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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用 喷 壶 均 匀 喷 潮 泛 黄 的 书

页，用毛笔抚平书页的边角，再用镊

子夹起专用纸张修补缺口……位于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 7 层的古籍修

复室里，古籍保护研究院 2023 级古

籍保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张晋元、

新闻传播学院 2021 级摄影专业本

科生褚子柔等 7 名同学，正聚精会

神地修复古籍。这是天津师范大学

古籍保护社的例行教学活动。

“修补古书的糨糊，用的是优选

小麦制作的淀粉，可最大程度减少

对古籍造成的伤害；补纸的边缘和

原书页要尽量对齐，重叠的部分不

能超过两毫米。”指导教师牛甲芝

说，古籍修复是一项极为严谨的工

作，即便只修补一页，也要包括 5 项

流程：制定古籍修复方案、制作古籍

修复档案、古籍修复具体工作实施、

古籍修复后的装订复原、古籍修复

工作分析盘点。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姚伯岳介绍，天津师范

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于 2018
年 ，是 全 国 第 二 家 古 籍 保 护 研 究

院。研究院成立 5 年多来，获批各

级科研项目 20 余项，其中国家级重

大项目 1 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4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一般项目 1 项。

通过“望闻问切”等手段为古籍

“治病”，完成溜口、补虫洞、衬纸、订

线、压平等一系列工作，并为古籍制

作精美的函套……对待古籍修复，

研究院的师生始终精益求精。“做好

古籍修复工作，还要善于借助科技

力量。研究院有微电脑撕裂度测试仪、纸张拉力仪、白度测定

仪等实验设备，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纸张的参数情况，进而制

定更加完善的修复方案。”张晋元说。

“古籍保护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古籍原生性保护是对古籍

实体的保护，古籍再生性保护是对古籍内容及形式的保护，古

籍传承性保护则是对古籍在文化层面的保护。三者共同构成

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姚伯岳说。

“研究院还承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古籍保护研

究》集刊编辑工作，每年出版 2 辑，目前出至第十三辑，刊发了

200 多篇学术文章，对古籍保护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

用。”《古籍保护研究》编辑部主任王振良说。

对古籍进行编目，就如同给古籍建立“身份证”，也是古籍

保护研究院的一项重要工作。研究院的任课教师指导学生对

古籍进行鉴定与编目，并利用冷光扫描仪完成数字化扫描，实

现对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和传承性保护。截至目前，研究院已

完成 1300 多种、1 万多册善本古籍和 1 万多种、15 万册普通古

籍的编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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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湖南汨罗 6月 10日电 （记者杨迅）6 月 10 日，湖南

省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人潮涌动，2024 年全国

“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此举行。汨罗

本地市民与游客齐聚汨罗江畔，看传统龙舟比赛，尝原味碱水

粽，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涵养家国情怀。

在当地，龙舟竞渡、吃粽子、挂菖蒲、插艾蒿、系香囊成为

人们过端午节的重要方式。

启动仪式上，独具楚韵的民俗舞蹈《倡舞祈福》、古韵悠长

的古琴配乐诗歌吟唱《离骚》、热闹欢庆的舞蹈《龙舞端阳》等

轮番上演，节日氛围浓厚。启动仪式后，中国汨罗江龙舟超级

联赛（本地组）比赛正式开始。

据悉，当天的活动还有“端午文化传承与中华文明”研讨

会、端午非遗专题展示展演、端午系列民俗体验等。

此次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共湖南省

委宣传部、中共岳阳市委、岳阳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共岳阳市

委宣传部、中共汨罗市委、汨罗市人民政府协办。

2024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
主题文化活动在湖南汨罗启动

本报甘肃庆阳 6月 10日电 （记者宋朝军）6 月 10 日，第

十九届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甘肃省庆阳市举行，文化节以

“香约庆阳、包容天下”为主题，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庆阳

市委、市政府主办。

本次文化节为期 5 天，举办非遗展示、非遗购物、产品展

销、招商引资、沉浸体验、文艺演出、美食品鉴等一系列活动。

文化节期间，甘肃省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活

动同步在庆阳举行。

2006 年，庆阳香包绣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2014 年，国家正式对“庆阳香包”实施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

甘肃举办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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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哔——”一声哨响， 阳河的沉寂被打

破，一时间，锣鼓声、加油声四起，一艘艘龙

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桨板拍打水面，激

起阵阵浪花。

6月 10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镇远县，一年一度的赛龙舟活动如期而至。穿

城而过的 阳河两岸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激烈的龙舟比赛、精彩的文化活动和丰富的非

遗展演，让各地游客享受一场文化盛宴。

龙舟赛越办越热闹

今年，镇远县的赛龙舟活动持续 3 天，

而对于造船师傅李启发来说，他的“龙舟赛”

在正月就开始了。作为县级龙舟制作非遗

传承人，此次活动中传统龙舟赛社区组的

12 条龙舟都出自李启发之手。

“12个社区龙舟的龙头各不相同，做完这

些龙头需要大半年时间。”一年前的秋天，李

启发便上山寻找适合做船的杉木，锯好后妥

善保存。“杉木不能春天砍，否则潮湿易长虫；

要选山腰上的，木头更加结实。”李启发说。

龙舟下水前，要举行仪式，祈求风调雨

顺。“镇远县较为完整地保存了相关传统及

仪式活动。”镇远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陶

钟麟介绍，“明代以前，这里楚风盛行，很早

就有赛龙舟活动。”2011 年，镇远赛龙舟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近年来，镇远县的龙舟赛越办越热闹，

有陆上巡游、水上游江。“ 阳河成为水上舞

台。”陶钟麟说。

生活与龙舟密不可分

每到龙舟赛，许多在外工作的镇远人便

会提前回到家乡，为比赛做准备。

开赛前一星期， 阳镇盘龙社区拉齐了

队伍，开始下水训练。“各队注意，插桨。”20
多支船桨齐刷刷立起来。43 岁的邓木松是

盘龙社区龙舟队的教练，受父辈影响，他从

小就与龙舟相伴。

在邓木松的记忆里，小时候，大人在水

上划龙舟，他和小伙伴就在岸边跟着船跑，

“等大人划累了，龙舟就‘归’我们了。”邓木

松笑着回忆。如今，当时的孩童们都已成长

为龙舟队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生活与龙舟密

不可分。

1997 年 ，邓 木 松 开 始 参 加 各 种 比 赛 。

他发现，如果队伍里的人不掌握技术要领，

一个人划得再好也没用。经过慎重考虑，邓

木松决心做教练。“划龙舟是一个集体项目，

做教练可以将技术教给更多人，让我们的队

伍更强大，龙舟赛也会更好看。”

传统的镇远龙舟赛更强调“表演”，通过

各式各样的动作增强观赏性。随着队伍的

扩充、交流的增多，镇远龙舟赛也开始注重

“竞赛”部分。2015 年起，镇远龙舟赛分为

传统组和竞技组，竞技组在上游更宽阔的水

域进行，传统组依然在古城内两座桥间的水

域比赛。“沿河两岸景色优美，民居独具特

色，我们祖祖辈辈就在这里划船，保留这里

的航道，不仅仅是为了比赛，也是为了再现

过去的文化景象。”陶钟麟说。

精彩活动丰富游客体验

过去，每逢龙舟赛，当地都会迎来众多

游客，曾留下“观者如堵”的记载。如今，端

午假期就是镇远县游客最多的时候。“我家

的宾馆一早就被训练的队伍订满了，端午假

期全城的宾馆都处于满房状态。”除了当教

练，邓木松还经营着一家宾馆，每年端午节

前后都是宾馆生意最好的时候。

“龙舟赛是全县的大事，人们踊跃参与，

活动很多。”镇远县文化馆馆长陈金国介绍，

龙舟赛期间的系列活动已经成为展现镇远

县文化特色的重要平台。

龙舟赛期间，陆上的节日巡游活动精彩

纷呈。长长的队伍里，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

装，土家族吹唢呐、苗族踩鼓、侗族踩笙，看

得人眼花缭乱。“念大学时我就到过镇远县，

当时只觉得风光秀丽，这次端午节的活动很

有特色，体验感和参与感很好，让我更了解

这里的文化了。”来自湖南的游客肖悦从队

伍中接过一个福袋，满心欢喜。

此次端午龙舟赛期间，镇远还设置了非

遗活态展演和文艺专场秀，黔东南州各市县

也借此机会展现当地的民族歌舞和服饰工艺

等。“借助这些活动，让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

也让我们的文化被更多人了解。”陈金国说。

文旅深度融合，镇远县现已成为贵州旅游东

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2023年，镇远县接待

游客 820.0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91.81
亿元。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举办赛龙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举办赛龙舟活动舟活动——

过端午过端午，，争看奋楫碧波渡争看奋楫碧波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黄 娴娴 陈隽逸陈隽逸

走进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龙栖

湖湿地公园，从黄河大坝远眺，层林葱郁，

湖 岸 蜿 蜒 ，美 景 尽 收 眼 底 。 6 月 7 日 至 8
日，“甲辰龙腾 盛世中华”2024 年全国龙

舟大联动活动沿黄九省（区）暨山东省第十

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山东沿黄九市龙舟

赛在龙栖湖湿地公园举行。

“既能感受运动激情，又能享受旅行乐

趣。”距离第一组 200米项目的预赛还有半个

多小时，岸边木栈道上已站满了观众。自驾

300多公里前来观赛的运动爱好者田乐乐很

开心，“跟着赛事来旅行，不虚此行。”

哨子一响，锣鼓喧天。 4 支龙舟队分

列 4 个赛道，飞桨逐浪，口号响亮。龙居镇

党委书记隋海伟也在岸边观赛，他说：“龙

居镇是黄河流经东营的第一站，拥有省级

森林公园、省级湿地公园，旅游资源丰富。

‘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去年以来，龙居

镇已承办铁人三项赛等省市级大赛 5 场，

带动了旅游业发展。”

“‘宠粉’，这里做到了。”接过龙居镇工

作人员赠送的特色草柳编龙等手工艺品，

来自河南大学龙舟队的吴静说起此行的经

历，“从住宿接待到赛场安排，再到晚上的

歌 舞 表 演 等 活 动 ，龙 居 镇 都 做 得 周 到 细

致。我们一定要再来。”

“趣味龙舟赛，大家都很喜欢。”在村舟

赛现场，指着正在“角逐”的黄河农民队和外

国友人队，隋海伟介绍，“这场比赛，拼的不

只是速度，还有趣味度，衡量标准是大家的

掌声与欢笑声。”东营区内油田单位、石油装

备企业多，许多海外专家、员工在此工作生

活。本次大赛特邀 12名外国友人参赛。

傍晚时分，岸边不远处的非遗市集上，响

起坠琴与扬琴的旋律。短穗花鼓表演、传统盐

垛斗虎表演轮流登场后，吕剧表演开始了。东

营区吕剧保护传承发展中心和庄户剧团的演

员们一同登台，人们围拢欣赏，不时有观众跟

着模仿动作、轻声哼唱，感受戏曲的魅力。

东营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拥有各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104 项。近年来，东营区

积极推动“文旅+体育”共同发展，主动将

传统文化和旅游资源融入山东沿黄九市龙

舟赛等体育赛事，使持续火热的赛事成为

城市“出圈”的助推器。

“以赛事‘引客’，以文旅‘留客’。东营区

积极促进赛事消费与文旅消费融合，做好城

市服务和业态升级，打造本土文旅新品牌。

去年，东营区接待游客 693.93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64.36亿元。”东营区委书记赵明印说。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

飞桨逐浪引客来飞桨逐浪引客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蕊蕊

夜幕降临，溪流两岸灯火璀璨。 10 多

艘龙舟前后交错，锣鼓声铿锵有力，桨下溅

起朵朵浪花。岸上人潮如涌，观众踮脚张

望、欢呼喝彩……端午假期，福建省福州市

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的龙舟夜渡吸引了不

少游客的目光。

“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航。”

三溪村党委书记潘银官介绍，三溪村自古有

端午龙舟竞渡的习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村民白天外出劳作，傍晚收工后才挑灯竞

渡，就有了夜渡龙舟的习俗，并一直保留至

今。如今，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晚 6 点

半到 8 点半，三溪村的乡亲们都会以家族、

同学会等为单位组队，男女老少共乘一舟，

溪上两舟偶遇便即兴竞渡一段，无关输赢、

只为乡情。目前，村里已组建起了约 30 支

龙舟队伍。

身着统一服装，喊着队伍口号，三溪女

子龙舟队下水开划。“队员都是本村人，大家

因为爱好聚在一起，每年端午风雨无阻。”今

年 52 岁的三溪女子龙舟队队长潘林已经划

了 28 年龙舟，说起这项每年一度的活动，脸

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好看，好玩！我都忍不住想下水试试

了。”来自湖南的齐女士在岸边看得心潮澎

湃，她说，在村里不仅能感受夜渡龙舟的别

样风情，还能欣赏美景、品尝特色小吃，是一

次难忘的体验。

夜渡龙舟吸引着乡亲们参与，也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几天，三溪村村民杨宝

开就已经给自家食杂店备足了饮料、零食。

“夜渡龙舟期间，街上人山人海，每晚营业收

入都能有 1000 多元。”杨宝开说。

潘银官介绍，随着来三溪村观看夜渡龙

舟的游客越来越多，三溪村也以此为契机发

展起了旅游，实施夜渡龙舟景观工程建设、

美丽庭院创建、村容村貌建设等项目，鼓励

村民参与民宿经营、特色餐饮、农业观光、土

特产销售等。

不仅如此，夜渡龙舟时火树碧波、人声

鼎沸的景象还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前来

采风，三溪村也举办乡村摄影文化节等活

动，进一步聚拢人气。

“今年端午假期，村里餐馆家家预订爆

满。”潘银官说，得益于文旅融合，2023年三溪

村人均年收入达 3.63万元，村财年收入达 53万

元，2024年村财年收入预计达到 55万元。

灯火映在溪面上，龙舟竞发，飞浪如雪，

岸边鼓声、锣声、口号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三溪村的夜晚热烈不息。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

龙舟夜渡人气旺龙舟夜渡人气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施施 钰钰

①①

③③

本报佛山 6月 10日电 （记者李刚）6 月 10 日，广东省佛

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锣鼓喧天，鼓乐齐鸣，592 岁的盐步龙舟

穿江过涌，去广州荔湾湖“探望”泮塘龙舟。

10 日上午 8 时许，盐步龙舟从盐步观龙楼出发，通过盐步

大闸前往花地河，再沿水路往东北方向前行进入珠江，从泮塘

涌闸口进入泮塘。9 时左右，盐步龙舟来到泮塘涌入口，闸口

已有约 10 条龙舟等候迎接，欢呼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向盐步

龙舟表示欢迎和致敬。

盐步龙舟至今已有 592 年历史。数百年来，佛山盐步龙

舟与广州泮塘龙舟珠江竞渡，两地乡民结下深厚情谊，每年端

午节期间都会互访探望，双方乡亲隆重款待对方。

今天，泮塘龙舟陪同盐步龙舟在荔湾湖上巡游，吸引了大

量游客。人们慕名而来，欣赏省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广东佛山 592岁龙舟广州荔湾“访友”

图①：贵州省镇远县，人们在赛龙舟。

镇远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福建省三溪村，龙舟赛现场格外

热闹。 郑祖新摄

图③：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龙栖湖湿

地公园内，龙舟赛在进行。 刘智峰摄

图④：三溪村夜渡龙舟活动现场。

傅 瓒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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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的大地 多彩的非遗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