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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俗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为适应环境而产生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和文化现象
，是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生动反映。
民俗文化存在着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形态，在民间世代传承，又随着时代进步、生产
生活方式的交流融合而发展变化。
深圳以广府和客家民系为主的传统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
深圳濒临大海，扼珠江入海口，“以海为活”的沿海居民和经此出海的远行者们，在长期的海上活动
中又演绎出多姿多彩的海洋文化习俗。
“一个不注重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尊重、保护传统民俗文化并从中汲取养分是人类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根本。
在此呈现的《深圳民俗文化》展览分为区域民俗、广府民俗、客家民俗和海洋文化习俗四大部分，全
方位展示鲜活的乡土深圳，期望引起观众的兴趣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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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圳博物馆新馆（历史馆）中的永久性陈列《古代深圳》、《近代深圳》、《深圳民俗文化》和
《深圳改革开放史》，承载着深圳上下7000年的文化积淀，记忆深圳历史发展文脉，是一座令人敬畏
的历史丰碑。
镌刻这座丰碑的主人固然是历朝历代文物的创造者，而构建这座丰碑的人则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博工作
者，他们将一件件文物史料发掘、征集、整理、研究、包装，最后定格在展场的陈列柜中，成为不没
的史诗。
　　深圳博物馆新馆于1998年底奠基，与此同时组织专家学者论证新馆的功能定位，确定陈列主题，
并组织专业人员编写陈列大纲，清仓查库，摸清馆藏文物家底，进一步开展文物展品大征集活动。
新馆筹建办公室陈川东、戚鑫等同仁与聘请专家顾问通力合作，从跟进建筑设计并提出功能需求，编
写《深圳博物馆新馆展览陈列及装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到敦促政府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建设经费预
算；从展陈设计招标、深化设计到陈列布展；从制订数字化博物馆建设方案到实施操作；从设备选型
采购到安装⋯⋯无不倾注着深圳博物馆人的心血，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08年12月25日，一座沉稳大气、端庄典雅、设备设施先进，陈列主题突出，
文物展品丰富，展示手段新颖的现代博物馆终于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隆重开馆，一部经典
的深圳史诗横空出世，成为永久的丰碑。
一、功能定位准确　　建馆之初，就新馆的功能定位问题，深圳市文化局和博物馆先后两次召开全国
性高层次专家论证会，广泛听取专家意见。
专家们建议新馆功能应定位为“国际先进、国内一流”，“以地志性为主的综合型现代化博物馆”；
展览应以反映深圳历史，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史为主题，同时突出以区域文化为背景的地方
民俗文化；保留老馆作为古代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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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鞭打土牛用的鞭子叫做春鞭，又名春杖，多为柳条，缠以五色丝或麻。
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八引《岁时杂记》：“春杖事用五彩丝缠之，官吏人各二条，以鞭春牛。
”春鞭用料有讲究，由立春日地支决定：寅、巳、申、亥用麻，子、卯、午、酉用苎（即苎麻，是麻
的一种），丑、辰、未、戌用丝。
后也有用彩纸装饰春鞭的。
在鞭春牛时，各地还唱民歌，故有唱春牛一说。
民国《义县志·岁时》：“比时，装春官者每以丐者充之，翌晨，众官齐集署前鞭牛，日‘打春’。
邑令在后，约正在前，各执纸鞭鞭牛，唱：‘一鞭日风调雨顺，二鞭日国泰平安，三鞭日天子万岁春
’。
”这些鞭春民谚反映了人们的美好祝愿。
鞭春开耕的习俗过去在岭南地区也非常流行。
深圳邻近的东莞，人们在立春前先把泥塑好的春牛和春童放在洪山堂上，视开耕的早晚而安置春童的
位置，开耕在十二月十五望日前，春童骑在牛肩上，一月初一后，春童坐在牛肚上，一月十五后，春
童坐在牛膝上。
立春前一日的迎春仪式和立春日的鞭春仪式，与《新安县志》记载几乎相同，证明莞深两地有着很深
的历史渊源。
官方退场后，百姓观看土牛来占卜_一年的丰歉。
如果土牛干燥，显红色，预示一年雨水少，需防旱灾；显黑色，预示一年雨水多，需防水灾。
春童头上戴帽，预示这一年春天和暖，反之则春寒。
农民向春童、土牛洒豆和稻谷，名消疹，以防灾灭病。
以生菜裹煎堆吃，以迎生气，求一年身体健康、生气活泼。
民国后，鞭春习俗的官方色彩逐渐消褪，部分地区逐渐演变成了纯粹的民间习俗。
广东乐昌、恩平等地，在立春前一天演戏剧或杂剧，鞭春仪式结束后，还要举行盛大的游行、舞春牛
、舞狮、舞龙等活动。
恩平某些镇，鞭春在春节举行，由村子举办。
春牛和“拗春童”均是真实的，人们挑选一头性情温顺的大水牛，用红纸贴在牛角上代表“春牛”，
由一人手牵牛绳，扮演“拗春童”。
仪式举行时，主事人用爆谷撒向牛身，“拗春童”赶着“春牛”绕村子一圈，招呼村民前往鞭春。
请村中长者带头抚摸春牛，唱《春牛歌》，摸到哪里唱到哪里，众人齐声和唱，气氛热烈。
歌词大意是祈求五谷丰登、丰衣足食：“摸下牛头摸牛鼻呀，岁岁耕种都顺利呀（唱）。
岁岁耕种都顺利（和）！
摸下牛头摸牛颈呀，谷仓高过瓦盖顶呀（唱）。
谷仓高过瓦盖顶（和）！
摸下牛头摸牛身呀，四季衣裳任我穿呀（唱）。
四季衣裳任我穿（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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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博物馆基本陈列:深圳民俗文化》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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