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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晚，经过大半年的精心策划和准
备，“芳飞梦想”青年女高音刘芳独唱音乐会在
东莞市文化馆星剧场精彩演绎。刘芳作为入选
2022东莞市青年艺术家圆梦行动的青年艺术家
之一，这也是她个人的首次独唱音乐会。

4 月 25 日，铜仁在东莞举办了以“莞铜携手·
共创未来”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暨旅游招商推介会，
现场邀请大湾区游客前来康养度假并邀请投资商
到铜仁投资兴业，共享铜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红利。

4月25日晚，2023年东莞“江湖山海”非遗系列活
动暨第七届（东莞·凤岗）客侨文化节在凤岗启动。活
动自4月 25日持续举办至5月 3日。2023年“江湖山
海”非遗系列活动联动全市 33个镇街园区，开展基础
类、文化类、审美类非遗活动将近20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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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睇龙船”是东莞人夏
天的必备节目。记者了解
到，为振兴东莞“龙舟之
乡”品牌，焕发莞邑体育之
乡 新 风 采 ，东 莞 拟 定 于
2023 年 6月 10 日，在沙田
镇龙舟公园举办“龙腾大
湾区”2023 粤港澳龙舟邀
请赛暨东莞龙舟锦标赛。
届时，东莞全市各支龙舟
代表队将大展身手、一决
高下。记者了解到，现阶
段，各支代表队正在紧锣
密鼓地开展集训，为取得
比赛好成绩蓄能。

此外，万江和麻涌等

镇街也已明确自己镇街今
年龙舟锦标赛的时间和赛
程。其中，“东莞龙舟第一
景”万江龙舟文化节将于
今年 6 月 18 日（农历五月
初一）举行。据介绍，今年
万江龙舟景分两部分进
行，首先进行的是游龙趁
景活动，随后便是激动人
心的龙舟锦标赛。此外，
今年7月3日（农历五月十
六），麻涌龙舟锦标赛将在
华阳湖国家湿地公园上演
巅峰对决。据悉，今年的
麻涌龙舟锦标赛设有男子
传统龙 800 米直道竞速、

女子22人标准龙380米直
道竞速、企业公开组 22 人
标准龙 380 米直道竞速、
机关事业单位组12人小龙
舟 380 米直道竞速四个比
赛项目，让“龙舟迷”大饱
眼福。

不仅如此，在 3 月 25
日举行的“即刻潮流”2023
潮流东莞启动仪式上，东
莞市文化馆馆长、东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任黄晓丽介绍了“潮流
东莞”品牌项目。她表示，
2023年“潮流东莞”项目以

“更潮流、更东莞”为主题，
提供 15 大项超 2500 场次
活动，分“潮业态·万有引
力场”“潮音乐·有声大气
层”“潮非遗·在地国风潮”

“潮生活·生活艺术家”等
四大板块。

记者从启动仪式上了
解到，“潮非遗·在地国风
潮”板块将聚焦国潮趋势，
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其中就包括办
好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广东主会场（东莞）
暨粤港澳龙舟邀请赛、粤
港澳龙舟文化圆桌会等活
动，努力让充满魅力的东
莞龙舟非遗文化浸润莞邑
千万人口。

选料、开料、打磨、刨光、上漆、下水
……一套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条条做工精
细的龙舟就这样被生产制作出来。若干
天后，它们将现身各大赛场，为荣誉而战。

随着端午龙舟季的日益临近，位于
“龙舟之乡”东莞中堂的各大龙舟制作基
地里早已一派繁忙景象。日前，羊城晚报
记者实地走访了中堂镇三家龙船厂，现场
了解龙舟制作情况。

虽然今年的龙舟订单
量相较以往几年有大幅提
升，但采访中，各大龙舟制
作基地的负责人对行业的
未来并不乐观。他们纷纷
期待能有更多的年轻人传
承学习龙舟制作技艺，让
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久
弥新。

“现如今，做我们这一
行的基本上都是老头子
了。”虽然目前的订单量相
较以往有所回升，但霍沃
培仍表达了对龙舟制作技
艺传承的担忧。霍沃培告
诉记者，在他年轻的时候，
造船是个“吃香”的行业，
不愁没活干。20 世纪 70
年代时，日薪就达到了 3
块钱，还包工作餐，吸引了
很多年轻人入行。

霍沃培告诉记者，随
着陆运交通的日益发达，
水运的需求渐渐降低，这
给造船业带来了不小的冲
击，龙船厂也渐渐演变为
以做龙舟业务为主。“因
此 ，很 多 人 纷 纷 选 择 转

行。我现在即使想带徒
弟，都没有年轻人愿意跟
着我学了。”说到这，霍沃
培显得有些失落。

今年 40 岁的霍文忠
是这一行为数不多的年轻
人。虽然在初中时，霍文
忠就开始接触龙舟制作，
帮助父亲打下手。但毕业
后，霍文忠选择去企业从
事会计相关的工作。凭借
出色的工作能力，霍文忠
从一名普通员工一路升到
了公司管理层。

但 2017 年，事业上升
期的霍文忠却突然辞去了
会计的工作，选择继续跟
着父亲霍沃标学习制作龙
舟。“有一天晚上，我偶然
做了一个梦，梦到老爸这
个手艺没人传承，当时梦
中的老爸两眼泪汪汪，实
在令人心疼。”霍文忠说，
可能是父亲经常在他面前
抱怨自己的手艺没有人传
承，他听得多了，因此是日
有所思、夜有所梦。也正
是因为这个梦，他决定传

承父亲的手艺，投身到龙
舟制作行业中来。

在父亲霍沃标的悉心
指导下，入行后的霍文忠
从钉钉子和刨木等基础环
节 学 起 ，渐 渐 全 流 程 跟
进。“我只用了4条龙舟练
手，就从一无所知的‘门外
汉’成长为了行业内的半
个师傅，这个速度已经相
当快了。”霍文忠笑着说，
得益于父亲的教导以及日
常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
第一年就主导做了 10 条
龙舟。

现如今的霍文忠已经
能够独当一面，日常配合
父亲对龙船厂内龙舟制作
的各个环节进行质量和进
度上的整体把控，确保每
个订单都能按时按质交
付。“我选择传承父亲的手
艺，但几十年后，我的手艺
说不定又没人传承了。”采
访中，霍文忠虽然表达了
对从事这一行的执着与热
爱，但同样也诉说了对行
业未来发展的隐忧。

技
艺
传
承
盼
更
多
年
轻
人
加
入

东
莞
各
地
龙
舟
赛
即
将
全
面
启
动

订
单
蜂
拥
至

赶
制
忙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王雷 李洪宝 通讯员 邱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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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堂镇水系发达、河网密
布。依水而居、依水而乐的生
活方式让这里的人们与赛龙
舟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中
国龙舟之乡”，每年的农历五
月十三，中堂都要举办“龙舟
景”，龙舟竞渡、锣鼓喧天的热
闹场面引得万人空巷，而这项
传统活动至今已经延续了
300余年。

正因为龙舟民俗文化活
动的不断传承与兴起，龙舟制
作自然就有了巨大的市场需
求。据记载，中堂龙舟制作已
经有超过 150 年的历史。记
者了解到，中堂制作的龙舟主
要特色是“大头龙”，安装后，
龙头高高翘起，整条龙舟气宇
轩昂、气度不凡。作为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入选项目，中堂龙舟制作技
艺声名远扬。因此，每年端午
节前夕，来自全国多地的订单
蜂拥而至，中堂各家龙船厂均
会在这段时间迎来全年的生
产制造高峰期。

记者了解到，中堂龙舟制

作技艺较为繁杂，先后要经历
做底骨、做蝴蝶底、反底、起
水、钉花旁、打档、休核、做座
位、做龙肠、抓篾、钉将军柱、
扫 桐 油 等 100 多 道 工 艺 流
程。在几百年的龙舟制造史
中，其制作工具一共经历了传
统工具和现代化工具两个时
期。如今，虽然省时省力的电
动化工具已被龙舟制造厂广
泛使用，但匠人们也并未因此
而抛弃传统的手动工具。

“龙舟制作最为考验师傅
们的手工。”霍沃培告诉记者，如
今的龙舟没有固定的规格和尺
寸，要按照客户的需求独家定
制，长度在20多米至30多米不
等，制作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有秘
诀和技巧，这些都需要师傅们依
靠个人经验来把控，这也是机器
无法取代的。霍文忠也表示，做
龙舟要弘扬“匠人精神”，每条龙
舟都要经过4至5遍上漆以及7
至8遍刨光，每一遍都要人工仔
细检查，通过师傅们的巧手来打
磨每一处细节。

技艺精湛、做工精美只是

做龙舟的基础要求。对于采
购龙舟的客户来说，龙舟划起
来快不快才是最重要的。记
者走访当天，就有来自东莞万
江拔蛟窝社区和共联社区的
社区干部来到霍沃标龙船厂，
就龙舟制作的具体需求同师
傅们进行面对面沟通。“今天
来的都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
正在为他们制作 6 月份举行
的东莞龙舟锦标赛的比赛龙
舟。为了对客户负责，全体师
傅不敢有丝毫懈怠。”霍文忠
还告诉记者，现阶段，中堂龙
舟的船板用料为杉木。杉木
虽不及松木耐力，但重量轻，
成舟吃水浅，舟速快，是如今
各地比赛用舟的首选。选好
杉木材料后，接下来，老师傅
们就开始对龙舟的船体线头
以及船身破水消水能力进行
精准测算，最终以使龙舟在高
速划动中轻松引擎。“做我们
这一行的，口碑至关重要，如
果制作的龙舟常常帮助客户
取得比赛第一，那订单才会越
来越多。”霍文忠说。

沿着中堂镇滨河东路一
路行驶，记者首先来到了位
于中堂镇斗朗村的霍沃培龙
船厂。年近七旬的霍沃培，
是东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已有
51年龙舟制作经历。

还没走进厂内，记者就
听见电锯的切割声夹杂着木
头与铁锤撞击的声响，空气
中还散发着淡淡的原木和桐
油的香味，这些已经能让记
者感受到这里赶制订单的忙
碌与火热。

步入棚内，记者看到，现
场有 4 名老师傅正在聚精会
神地制作龙舟。测量、刨木、
铆钉、上漆……师傅们间虽
没有过多言语交流，但彼此
分工协作、配合默契。“这些
师傅都是有着几十年龙舟制
作经验的老师傅，他们手中
正在制作的这条龙舟是清远
那边的订单。”见到记者前来
走访，霍沃培师傅暂时放下
手头的活，热情地介绍起来。

“我们厂的龙舟订单以
东莞、博罗、增城等地为主，
一般客户提了需求，我们就
组织师傅制作。从开始到交
付，大约需要十几天时间，每
条龙舟的价格在五万到十来
万不等。”霍沃培说，他的龙

船厂规模不算大，今年的订
单情况相比往年好了很多，
目前已经做了3条龙舟，期待
后续能有更多订单。

在霍沃培龙船厂南边约
1 公里处，是霍沃标的龙船
厂。今年71岁的霍沃标是中
堂镇龙舟制作技艺传承人中
的突出代表。近段时间，这
里的师傅们同样也在紧张地
赶工中。记者看到，现场有6
条龙舟并列排开，正在同步
制作中，场面颇为壮观。“去
年一年我们只制作了 1 条龙
舟。而今年以来，我们已经
交付了10条龙舟，还有11条
待交付，现在制作的这批订
单来自东莞本地和广州。”因
霍沃标忙于赶制龙舟，他的
儿子霍文忠向记者介绍了订
单情况。“目前有 15名师傅，
基本上满负荷运转。广州新
塘有 3 条大龙舟和 5 条小龙
舟的订单我们都没敢接，担
心做不过来。”霍文忠补充
道。

在中堂冯沛朝龙舟造船
厂，一群师傅一边听粤剧一
边赶订单，这给忙碌的工作
增添了不少乐趣。据冯沛朝
介绍，今年已接到9条龙舟的
订单，请了 9名师傅帮忙，现
阶段也正加班加点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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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龙舟雏形初现

霍沃标龙船厂内龙舟并列排开

霍沃标正在制作龙舟

龙头和龙身交接处已制作完成工人正在进行凿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