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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汕头市金平区鮀江街道
桥头社区，龙舟竞渡已有上百
年历史。这里村道宽阔，灯火
通明，新建的龙舟文化场地崭
新明亮，其中安置的传统龙舟
蓄势待发。

未见龙身，已闻龙吟。移步
桥头龙舟训练基地，只听得鼓
声、口号声、破水声交织一片，
气势十足，萦绕耳边。两条龙
舟之上，数十对青壮汉子跟随
富有节奏的鼓声共同发力，动
作整齐、姿势优美，催得龙舟奋
力向前，如同离弦的箭矢一般
飞驰而来。

据汕头市龙舟非遗桥头传承
中心传承人、桥头龙舟队队长陈
长强介绍，社区内的龙舟队员对
这项联结乡谊的全民健身运动充
满热情，农历二月开始就加紧训
练、提升体能、强化默契度，为端
午赛龙舟做好准备。

每年的农历四月廿八，是该
社区“请龙下水”的日子。在这
天，四条传统龙舟装扮一新，船身
刷上亮眼的彩漆，龙头提前修补，
龙须重新绘制。村中鞭炮齐鸣，
举行全民参与的下水仪式。社区
内以祠堂为单位陆续组织壮年训
练，划龙舟的盛事一直持续至农

历五月十六。农历五月十六恰逢
桥头社区“社日”，当地张灯结
彩，男女老少齐聚龙舟赛场，外嫁
女儿携家回村祭祀，村民一同观
看赛龙舟视觉盛宴，声势浩大，可
谓万人空巷。

在水网发达的潮汕地区，划
龙舟的盛况比比皆是。农历四月
中旬，汕头市金平区月浦街道沟
南社区的老年人协会会长许浩文
便开始为社区内划龙舟的事情忙
碌起来。

据许浩文介绍，目前沟南社
区共有四条龙舟，一条红龙，一
条粉龙，两条青龙。每条规格都
是 17 对半桨，即乘载 37 人，20
余米长。为了迎接端午龙舟竞
渡活动，他们将邀请经验丰富的
老师傅为即将下水的传统龙舟
开展修缮工作，包括安“龙骨”、
补灰、“蛟龙筋”上漆、彩绘等多
道工序。

“每年端午节当天，十里八乡
的居民几乎都到了。”许浩文介
绍，“村里赛龙舟的传统自有乡史
记载就存在，到现在至少有四百
年的历史。正式比赛开始时，龙
舟奋力向前，划手奋力挥桨，观众
沿岸观赛，呐喊不断，是十分盛大
的场景。”

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
里不同俗。”就龙舟而言，潮汕
地区各个村落的制式都有不同
之处，在汕头市澄海区，这里流
行着一种与众不同，独具一格
的龙舟——“无头臼”。它脱胎
于小型农业船，没有栩栩如生
的“龙头”“龙尾”，没有载员众
多、长度夸张的龙身，船身少见
五彩斑斓的漆绘，成为每年端
午期间的独特景观。

此类龙舟两头平平、中间
凹下，状若织梭，民间俗称为

“ 公 鸡 船 ”“ 无 头 臼 ”“ 草 蜢
腿”。它有较简单的纹理以及
类似红头船模样的“眼睛”，大
多船身长 11 米，宽 1.1 米，其
间由木板隔出舱位，供五对桡
手就位，加上击鼓、掌舵及敲
锣，每船共 13 人。比赛时，两
两捉对，二船船尾以草绳系在
水面木桩之上。号令声响之
后，木桩旁有专人执镰刀隔断
草绳，船上桡手一同发力，催得
龙舟破浪向前。

“无头臼”的比赛多由乡村
自发举办，各村以“生产队”或
祠堂、社团为单位组织队伍参
赛，视本村水域定比赛路线，大
多比赛在池塘、小溪中举行。
比赛时，水中插上一排整齐的
翠竹，既当比赛路线的标注，又
可作为选手及观众对于距离
的参照物。龙舟需在水域的
边缘掉头，划至对面边缘，如
此环绕场地二到四圈不等，最
终于起点的木桩处“抢青”。
木桩又称“龙门关”，在龙舟进
行最后一圈的掉头过程中，有
专人将系着红绳的红花（石榴
草）插在木桩之上，代表着平
安吉祥。“抢青”时，最先抵达
的龙舟击鼓人与左头桡共同
勾起“红花”，即为获胜。比赛
双方往往相差一鼓槌或一木
桡的距离，竞争激烈。

在澄海区上华镇，这里的
“无头臼”龙舟几乎遍布整个区
域。在上华镇下陈村，年过花
甲的陈守好有着数十年制造龙
舟的经验，至今保留着手工制
作龙舟的习惯。据老人介绍，
其祖父在一百多年前来到此地
落户开设造船厂，为当地带来
造船、修船的技术。如今技艺
传到自己身上，上华镇及周边
地区六十余艘龙舟，几乎都是
他制作及每年维护的。

陈守好回忆，“无头臼”龙
舟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运输船
相似。当年，人们用这些运输
船在韩江中耙土，用作农田的
肥料，并运输种子、稻谷等农
产品。

“别看这种龙舟小而简，但
其中还有许多讲究之处。”陈守
好介绍道，例如船头与船尾上
系草绳的洞，头圆尾方，寓意天
圆地方。在制作龙舟时，要选
优质木材，根据木材特性进行
拼接。由于船体多为弧形，如
何拼接组合考验造船人的技
术。用平头船钉连接木料，再
用“勾头”船钉连接舱板，整体
成型后，便是修填缝隙、打磨抛
光、上防水桐油等一系列工序，
尺寸、船钉等规格，都要精细到
每个船舱中的每块木板。既要
龙舟下水不漏，内外光滑平整，
又要根据祖传的规矩，制定带
有美好寓意的尺寸。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传
播办主任鄞镇凯认为，旧时潮
汕地区水路发达，小船作为人
们的劳动工具，在闲暇之余还
起到娱乐的作用。大家在农作
之余相约用船竞渡娱乐，这种
方式很少受到天气、环境、时间
的 影 响 ，具 备 趣 味 性 和 观 赏
性。同时，在龙舟比赛的过程
中，大家还可沿途观察水路情
况，在溪流中探查堤坝、沿岸是
否有需要修缮的地方，这背后
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产，可以
说，划龙舟还是一项民间定期
举行的“水利活动”。

在汕头，许多人自小就在
心中埋下划龙舟的种子。就桥
头社区而言，据陈长强介绍，许
多小孩对于划龙舟热情高涨，
不到十岁就开始参与。由于世
代邻水，他们熟悉水性，在长辈

耳濡目染下，自小就召集伙伴，
以长板凳为“龙舟”，一边学习
赛龙舟的划桨动作，一边模拟
练习。

2017 年，桥头社区龙舟队
入选汕头市非遗项目。为了更
好地发扬与继承传统文化，他
们新制了龙舟，设立龙舟训练
基地，购买专业龙舟训练设备，
日常邀请专业老师前来指导，
以此提高队员的技术，打造专
业的龙舟队伍，同时外出与潮
州、揭阳甚至福建等周边地区
的龙舟队交流切磋。

陈长强表示，他们准备打

破过往以村落、社区、祠堂为单
位的传统理念，面向潮汕地区
招募队员，“只要有兴趣，都可
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龙舟队，
接受专业老师的指导。”

桥头龙舟广纳百川，还体
现在其他方面。在 2017 年汕
头市龙舟非遗桥头传承中心
主办的“潮汕三市龙舟邀请
赛”上，汕头国际海员俱乐部
就组织邀请来自菲律宾的抵
港 外 轮 海 员 观 赏 赛 事 。 在
2019年的桥头龙舟邀请赛上，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龙舟队
亮相桥头，这支队伍由学院的

外籍教师组成。副校长兼总
干事柯根曾在美国波士顿大
学参加龙舟比赛，因为倾慕中
华文化，特别是潮汕民俗文
化，所以带领师生一起加入赛
龙舟的行列。

陈熙忠表示，目前他们正
在积极谋划，希望借助入选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契机，打造“桥
头龙舟文化节”，在节日上增加
龙舟谜会、书画笔会、潮乐演奏
等传统活动，规划龙舟文化旅
游线路，让桥头龙舟的鼓声不
绝于耳，吸引更多人来到桥头，
感受龙舟文化。

据学者闻一多先生的考
证，端午起源于中国古代南方
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
闻一多认为，古代的百越民族
以龙为图腾，投粽于水是献给
图腾神的祭品，乡民断发文身
以显示自己龙之子的身份。每
年的五月初五，在急鼓声中用
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
上竞渡，是祭仪中半宗教半民
俗的神人共娱节目。

作为潮汕主要的民俗活
动之一，赛龙舟在汕头地区自
古有之。早在宋、元时期，便
有村落置村鮀浦及周边（今汕
头 鮀 江 、月 浦 街 道 周 边 一
带），大多由外地渔民难民、
商人举家迁移，或是作为军事
用地，其后士兵安家落户。当
时，各地已有过端午节的习
俗，落籍此地的人们保留传统
习俗，沿袭至今。

据潮汕地区现存最早的地
方志《东里志》中记载：“（五月
初五）水乡竞渡，大城所结彩为
龙舟，或以彩纸糊之，各扮故
事。”由此可见潮汕地区赛龙舟
旧时的盛况。

据桥头社区老年人协会会
长陈熙忠介绍，桥头社区的赛
龙舟风俗，始于清咸丰年间，迄
今 已 有 150 多 年（ 一 说 130
年）。在旧时，当地沿海贸易繁
盛，时常受到台风海潮侵袭，居
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乡民认
为台风海潮为患，是海里妖魔
鬼怪在作乱，应请龙王爷消除
灾祸，保一方平安，因此有人倡
议造龙舟，每年祭拜龙王爷，举
行龙舟赛。

经过漫长的发展，如今潮
汕地区的龙舟有多种样式。正
规的龙舟由龙头、龙颈、龙尾组
成。龙身半圆而长，宽1.4米至

1.6 米，能容纳 12 对桨、16 对
桨、32 对桨不等，最长的可容
纳 52 对桨。龙舟分红龙、黄
龙、青龙、白龙数种，龙身龙腹
按麟甲模样涂彩，并根据红、
黄、青、白龙种，突出各种颜色。

“每一项民俗活动都有其
背后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作
为一项全民参与的竞技比赛，
各地的龙舟竞渡因地制宜，根
据水文、地理、村落等自然人
文条件，各有特色，成为凝聚
人心、展现力量与文化的特定
活动。”汕头市文化馆副馆长
陈少冰表示。

“扒龙舟”这类非遗民俗、民
间传统，如何进一步焕发更为
引人的光彩，收获更丰厚的文
旅效应？业内人士指出，与其
过度挖掘传统民俗的“表演”、

“比赛”属性，不如回归本源，努
力挖掘本土文化存在、延续、壮

大之“根”。很多民间民俗和传
统文化，只有在本村本土的环
境下，才有那种“气场”，才能焕
发出非凡的魅力。有的民俗有
很强烈的表演和竞赛特征，但
也只是一种附着在表现形式上
的一种“附加属性”，过度挖掘
而不回归“文化”这道根脉，是
难有长久和深入的吸引力的。
在村居全员参与的氛围下营造
出来的深度共鸣，才是民间民
俗和传统文化之“魂”。汕头民
间热衷的“扒龙船”民俗文化，
其所蕴含的敢于拼搏、勇于进
取、自强不息、团结宗亲、联结
相邻、祈福尚用等人文精神，是
它最鲜明的精髓根柢和文化性
格。保护、发掘本土民俗和民
间文化，最重要的是重视好每
个乡村独有的风格传统、文脉
特色，致力于乡村特色文化的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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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龙船”非遗民俗在汕头市桥头社区等地盛行，蕴含勇于进取、
联结相邻、祈福尚用等人文精神，成为当地打造文化节日的重要依托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
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

剑，鼓声劈浪鸣千雷。”唐代张
建封的《竞渡歌》写出了端午赛
龙舟的盛况。

作为一项传统民俗，端午赛
龙舟在潮汕大地同样广受人民
群众的喜爱。临近端午，汕头
多地的龙舟陆续开动，在各村
的水域上传来“咚咚”的鼓声，
展现着独特的力量与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