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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竞渡传古风龙舟竞渡传古风 粤味民俗奏新曲粤味民俗奏新曲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赛事分布广
延续传统活力旺

中国城市报记者经梳理发
现，今年端午节期间珠三角地
区各大龙舟赛事中，广州国际
龙舟邀请赛是最受关注的一场
赛事。这项广州传统龙舟竞渡
赛始于1985年，今年共有来自
粤港澳大湾区、驻穗领馆、在穗
商会、高校、兄弟城市、对口帮
扶城市及广州各区的125条龙
舟、近5000名运动员参加。此
次邀请赛项目品类繁多，如传
统龙舟600米直道竞速、22人
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彩龙竞
艳以及游龙表演等。

今年45岁的“老广”黄坚
称，当地每一届龙舟赛自己都
会带家人前去观战。“这是由我
父母那辈传承下来的文化风
俗。虽然我和家人本身没有参
加过任何一场龙舟赛，但在每
届比赛必为参赛选手助威打
气。”黄坚说，他小时候就很爱
看龙舟比赛，虽然当时的场地
和船只较为简朴，但龙舟队员
激情竞赛的场面和气势一点不
输现在。

广州市之外，今年阳江市
时隔7年再次重启龙舟赛。6
月18日江城逆水龙舟赛当天，
数万名市民齐聚河堤正桥和河
堤路，感受久违的传统文化活
动气氛。在湖南省郴州市经商
的阳江人玮枫带着家人提前一
天驱车500多公里赶回老家观
战。她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自己非常喜欢龙舟比赛，队员
们那种不畏艰难、勇敢拼搏的
精神激励人心，让在外奋斗的
她更加坚定了“爱拼才会赢”的
信念。

在佛山市举办的叠滘龙船
漂移大赛也以独特风格吸引了
广大群众。船身超25米长的
龙舟在一条条窄小的河道上快
速冲刺、灵活漂移。虽险象丛
生，但队员们依旧勇往直前，

“宁可煲烂，不可扒慢”（宁可

撞坏船，也不能划慢桨）是他
们在训练和比赛时常挂嘴边
的座右铭。

特色话题“出圈”
基层比赛精彩

除了官方组织举办的龙
舟活动，在广东省，基层自发
开展的各类龙舟活动亦在端
午节期间绽放精彩。有媒体
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广东各地共举办了229项龙舟
赛事，其中 200 余项是在县
区、镇街、村之间进行。中国
城市报记者注意到，这其中，
被称为“房东水上大战”的南
海超级龙舟联赛暨2023“沥桂
一体·美丽家园”龙舟赛等通
过网络传播，在多个平台备受

关注，“房东”参赛一时成为网
友津津乐道的话题。

龙舟队员为何被称为“房
东”？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村青
龙龙舟队队员周志权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村镇“扒龙船”的
队员们大多需要长时间集训，
故以出租房屋为主要收入来源
的村民具有显著优势，网上把
这些队员戏称为“房东”，相关
龙舟赛也被称为“房东水上大
战”。加上近期一些训练和解
说视频在互联网上频频“出
圈”，导致村镇龙舟队被网友戏
称为“房东龙舟队”，真正的队
名反倒鲜有人关注。

谈到自家龙舟队时，周志
权言语中满是骄傲。他介绍
到，青龙龙舟队一船可坐80人
不等，船上设2名舵手、1名鼓

手、1名旗手，其
余 都 是 扒 手 。

“我就是一名‘扒
仔’，在中仓位置
为船只提供源源
不断的动力。”他
说，“青龙龙舟队
的很多成员从小
就跟父母接触龙
舟文化。此次比
赛中，我们船上
还有一对父子并
肩作战。”

关于网传龙
舟赛都设多份高
额奖金一事，周
志权予以否认。

“至少盐步龙舟
赛的奖励中，前
4 名都是奖杯、
烧猪、烧酒和少
许奖金。”他说，

“对于我们来说，
赛龙舟纯属兴趣
爱好和文化传
承方式，与奖金
无关。”

在周志权看
来，同村人组团
参赛有很多利
好，如交流机会
多、集体凝聚力

强、训练时间便于协调等。龙
舟赛之余，周志权与一些队员
会定期组织聚会，讨论琢磨扒
姿、跪姿；如时间充足，他们还
会带上设备开展长途训练。

“停赛这3年，我们从没停
止过训练。”在介绍龙舟队训练
情况时，盐步廻龙龙舟队队员
简生说，“比赛前数月训练节奏
会更紧凑，队员们一般于每天
傍晚6点半在码头集中，先是
点名记分，然后登船做热身活
动。训练开始后，船只被扒到
设定的起点位置，先开始1000
米1组的双向训练，然后休息
15至20分钟再扒1组。一个
晚上通常开展3组训练。”

崇龙亲水
赓续文脉展新姿

龙舟赛在广东的人气为何
这么高？知名广府文化学者、
广州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饶原
生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岭南大地上，龙舟文
化有两千年以上的传承历史。
根据著名学者、诗人、民主先锋
闻一多的考证，端午节赛龙舟
的习俗早于屈原所处的东周时
期，其初衷更具深层次的历史
意义。赛龙舟是广东人从古至
今崇拜龙图腾的表现形式之
一，也是他们对“龙的传人”的
自我认知与理解形式。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龙为
傲，广东人的这种意识尤为强
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龙
已渗入广东文化脉络中。如
今，在广州、佛山两地许多民俗
文化、传统仪式及建筑装饰中
都随处可见龙的身影。而且在
龙舟赛举办期间，人们食龙船
饭、挂龙子幡，龙舟出征前要举
办“龙头祭”，比赛时还要举行

“起龙、采青、赛龙、藏龙”等各
种仪式。

“‘龙头祭’已被列入广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饶原
生介绍“龙头祭”仪式时称，每
年农历五月初三，广东省佛山、
中山、东莞等地的龙舟队会沿

水路汇聚到佛山市勒流镇龙眼
村进行龙眼点睛，寓意龙舟点
睛后便有了灵性，不再是“盲
龙”。据悉，此习俗已延续数百
年之久。

谈到广东省今年龙舟赛
的盛况，饶原生认为各类赛事
更像因疫情沉寂3年后，专属
广东群众的一场文化嘉年
华。他解释称，岭南文化是一
种亲水文化，热衷经商的广东
人讲究“风生水起”；而粤语词
汇中的“心水”“威水”也都和
水有关，是广东群众对水的呼
唤。此外，广东省的地缘特征
以河流为主。古时，当地人出
行均以舟代步，时至今日，不
少地区还延续着这种传统出
行方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
么龙舟赛在珠三角地区的全
民参与热度那么高。

饶原生同样注意到广州、
佛山村级龙舟队被网友关注热
议这一现象。“村级龙舟队组赛
参赛在广东具有悠久历史。
过去，几个村落组织龙舟比
赛，主要为增强交流、缔结友
谊。此外，村级龙舟队的队员
都来自同村，有着相同姓氏，
非常重视祠堂文化，这就更加
能够提升龙舟队的凝聚力。”
饶原生说。

“其实从发展沿革上来看，
早期龙舟赛仪式感更重，讲究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所以当时
船体由沉重的木头所制，不像
现在的龙舟船体多采用新型材
料，竞速能力大大提升。”饶原
生表示。

对于龙舟赛发展及文化
传承未来的方向，饶原生提出
一些建议：首先是进一步保护
河涌生态，龙舟活动与水紧密
相连，想要保留原汁原味的传
统习俗，提升河涌水质是关
键；其次，应提升龙舟赛的安
全性。参赛选手要守文明，不
能过于争强好胜，背离活动初
心；最后，举办方要认真履行
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
任，加强龙舟赛事活动事前、
事中、事后的安全监管。

龙舟竞渡，岭南共“燃”。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珠三角各大河道边锣鼓喧天、幡

旗舞动、呐喊声声。从广东广州到佛山再到阳江等地，龙舟竞渡的壮观景象吸引了大

批市民、游客，相关赛程也成为许多家庭茶余饭后畅聊的热点话题。

大到珠江，小到城乡湾涌、水道，都成为龙舟比试的赛道。一眼望去，参赛的健儿

摩拳擦掌、围观的群众水泄不通。现场之外，龙舟队备战的视频网络“出圈”爆红，龙

舟文创产品在电商平台大卖热卖……

今年广东省的龙舟系列文化活动为何这般火爆？连日来，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多位参赛者、观赛者了解到，除了沉寂3年集中发力外，更因龙舟文化在岭南地区具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当地人千百年来精神传承、社交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3广东佛山南海叠滘龙舟漂移赛上，三

山新城队的龙舟队员们奋勇拼搏。 黄 坚摄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村青龙龙舟队参加今年农历五月初六举办的盐步锦龙盛会龙舟比赛。

青龙龙舟队队员周志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