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赏滨海风光，尝特色美食，体验民俗风情……近日，在文化

和旅游部推出的 82 条“岁时节令 自在乡村”全国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中，福建泉州“端午风情 海丝泉州”线路入选。

据介绍，该路线串联了福建泉州石狮市蚶江镇—十里黄金

海岸—泉州安平桥景区—梧林传统村落等多个经典景点，让游

客在游玩中既能观自然风貌，又能感受独特的闽南文化，还能沉

浸式体验当地传统的端午习俗。

十里黄金海岸是这条线路上最吸引游客眼球的地方。海水

在这里划出一个大湾，蜿蜒出绵延数公里的海岸线。白天，游人

或漫步沙滩，或乘船出海；傍晚，则看渔船归港，静静欣赏夕阳下

绘出的一幅渔港风情图；到了夜晚，游客可以到海边夜市品尝当

地的地道美食，感受夜色中的浓浓烟火气。

闽南地区独特的端午习俗也是这条线路的亮点。端午期

间，石狮市蚶江镇的海上泼水民俗活动，至今已传承近 300 年。

每年端午，身着盛装的人们乘坐小船争相涌向蚶江古渡，一路上

用戽斗、勺、桶等各种器具盛满海水，相互追逐倾泼，在欢声笑语

中用泼水的形式互祝吉祥，祈求平安兴旺。

陆上看采莲，水上看捉鸭。在位于泉州晋江安海镇的安平

桥景区，“水上掠鸭”“嗦啰嗹”等活动是当地端午的特色民俗项

目。“嗦啰嗹”又称采莲，是端午节时表演的一种传统民俗舞蹈，

也是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唐、宋宫廷“采莲舞队”。

采莲时要唱“采莲歌”，几乎每唱一句歌词，就要接唱一句“嗦啰

嗹”，意为“消灾纳福”。久而久之，采莲又称做“嗦啰嗹”。

“水上掠鸭”则是一项集健身、冒险与娱乐为一体的活动，捉

鸭者需赤脚走过长竹竿，打开悬挂于竿顶端的笼子，放出鸭子后

再跳到水里捉鸭。游客可以深度参与其中，通过欢快的竞技活

动，将端午的节日氛围推向高潮。

泉州独特的文化魅力也能通过这条旅游线路得以展现。安

平桥是泉州的 22 个世界遗产点之一，始建于南宋，因桥身近五

里，也俗称其“五里桥”，是我国现存最长的古代石桥。桥身历经

800年的沧桑，依然屹立不倒。在端午，走一次长桥，看古桥与周

边自然景观的完美融合，感受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场景，想象千年

前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领略古人高超的建筑技艺。

位于晋江市新塘街道的传统村落梧林村则是闽南建筑文化的

集中体现。据悉，2016年梧林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于

2023年 7月成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

燕尾脊”是对当地房屋的生动刻画，村中现存各式各样的历史建筑

百余幢。端午假期来到梧林村，除了近距离感受古厝古居的建筑

文化，还能沉浸式体验当地居民的闲适生活——在村中枪楼广场

支起的竹椅上小憩，品尝特制的端午主题凉茶，不远处传来悠扬动

听的南音曲调……忙碌的生活在此刻放慢了脚步。据介绍，近年

来，梧林村大力开展传统建筑修缮、基础设施提升和人居环境整

治，逐步发展成为乡村文化旅游目的地，游客数量逐年攀升，为乡

村全面振兴注入新活力。

上图：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安海镇安平桥景区的安海

白塔，与安平桥共同构成“白塔凌空，长桥跨海”的壮美画面。

陈 钧摄（影像中国）

图①：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水河镇河湾村，激

烈的端午龙舟赛正在进行。 刘新吾 冉 川摄影报道

图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哈拉新村村

民缝制的端午香囊。 郭晓龙 王国军摄影报道

图③：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河阳古民居景区展示的端午艾草。

窦瀚洋 章蕙驿摄影报道

图④：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雅溪村村民包粽子迎端午。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图⑤：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永庆村道滘裹蒸粽制作步骤图。

东莞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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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端午习俗 游海丝泉州
本报记者 王崟欣

鼓 声

阵 阵 ，挥 桨 激

浪。时值端午，各

地 举 行 赛 龙 舟 活 动 ，

人们在奋楫争先的热闹

氛围中，感受端午的文化魅力。

不仅是赛龙舟，从包粽子到佩

香囊，从插艾草到挂菖蒲，形式

多样的端午传统习俗增添了节日

的文化氛围，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让我们在各地村落丰富多彩的端午

习俗中，重温时间的厚重，感受文化的

韵味。

奋楫争先赛龙舟

龙舟竞渡又称“龙舟赛会”“赛龙舟”

“划龙船”等。这是端午期间最富节庆和

联欢气氛的一项集体竞技活动。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龙溪镇梅溪村

是一个因渡而兴的传统村落，端午赛龙舟

是该村的传统习俗。每年从端午节开始，

一直到农历五月十三，宜黄河上下游十

几个村的几十条龙船云集在梅溪村，展

开村与村、组与组龙舟友谊赛。

而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酉水河镇河湾村，赛龙舟是当地端

午期间最隆重的民俗活动之一。古

村中奔流而过的酉水河流经沅江，

最后流入洞庭湖。得地利之便，

河湾村每年都会隆重举行端午

龙舟赛事，邀请渝鄂湘等周

边省市县数十支队伍一起

奋楫争先。“堆成高山

流成河，酉水处处

都是歌。”古村

在 端 午

期间还将上演精彩的水上特技表演和

渔舟歌唱，充分展示民俗文化特色和丰厚

底蕴。

挂艾插蒲处处忙

“端午节，划龙船，挂蒲挂艾在屋檐。”

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条与挂菖蒲作为重

要的民俗活动内容之一。家家户户清扫

庭院，菖蒲、艾条插于门楣，悬于堂中。

端午时节，通过点燃艾条熏屋，或是

用艾蒲熬出来的水洗澡，都能起到杀菌消

毒的作用。在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湖坑

镇洪坑村，家家户户都会在端午时节悬挂

艾叶、葛藤。在当地，端午节又称“五月

节”，是客家人一年中的重要节日。当天

日出之前，家家户户都洒扫庭除、悬挂艾

叶等，村中长辈还会给孩子们缝制精美的

香包，香包内置朱砂、艾草，清香四溢。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

尔族区哈拉新村，插艾草、配香囊同样也

是当地重要的端午习俗。端午当天，村

民们一大早便会到嫩江边采集艾蒿，插

到自家窗棂和箱柜上。大人会用艾蒿把

孩子的耳朵塞上，妇女们聚在一起用达

斡尔族传统刺绣针法缝制香囊，老人们

则会坐在院子里熏艾草，认为这样可以

驱虫保健、一年平顺。

各地端午香囊制作方式颇有差异。

在河南省禹州市鸠山镇天垌村，用各色鲜

艳布条缝制的香囊装入艾草、丁香等十几

种中草药，造型别致。而在广东省东莞市

茶山镇南社村，人们制作香囊用的材料大

多以艾草、藿香，还有本土的莞香为主。

此外，当地人还乐于收集邻里剩下的碎布

缝制香囊包，并称其为“百家布香囊包”。

在辽宁省瓦房店市许屯镇东马屯村，

挂蒲挂艾的习俗有了新形式。在这个以

石头房为特色的传统村落，每逢端午，家

家都有在门口用桃枝悬挂布猴子的风俗，

人们称这种布猴为“把门猴”。过去，“把

门猴”主要为家庭手工制作，后来逐步

形成了市场化批量生

产 ，其

款 式 、花 样

也 不 断 发 生 变

化。如今在东马屯村

的端午集市上，除了往日

常见的“把门猴”，还增添了许

多象征端午节安康的布粽子、布

桃儿等特色经济产品。

仲夏时节粽飘香

包粽子、吃粽子，是端午佳节最有代表

性的节日习俗。有学者认为，早在晋代，粽

子就已经成为端午节食品。到如今，粽子

更是千种姿态、万般内容，各地根据当地特

产和习俗制作出各式各样的粽子。

在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石屋坑村，每

逢端午，家家户户都会提前几天把一扎扎

三四寸宽的大箬叶放在井水中浸泡，等叶

子充分吸收水分后再挑拣、洗净。

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河阳村，粽

子不仅是日常美食，也是街头巷尾的烟

火气。每当端午临近，村民们会将从山

上采摘来的新鲜粽叶清洗干净，放入锅

中烹煮，而在一旁的盆里，早已调制好的

糯米、肉馅等材料芳香四溢，让人垂涎欲

滴。当地还将包好的粽子连成串挂在一

起，称其为“高粽”，代表着乡亲们对莘莘

学子金榜题名的美好祝福。

经过岁月的沉淀，端午被赋予了多

重意义，团圆孝亲、强身健体等共同构成

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丰富多彩的端

午习俗，赋予生活以仪式感，也潜移

默化地将中华民族重视家庭、追求

团结等价值观念根植人心。

（综合本报记者朱磊、杨

颜菲、刘新吾、王崟欣、郭

晓龙、张文豪、贺林平、

姜 晓 丹 、胡 婧 怡 、

徐靖、窦瀚洋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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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步骤，教你包好端午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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