈結綵，主要是掛
滿紅燈籠，並在唐人街、中國城等區域搭建
舞台，準備彩車和煙花，而各個社團則會準
備年糕分發給社團成員和菲律賓人。到了除
夕這天，華人穿著紅色的唐裝或紅色衣服聚
集在華人區或參加或觀看由各社團組織的各
種文藝活動，如舞獅、游龍、猜謎語，和富
有閩南特色的民間文化藝術表演，如公背
婆、踩高蹺、南音絃管等，而除夕晚上燃放
煙花是華人辭舊迎新的一種傳統習俗，巴石
河岸上會演繹一場辭舊迎新的煙火盛會。中
國人把紅色定義為喜慶，所以每逢春節華人
都會穿上紅色的衣服作為過新年的服飾，到
了除夕這晚，華人會穿上紅衣服，帶上香燭
蜂擁到「聖願寺」去燒香點燭，大家都希望
在新年的鐘聲敲響時搶先點上一柱頭香，祈
求佛祖保佑在新的一年生意興隆、閤家平
安。春節踩街遊行是沿襲閩南一帶的閩南民
間傳統民俗文化特色，到大年初一，由華人
社團組織的彩車隊、舞獅隊、游龍隊、公背
婆、踩高蹺、南音絃管隊、中華武術隊等，
以及一些閩南民間文化藝術的舞蹈隊彙集在
華人區指定的地點後，在菲律賓警察的維持
下，開始沿著華人街區進行踩街遊行，踩街
時候，各社團組織的志願者隊伍會沿街發放
紅包和年糕給街道兩邊觀看的菲律賓民眾，
送年糕是春節的喜慶禮品，因此華人都會在
春節期間買很多年糕在踩街時送給菲律賓民
眾，很多菲律賓人接到華人送的年糕都會非
常興奮，感到自己新年會有好運來。

春節的傳統民俗文化活動是華人華僑
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是保持民族特性，增
進華人華僑與祖籍國的聯繫和感情，有利於
促進華人華僑的身份認同，和激發新生代
華裔尋根問祖的熱衷。春節是中國的新年，
也是世界的新年，2014年，菲律賓政府將中
國的春節定為「非工作節假日」，據完全統
計，全球已有二十幾個國家將將中國的春節
定為法定節假日。2023年，第78屆聯合國大
會協商一致通過決議，將中國的農曆新年
「春節」，確定為聯合國假日，聯合國也要
過中國的新年了。華人華僑用赤子之心喜迎
龍年，看我們的祖國正以龍的姿態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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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擁有漫長的海岸
線，沿海港口城市眾多，那
麼泉州為何能夠成功地被列
入《世界遺產名錄》並成為
宋元時期中國世界海洋商貿
中心呢？其中蘊含著無形的
人文精神，值得我們深入挖

掘、傳承，並堅守！
作為祖國燦爛文化的一塊瑰寶，以南

少林武術等為載體的閩南文化，千百年來
薪傳不衰，融入泉州民俗民風，豐富了泉
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內涵，而且隨著海
上絲綢之路的開闢、延伸而遠播海內外，
成為海外鄉親與祖國聯繫的一條感情紐
帶。「少林風」指的是滲透到泉州人精神
世界的頑強與那種習武強身的傳統所造就
的那種敢拚敢贏的精神。泉州自晉代或更
早的秦漢時期就有漢人自中原遷入。隨著
晉、唐兩代中原漢民族大量遷入泉州，篳
路藍縷開墾闢土，為了生產和生活，人們
習武強身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元代的《島
夷志略》中也提到泉州海商人習武以防禦
海盜。面對八山一水，為謀生計涉足南
洋，行船走馬，命懸一線，泉州人表現出
了拚搏敢勝的精神。

泉州少林寺址位於清源山餘脈之東
嶽山，原名鳳山。泉州少林寺的歷史可以
追溯到唐代，寺址坐落在風景秀麗的清源
山。在五代時期，南少林寺已經發展成一
個龐大的建築群體，包括今天鳳山麓周圍
廣大區域。宋代《魯東詩集》中載：「少
林寺宇築清源，十進山門萬丈垣，百頃田
園三嶺地，千僧杖擊反王藩。」這表明當
時寺宇規模宏偉。朱熹遊覽鳳山時曾有感
而發的詩句：「山前寒水青銅闕，林外睛
峰紫帽孤。記得南垞通柳浪，依稀全是輞
川圖。」昔日的「鳳麓春曉」曾是泉州十
大名勝之一。

泉州南少林寺建於唐代，經歷興廢，
北宋初年，少林寺得以重建，設有法堂、
達磨祖師堂、十三武僧堂、羅漢堂、玄女
堂等建築。宋朝覆亡後，元軍入侵福建，
南少林寺遭到毀滅。泉州少林寺的歷史還
涉及到五代時期反抗王審知的壯舉，寺中
僧眾與當地民眾共同奮起抗爭，發生了
「千僧抗元」的英雄事蹟。這段鮮為人知
的英勇歷史，在《西山雜誌》的記錄也印
證少林寺僧眾在面對元軍侵襲時的堅決抵
抗。

在明代嘉靖年間，少林寺武僧響應都
督萬表的號召，前往閩浙一帶平定倭寇，
取得了卓越的戰功。寺中方丈曇然大師派
遣大弟子月空帶領武僧入閩平定倭寇，表
現出色，受到嘉靖皇帝的嘉獎。為了表彰
他們的英勇表現，特意在泉州東門外重建
南少林寺。

隨著明末清軍入侵，泉州南少林寺
僧眾與鄭成功一同反對清廷，成為反清複
明秘密會社活動的重要據點。泉州東嶽廟
至今仍在奉祀鄭成功夫人董氏，即「國姓
媽」。傳說鄭經攻佔泉州時，帶著其母董
夫人同來，駐紮於東嶽廟，因此後來該廟

便開始奉祀「國姓媽」。《西山雜誌》記
載：「先君蔡延贛授傳少林武功，捍衛鄭
森（鄭成功）有功……滿人之不讓吾宗之
入考場，是懾少林派之復興，而加之附鄭
叛清之罪也。」這些史實充分說明了少林
寺與鄭成功反清複明活動的密切關係。臺
灣高雄、臺南等地的安平與鳳山等地名，
應是隨著鄭成功入臺，泉州人為紀念故鄉
以晉江安平港與泉州東麓鳳山為名。

儘管少林寺受到清廷的強烈忌諱，最
終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被詔令焚燬，
但在隨後的230年裏，「無複敢修者」。然
而，泉南各地卻處處傳承著少林的精神風
貌。泉州人不屈不撓的精神卻遠播臺海兩
岸與東南亞各地。

在東禪寺等支院中，人們緬懷少林
寺昔日的雄風。泉州武術逐漸融入當地民
俗，成為各種民俗藝術的一部分。在歷史
的長河中，泉州的群眾在廟會、神誕慶典
等活動中經常扮演梁山泊英雄好漢，表演
「宋江陣」、「劄獅」和「弄龍」等各種
武打拳術。這些表演既包含舞蹈元素，又
充滿武術特色，涵蓋了刀、槍、棍、戟等
各種兵器，呈現出激烈的場面，深受觀眾
歡迎。據《西山雜誌》記載，劄獅技擊也
是由泉州少林寺傳承下來的。

發源於泉州的南少林五祖拳，包括
太祖、羅漢、達摩、行者、白鶴等拳種，
千百年來在福建、臺灣、廣東等地廣泛傳
承。明代民族英雄俞大猷傳承嵩山少林寺
真傳，成為武林佳話。泉州武術與民風習
俗相融，衍生出各種民間藝術活動。

泉州南少林寺的影響不僅限於國內，
還擴展到海外。菲律賓的「光漢國術館」
創立五十多年，擁有超過27000名會員。馬
來西亞對五祖拳推崇備至，有3000多名學習
者。在印尼、澳大利亞等地，南少林寺的
影響也逐漸加深。南少林寺在海外有著眾
多傳人，他們懷揣對南少林的熱愛，渴望
踏上「尋根」之土，親臨南少林寺。1988
年，菲律賓「光漢國術館」代表團訪問泉
州，進行了中菲武術表演大會。

1989年，泉州武術團受邀訪問菲律
賓，參加了「中國、東南亞南少林拳表演
大會」。泉州與臺灣武術界也建立了交流
橋樑。1990年，國際南少林五祖拳聯誼總會
在泉州成立，各國代表齊聚泉州，進行國
際南少林武術交流表演大會。近年福建省
七大拳種之首的南少林五祖拳和泉州劄獅
（獅陣武術）先後被中國國務院頒定的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了弘揚中華武術
文化，推動全民健身事業，2022年印尼舉辦
國際南少林傳統武術大賽。泉州南少林開
始走向世界，加強與各國武術界的聯繫和
友誼。

1992年泉州南少林寺的複建標誌著
該地區進入國家級的「清源山風景名勝
區」，並規劃為以南少林寺為中心的旅遊
區。這個旅遊區集武術、宗教、文化娛樂
等功能於一體，將閩南文化與文化旅遊設
施相結合，吸引更多武術愛好者和旅遊者
前來朝聖和參觀。

黃國鵬

中華靈寶第一山——葛仙山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
有人說：江西是塊風水

寶地！是因為鍾靈毓秀，還
是仙山最多？

有「中華第一仙山」的
三清山，聞名遐邇。所謂三
清，指的是道教裡的玉清、

上清、太清，而三清山的玉京、玉虛、玉
華三峰，宛如道教三清，故得名「三清
山」。

據稱自晉朝葛洪開山以來，三清山歷
經1600多年，成為我國重要的道教文化聖
地，不知有多少人被這洞天福地所折服，
堪稱是「人間仙境」。

還有被譽為「道教發源地」的龍虎
山。據傳，道教創始人張道陵在此修煉得
道。

這裡道教仙宮，又兼秀水丹山，屬於
世界自然遺產，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

「來葛仙村過幾天神仙日子」，隨處
可見的廣告牌，可能是吸引遊客欲罷不能
的動因！

這裡要介紹江西的另一座仙山——葛
仙山，位於江西省上饒市鉛山縣中部的葛
仙山鎮，地處武夷山北麓，主峰葛仙峰海
拔1096.3米，葛仙山景區面積50平方公里。

葛仙山相傳東漢時期葛玄在此山修道
成仙而得名。

葛仙山是道教名山，系武夷山的支
脈。

山上自然景觀有奇峰、異石、雲海、
松濤，與黃山媲美；人文景觀有試劍石、
道人石、龍舌池、七星井、仙人足等。

葛仙山在漢代前，被稱為雲崗山。
在漢末赤烏元年間，一位江左著名的

道士、醫藥學家、道教靈寶派的創始人葛
玄，被後人尊稱為葛仙翁，選擇了這裡煉
丹和飛昇。

因此，此山更名為葛仙山，也被稱為
葛山。

唐代懿宗皇帝，北宋英宗、徽宗，南
宋理宗皇帝皆賜封葛玄、敕建仙山。

來葛仙山創建佛教慈濟寺的乃是鵝湖
峰頂山慈濟禪寺六堂之一「隆隱堂」的高
僧大德。

這鵝湖慈濟禪寺的開山始祖又是唐代
佛教界的大義慧覺禪師，他先後歷經四朝

皇帝，蒙賜錫杖、玉環，敕建鵝湖寺宅，
為天下八大叢林之一。

葛仙山慈濟寺即為鵝湖峰頂慈濟禪寺
分寺。

葛玄羽化後，其侄孫葛洪成為靈寶宗
的重要傳人，葛洪從孫葛巢甫又進一步將
古《靈寶經》發揚光大。

著新《靈寶經》，並正式開山立宗，
創靈寶派。

葛仙山也自然成了靈寶派聖地——中
華道教靈寶第一仙山。

因此，葛仙山是「一山兩教，道佛同
修」。

葛仙村度假區圍繞葛仙山景區打造，
投資16億元，以仙人葛玄在葛仙山的修行事
跡為線索，融合道家的文化內核和要素，
結合古典山水畫境和道家審美再現了漢末
仙翁葛玄在此生活修行的山村景象，以
水、竹、村為創意元素，致力打造一個集
生態旅遊、休閒度假、道文化體驗的天然
聖地和仙村。

遊玩路線，僅供參考！
葛仙茗園——鎮物文化館——畬族文

化館——靈寶仙街——眾妙閣——天鏡台
【1】葛仙茗園：欣賞葛仙山的自然風

光和美麗的花園。
【2】鎮物文化館：瞭解葛仙山的歷史

和文化，感受這片土地的底蘊。
【3】畬族文化館：探索畬族文化，瞭

解江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生活和傳統。
【4】靈寶仙街：漫步仙街，感受古老

的仙氣。
【5】眾妙閣：參拜眾妙閣，可為自己

和家人祈福。
【6】天鏡台：登上天鏡台，欣賞葛仙

山的壯麗風景。
天黑下來，遊客可以在山腳下觀看精

彩的夜景表演。
週一至週五的表演包括竹影情深、仙

村龍鳳會、紙傘情緣、仙村快閃、燈光秀
和水幕電影《修心歸真記》。

如何去葛仙山？
乘高鐵抵達上饒火車站，轉乘公交車

前往葛仙村，車程大約兩個小時，票價30
元。

高鐵站發車時間：7:00/10:20/11:00/12:4
0/15:30/16:40。

香港仔

香港應立法規管不正常工時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女青」）昨日公布一項
研究結果，發現本港小學生
在學習用途以外使用電子產
品的時間遠超衞生署建議，
並且與家長使用電子產品的
時間成正比，估算比家長多

一倍。研究結果與人們的常識判斷一致，
說明家長擁有足夠時間參與親子活動的重
要性。政府對港人工作時間普遍過長，
導致工作和家庭之間失調及其衍生的眾多
社會問題不能視而不見，必須果斷拿出決
心，研究立法規管不正常工時。

自古以來的教育都一再強調，父母的
言傳身教對孩子有非常之大的影響。孩子
見到父母平時經常低頭使用手機等電子產
品，自然會有樣學樣，並且因為自制能力
不及成人而變本加厲，對其身體發育、學
習和未來發展等均會產生極度不良影響。

「女青」建議家長以身作則，減少
在子女面前使用電子產
品，多些陪伴子女及參
與親子活動，避免與孩
子正面衝突。眾多其他
研究均有類似結論。例
如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
年科學系前年一項研究
發現，本港中小學生每
天使用電子產品超過3小
時，打機成癮比率明顯
升高，更易出現肥胖、
失眠等健康問題，表現
出攻擊性和強迫症等不
良精神狀態，且有可能
導致嚴重的心理健康後
果，如自殺企圖。

其實這些情況很多
家長都心中有數，奈何

身不由己。香港人工作時間普遍過長，是
全球最勞累城市，大部分家長都難以抽時
間陪伴子女，日常回到家中，孩子往往已
經睡着；孩子有情緒或發生意外時，父母
亦難以抽空解決，需要假手照顧者處理。
這些情況討論了數十年，港人普遍過勞及
會連帶產生哪些副作用早已不是什麼秘
密，關鍵是社會有沒有決心撥亂反正。

時至今日，情況更加嚴峻。很多打工
仔不但上班時間過長，下班還要隨時面對
僱主和上司透過電子通訊軟件指指點點，
於工作時間以外在家工作。莫說缺乏如團
體建議的親子時間，甚至連個人休息時間
都欠奉。有的在家工作，於孩子眼中甚至
會以為是在玩電子產品。因此，近年社會
上跨代貧窮、情緒問題、不願生育及自殺
率均趨嚴重，不可或缺的治本方法之一，
應如一些國家一樣，立法規管不正常工
時，包括規範標準工時及禁止僱主在工時
外聯絡員工要求工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