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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在呼唤  歌声在飞扬

好哥咧，

珠江堤岸数古榕啊咧，

婆娑绿叶咧挡雨风啊啰。

好哥啊咧，

对歌倾计好去处啊，

送尽千帆咧满江红啊啰啊啰。

这首既朴实又充满生活气息的《珠江堤岸古榕树》是来自广东省省级咸水

歌代表性传承人谢棣英传唱的咸水歌。本书作者谢棣英是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之

乡（咸水歌之乡）——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街（水上居民聚居地、水上居民文化咸

水歌发祥地之一）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对咸水歌文化有着如胶似漆的感情。她说

过：咸水歌就是她的生命，把每一首咸水歌挖掘出来就是在延续她的生命。对于

祖辈们留下来的遗产，她必须要原汁原味地加以保护和继承。作者就是这样一位

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咸水歌为生命的人，同时也是一位创作丰富的词人。

多年来，谢棣英以一个文化站站长兼文化志愿者的身份，利用工作之余的

时间走访广州市大大小小的水上人家，为的是寻觅一首咸水歌，收获一个简单

的民间故事。于是乎，在珠江边、在水乡处、在小艇上、在棚屋里……总是会

出现一个熟悉的背影。

然而她并不满足于仅仅搜集遗落到民间的咸水歌，她更希望能让人们留住

这一段“水乡记忆”。为了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了解水上居民酸甜苦辣的历史，为

了让带着水上人喜怒哀乐的咸水歌声时常响起在广州人的耳边，为了让这珍贵的

咸水歌文化遗产能够永驻在广州人民心里，她着手咸水歌的搜集、整理、研究、

挖掘、表演、创作再到教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搜集整理水上居民历史素材到

咸水歌创作，再到建成“滨江水上居民民俗博物馆”，以及现在编著《广州咸水

郑秋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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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一书，谢棣英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攀登，一步一个目标迈进，从无到有，从不

懂到精通，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一直在传统文化道路上痴情不改。她在文

化领域中高歌翱翔，始终守望着追求中的精神家园，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

这位30多年来活跃在水上居民身边的咸水歌领军人，在继承和发展咸水歌艺

术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她坚持把咸水歌带进校园，开辟咸水歌传承基地，着力

培育咸水歌新人,不辞劳苦到海珠区大元帅府小学、后乐园街小学、江南大道中小

学和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等多所学校教唱咸水歌，着力推进学校传统教育向校社

结合特色教育转型发展，同时还积极组织策划各类咸水歌比赛，探索多样化的艺

术表达形式，获得了无数骄人的成绩：连续36届成功举办了滨江地区“羊城之夏”

青少年暑期系列活动暨咸水歌展演活动；积极参与策划并成功举办了四届“广东

珠三角咸水歌会”等；论文多次获市级以上奖励，并在《教育管理与艺术》（国

家级期刊）《广东群众文化》《神州民俗》《广州文史》等报刊上发表；在2010年

广州亚运期间，创作咸水歌节目《广州迎亚运春来早》于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上公

开演出；带领滨江咸水歌队参加了广州亚运、亚残运会开闭幕式的热场表演，获

亚组委、亚残运组委会颁发“突出贡献”纪念牌匾；2012年与咸水歌艺术团一道代

表广州市参加“广东省渔歌精英赛暨全国渔歌邀请赛”夺得金奖等。

我认真地拜读了《广州咸水歌》一书，内心不禁涌出一股对文化的敬重之

情，此刻我翻到的不仅仅是书中的歌和故事，更是作者的修为和努力！书中提供

的珍贵历史资料和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参考资料有着特殊的历史传承价值。从咸

水歌的旋律歌词之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突出的地方性和时代感，还领略到水上

居民发展的历史和咸水歌声的独特魅力。从这一层意义来讲，咸水歌不再是一首

首简简单单的水上人的歌，它已经升华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传承和教育

下去。民间咸水歌的教育传承，不仅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

主流教育的过程，一种民族古老生命记忆的延续，同时也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

和生存智慧及活态文化存在的认知过程，是一个更具人性发现和理性精神的民族

文化整合过程，因而这个艰辛而又充满乐趣的过程需要你、我、他的共同努力。

作为一名音乐工作者，我真诚地盼望着广州咸水歌能够随春风飘进寻常百姓

家，润物细无声。

 

                    （作者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原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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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咸水歌之乡的人文魅力 

广州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咸水歌则是广州历史文化

名城文化遗产系列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我爱广州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更爱广州那厚重的历史文化。记得少年

时，我跟随着从事中共地下党革命活动的父母辗转于广州、香港、桂林和贵阳

等地。高中毕业后，我进入农学院学习，大学的老师带着我们到南海、中山、

番禺等地的农村实习。那时候，南番顺和中山地区的农村妇女都喜欢在劳作之

余唱唱粤曲，而近海边、河边的人们非常喜欢唱咸水歌。我就在那时听过粤曲

和咸水歌的。1990年，我任海珠区区委书记期间，开始深层次地认识水上居民

的历史和咸水歌文化，尤其是对聚居在海珠区滨江街一带的水上居民有着深深

的情愫，他们传唱的咸水歌至今还时常在耳边萦绕。1993年，我担任广州市副

市长，分管农村农业等工作，经常需要到四乡走访水上居民。退休后，我被聘

任为广州市书画艺术鉴赏交流学会、粤港澳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这让我不仅

了解到港澳地区水上人家的生活习俗和咸水歌文化，还对广东地区的咸水歌文

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回顾过往，我深深体会到咸水歌文化的重要。可是随

着历史的推移，老一辈的离去，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较少了解咸水歌了，要是不

好好地传承咸水歌文化，那我们可能就再也听不到原生态的咸水歌了。

所幸的是广东省省级咸水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谢棣英编著了《广州咸水

歌》一书，它引领我们阅读广州水上居民的历史和咸水歌文化，让我们在品味

中感悟广州历史的沧桑和厚重，从而找到广州及珠三角等地历史的记忆和千年

的水脉，领略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感受咸水歌之乡的人文魅力。

我敬佩谢棣英老师的执着。在和她的交流中，我感受到她对咸水歌的担当

和无悔的付出，特别是在传承咸水歌和宣传水上居民文化方面，她像爱惜自己

郭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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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一样保护咸水歌，让广州咸水歌站在大都市的舞台展示出自己城市化的魅

力。“滨江水上居民民俗博物馆”（广州市街道级唯一一间）的建成就是最好的

说明，它为人们寻觅原汁原味的“水乡记忆”保留一方净土。

广州的全面发展需要的不仅是政治的稳定，经济的腾飞，更需要文化的滋

润。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广州珠江水哺育一方水上居民，结出了咸水歌的硕

果。《广州咸水歌 》一书的出版正是向世人展示广州水上居民文化创新发展的

艰辛和成果，这对广州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起着重要的

作用。广州咸水歌是浸泡过珠江水而长出来的珍珠，它是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库

中耀眼的一颗，是连接广州文化枢纽的重要“纽扣”，应不断地传承下去。虽然

广州咸水歌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已淡去了实用价值，演唱技术也远远落后于当今音

乐演唱水平，然而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文化艺术，咸水歌保存着大量不同历史时

期的人文信息，对现在和今后研究中国音乐史，读取古代先民创作的优秀艺术元

素，以及见证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水上居民传统的文化生态环境已经彻底改

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广州市区的水上居民全部迁到岸上居住，彻底改变了

水上人以水为居的生活。加之上岸后的水上居民不愿回顾以往悲苦的水上生活等

因素，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咸水歌濒临消亡。可见保护和传承咸水歌文化刻不

容缓。

这本以历史、歌谣为题材的《广州咸水歌》以真实的特殊魅力和纯朴的语言

感染力展示于众。该书从水上居民民俗的神秘性和实用性特点、广府咸水歌的音

乐特色和咸水歌文化活动这三大方面深刻剖析了广州咸水歌的历史进程，让读者

对广州市一带水上居民历史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加深了读者对广州市咸水歌

历史文化特点的理解。书中平凡的故事、深沉的历史，读后使人心灵为之颤动。

毋庸讳言，对历史的重新认识，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语境下的生存规

律，建构适应当代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模式，保护、传承和发扬咸

水歌文化是当代焕发活力不可轻看的重要手段，本书作了最好的诠释。

                       

（作者系广州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广州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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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酬勤

几十载的辛勤耕耘，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栉风沐雨，谢老师以及其所在的广

州市海珠区滨江街道文化站、滨江地区文联和滨江儿女一同走过了风风雨雨、同

甘苦共患难的日子。他们总是走在文化前列，为广州市水上居民文化的传承和传

播奔走呼号。

《广州咸水歌》这本书是谢棣英老师多年来想要完成的夙愿，可以说在一定

程度上这是谢老师的肺腑之作。谢老师多年来不惜牺牲自我时间，积极走访珠江

水上人家，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正是因为这一份默契和情愫，谢老师对于水上

居民文化怀揣着一种特殊的人文情怀。每每外界对水上居民误解和轻视时，谢老

师倍感心痛。因为相知，所以相信，更以怜惜。这便成为催生《广州咸水歌》的

耦合剂。

谢老师身为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咸水歌的代表性传承人，她始终

不忘重责，对于咸水歌传承事业毫不懈怠。她不仅是街道、社区的文艺骨干，

更身兼数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东咸水歌研究会副主席、广东省疍民

文化研究会理事、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会员、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会

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副秘书长、广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会会员、海珠区民

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这位广州市海珠区滨江地区文联副主席，这位

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文艺志愿者，总是秉承“善小而为之”的精神，对于咸水歌

事业事无巨细，孜孜不倦，一路走来，一路欢歌，从不遗憾，从不后悔，从不气

馁，令人钦佩。

谢老师对咸水歌文艺事业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对咸水歌的传承、研究和创作方

面。多年来，谢老师孜孜不倦，总是给人以饱满的热情、十分的朝气传承创作咸

乔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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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歌，特别是《咸水歌声动山河》这一精品文艺表演，时代的印记与个人情怀相

互交融，对于知识和史料的渴求，让她依旧畅游、感悟和激荡在水上居民文化

中。有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谢老师传承和创作咸水歌的真实写照。

如果将广州咸水歌文化比作一座巨大的金字塔，那么塔基则由谢老师及其创

作团队年复一年的汗水和心血垒砌而成。无论是在工作岗位上或是生活中，谢老

师总是出现在需要的地方，积极指导咸水歌传承基地的各项工作，默默无闻地为

传承咸水歌和培养咸水歌人才奉献着才华和热血。

“痴心不改歌后精神昭日月，薪火相传岭南文化炳春秋！”务实的创作态度

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是谢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在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街道历任领导

和她的带动之下，滨江街已成为“广东省民族民间咸水歌之乡”“广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咸水歌名录保护单位”；而给人印象深刻的则是颇含水上人民历史文化

气息的“滨江水上居民民俗博物馆”。谢老师多年来不断进取，涉足广泛，横跨

文学和歌曲创作、音乐指挥、民俗研究等几大不同领域，获奖无数。如果需要用

一个词语形容谢老师，“天道酬勤”则是最好的诠释！

由于历史的原因，水上居民一直饱受歧视，因此也形成了较大的文化差异。

多年后，随着水上居民生存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水上人民生活得好吗？

咸水歌所蕴含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文化价值在哪？作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谢老师对于水上居民文化多年所积淀的情感究竟为

何？这些问题都指引着我们走进《广州咸水歌》，在这里你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谢老

师则自谦道：“立德立功鄙人不敢妄称，但惟有立言之愿罢！”《广州咸水歌》

的问世，相信定会引起巨大反响！希望再候谢老师立言佳音！

（作者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州市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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