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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〇〇五年的端午节，在猎德涌，我亲眼目睹了几位白发苍苍的村民，在炎炎烈日下，迈着蹒跚
的步履走向水边，为自己族姓的龙舟队挥帽呐喊；在珠村，当几经周折，穿桥而过的龙舟队伍向村中
划来时，村民们欢呼雀跃，鞭炮声长久不息，我似乎感觉到埋藏在村民心底的一种荣耀感和自豪感的
释放。
显然，这是任何一种族群的娱乐活动都无法替代的；也是许多像我这样来自“城市”和“他乡”的人
无法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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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储冬爱，女，生于湖北山区，长在鄂南小镇，学于中南两省，栖身繁华闹市。
咀嚼着杂质，凑合着长大，自觉有点理想，有点追求，想做一个健康的人。
先后于1992年、1995年、2006年取得史学学士、史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副教授，著有《鹊桥七夕——广东乞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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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珠村的潘氏家族，因男丁众多，势力强大，龙舟的数量较本村和涌内其他宗姓为多
。
“九龙去十龙归”的辉煌经历，更奠定了潘氏龙舟老大的地位，乌龙公落户珠村就不足为奇了。
珠村乌龙公为东南约的潘姓所拥有，另一条龙船王——乌龙乸（“母”的意思）属于宦溪的前进村，
因船底爆了，不能再用，“长眠在地下”。
因为有了“深涌龙船”的名声，涌内人才敢打造龙船王。
乌龙公、乌龙乸都是龙头老大的意思，在村民的观念中“公”的自然比母的更厉害一点。
“王”只有一个，一旦有了“乌龙公”，别的龙船就不能再用，这条不成文的规定，似乎对所有的村
子都有约束力，不然，乌龙公、乌龙乸的名声也不可能保留至今。
通过扒龙船，珠村人，特别是潘姓家族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乌龙公不过是把这种潜在的地位显化罢了
。
 粤语中“乌龙”有“搞错、乌里巴涂”等意思。
“摆乌龙”一词据说源于广东地区的一个民间传说：久旱之时，人们祈求青龙降下甘霖，谁知青龙未
至，乌龙显身，给人们带来了灾难。
“摆乌龙”从此被引用开来。
乌龙公虽然也用了“乌龙”二字，但与人们日常所理解的“乌龙”以及民间传说中的主旨没有任何关
系。
 与珠三角地区一般的龙船相比，乌龙公有四大特点：其一，船体全身乌黑，包括龙头、龙尾、船板、
船桨、龙船鼓、七星旗、神斗都是黑色，故名“乌龙公”。
其二，乌龙公由上好的昆甸木制作，比一般的龙舟更经久耐用，成本也较一般的龙船高很多。
过去，龙舟多以泰国进口的柚木做材料，用现在的价格来估算，含罗伞、锣鼓、神龛、龙舟旗在内，
一只船大约花费7—8万元，而乌龙公则要十几万。
其三，比一般的龙船体大、板厚，船宽。
一般的龙船最多可以容纳80多人，而坐满乌龙公却要100多人。
人们常说“十丈龙船”，一般的龙船都是33米长，1米宽。
乌龙公约11丈长，1米1宽，比一般的龙船长7米多，龙舟鼓位处又较一般龙船宽15厘米左右。
船板也加特别厚，若一个成年人沿着船舷，从船头走到船尾，船板也丝毫不受影响。
出海，是乌龙公大显身手的好时候，与风浪搏击，显得格外快、格外稳。
所以，艄公们个个以上乌龙公为荣。
有关乌龙公的歌谣已传唱了几百年：“珠村乌龙公，大龙好啊好过冬”，“珠村乌龙公，打起锣鼓快
过风”，“珠村人仔会扒船，扒得快，好世界”。
乌龙公的传说更被村民们渲染得神乎其神。
虽然，在不同人的讲述中，故事的时间、地点都不一致，或是清朝时的珠江，或是上世纪30年代的海
面上，但乌龙公大难不死的结局却是一样的： 有一次，大浪来了，根本看不见龙船，只有浪，有人说
：珠村的乌龙公这回完了。
结果怎么样？
我们的旗手根本没法动，北帝爷在船头打旗，（这时）大家士气大振，齐心协力，渡过了难关。
北帝显灵了！
北帝可不是随便就显灵的，是乌龙公嘛。
谁的龙船有我们珠村的凶？
谁的龙舟（还）敢跟我们斗？
所以，（乌龙公）不是随便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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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书带你走进珠村，看看他们怎样“拜猫”，“龙舟节”如何祭祀“乌龙公”，醒狮今天如何
拜大哥⋯⋯以及诸如此类的乡土文化如何消失在灯火阑珊处又在改革开放的热土中重构新生。
民俗学者的责任不仅是把它展现出来，而且参与其中，出谋划策，这就是储冬爱本书的可贵之处。
　　——中山大学中文系 叶春生教授　　　　本书以珠三角水乡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为背景，用诗
意般的笔触再现了“城中村”的民间仪式生活，记录了一个田野工作者的探索发现过程。
作者用a己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代，村落正在成为民间传统文化的最后栖息地
，在那些城市边缘地带，人们更多地保留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这是保持其社会内部和谐的一种文化
选择行为。
这本来是同一个社会的一部分人的权利，他们也认识到传承文化的义务。
作者倡导文化多样性，表达了自己对社会文化的反思，这使得作者笔下的珠村具有7普遍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民俗学博士 尹虎彬　　　　与其他研究“城中村”
的论著不同，本书集中考察了传统村落向现代都市“城中村”转变过程中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变迁；联
系本世纪初以来珠村的社会文化变迁，本书呈现的文本实际上参了政府、地方知识分子、民俗文化传
承人、传媒以及大众共同建构一个地方文化的过程。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刘晓春教授　　　　珠村终于有咗一本属于我哋老百
姓自嘅书！
　　储博士关注珠村嘅民俗文化E经有八年喇，睇咗呢本书令我好惊讶，净系知道呢嘀民闻风俗本身
系属于我哋自己嘅，置身其中并唔觉得咁矜贵，但书里面嘅民俗事象、人文风情跃然纸上，令人觉得
家乡文化真系民俗嘅大观园，入咗去，出唔翻黎嚟。
睇完呢本书，感觉到作者完成嘅艰辛，佢系度感动人哋，亦系度感动自己。
珠村终于有咗一本属于我哋老百姓自己嘅书！
　　——广州珠村村民 潘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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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中村"的民俗记忆:广州珠村调查》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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