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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0日是“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当天上午，“非遗潮

未来·龙腾大湾区” 2023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

会场 （东莞） 暨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 龙舟邀请赛，在东莞

市沙田镇开赛。

作为岭南文明重要发源地

之一，东莞多种岭南特色非遗

文 化 声 名 远 扬 ，“ 非 遗 + 文

创 ”“ 非 遗 + 潮 玩 ” 等 “ 非

遗+”深度融合上具有突出优

势。在东莞沙田举办的粤港澳

大湾区 （广东） 龙舟邀请赛，

以粤港澳龙舟点睛拉开帷幕，

起龙、巡礼、竞渡等传统端午

节主打环节精彩纷呈。大赛共

邀请来自粤港澳三地的 18 支

龙舟队伍、540多名运动员同

台竞技，包括香港沙田同心龙

舟队、香港警察龙舟队、澳门

独木舟会龙舟队等 9支港澳龙

舟队伍，以及大湾区内广东 9
个城市的 9支龙舟队伍。

从地理位置上看，东莞

江、湖、山、海一应俱全，域

内栖居着广府、客家、疍家世

代子民。历史上，东江自东向

西穿过东莞腹地，编织出纵横

密布的河涌水道，在入江口堆

积成大大小小的沙洲，境内沙

田、中堂、万江、道滘、洪梅

等地便是如今的东莞水乡。往

昔 的 “ 出 门 见 水 、 举 步 登

舟”，让东莞人与水和舟结下

了不解之缘，孕育出如今独特

的龙舟文化底蕴。早在上个世

纪 90 年代，沙田龙舟队就代

表国家征战夺得多项冠军。

从农历四月初八“起龙”

开始，到农历五月十六日最后

一场龙舟景结束，在“龙舟

月”里，东莞各个村镇使尽浑

身解数偷偷“内卷”，只为能

在比赛中争夺荣誉。

在东莞水乡，随处可见龙

舟队积极备战的身影，如在船

尾增加轮胎进行训练、在岸边“静水”训练。即便

炎炎烈日晒得皮肤黝黑，或是加班加点“挑灯夜

战”，大家也乐此不疲。

近日，一段东莞高埗的龙舟队员在陆地上模拟

划龙舟的视频走红网络，网友戏称“‘动力车间’

被曝光了”。这套陆地龙舟训练装置是由两台不锈

钢架，悬吊着一艘龙舟组合而成。该装置充分

利用了定滑轮的杠杆作用，秘密武器则是每个

座位旁边安装的铁桶，铁桶里装满了泥沙，用

于增加阻力。这是前期陆地体能训练的内容。

划动船桨时，铁桶在滑轮作用下便会升起，通

过往铁桶里添加不同重量的沙子，可以调整训

练强度。平时，队员们从 10 斤开始训练，逐渐增

加重量，到如今每次训练铁桶都会装满 30 斤重的

沙子。一名年轻队员称，从一开始的 30下，到 50
下再到 100下，第二天经常腰痛手痛浑身痛，满手

都起了茧子。

东莞市高埗镇芦村村龙舟队的教练透露，这套

装置叫“龙舟拉力器”。“在这上面训练比较好教一

点，比在水里面要方便。我们以最大的力量练 450
下，一次 150下、一个晚上 3次。”

不间断地拉动铁桶 150次，龙舟队员才可以稍

作休息。但他们却纷纷表达出自己对龙舟的热爱。

“喜欢这种团队氛围，就是一起咬着牙、拼着劲、

往前冲。”一名队员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两岸人声笑不语，满河萧鼓闹龙

舟。”清代云南昆明诗人朱绂在 《竹枝

词》中描写的端午节龙舟竞渡一景，如今

在昆明海埂大坝滇池草海水域复现。6月
16-18 日 3 天里，来自国内外的 108 支龙

舟队伍在滇池劈波斩浪，奋楫争先；海埂

大坝上人山人海，观众欢声四起。

这是第 11 届中国大学生龙舟锦标赛

暨第 2 届昆明滇池国际龙舟争霸赛的现

场。参赛选手分别来自中国、德国、俄罗

斯等 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39所高校的

77 支龙舟队引入注目，大学生的青春活

力让大赛激情四射。

“我喜欢划船时乘风破浪的感觉，喜

欢大家一起积极向上。”闽江学院大二学

生陈培雯说。

陈培雯从小打羽毛球，在她看来，比起

个人项目，龙舟这种团队项目更让人感受

到团队的氛围。团队的力量让自己不放弃，

尤其是在 500米直道竞速最后阶段撑不下

去时，是大家的鼓励让自己坚持下来。

“大家一起喊号子时特别有力量。”北

京大学龙舟队队长郭靖媛说。郭靖媛是博

士研究生，担任队长 1 年多。在她看来，

龙舟队是一个让人成长的地方。在团队里

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感受，要懂得去配合。

作为队长，郭靖媛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是每年怎么吸引新人来加入龙舟队。他们

的招新广告都特别吸引人：“入队之后不

仅可以免费锻炼，还可以接受专业指导

哦！”“奔跑、跳跃、跨栏、折返……经历

一整个晚上有氧运动的轰炸，你还会担心

体能不好、瘦不下来？”

“龙舟上的气质和氛围，和其他运动

不一样，会感染每一个人。”郭靖媛说。

郭靖媛介绍，加入龙舟队的队员从本

科生到博士生都有，不少人一开始都是水

上运动的“小白”，但很快就被这种氛围

所感染。团队的氛围感、存在感、集体

感、凝聚力，是每个龙舟队员最看重的。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女子龙舟队队员，

全部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这些经常在

室内唱歌、跳舞、弹钢琴的女孩儿，先要

在 10 多天里学会游泳，然后在户外顶着

暴晒学习划龙舟。她们每个人的皮肤都晒

得黝黑，散发出健康的光泽。

“身体素质提高了，运动能力和表现

力会更强。”该校大一学生王思淼说。

云南师范大学龙舟队队长尹邦德是体

育教育专业大三学生，他先参加了学校的

舞狮队，后来又报名龙舟队。他说，龙舟

队讲的是“同舟共济”，大家都在一条船

上，每个人都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除

了划手外，鼓手和舵手的配合也很重要。

鼓手要保证鼓声和划桨落水的频率一致，

舵手则需要及时调整龙舟方向，确保整条

龙舟不侧翻。当进行到比赛中后期时，划

手会感到疲倦，这时需要鼓手改变鼓声频

率，帮助划手调整到最佳状态。“这就是

团队精神。”他说。

“热爱让他们聚在一起并坚持下来。

热爱会感染到团队的每一个人。”浙江大

学龙舟队教练翟旺旺说，龙舟虽然有趣味

性，但龙舟训练以力量和拉伸为主，除了

室内体能训练以外，队员们还要到户外河

道训练，常常练得全身酸痛。与室内的体

育运动相比，又晒又累的龙舟训练需要同

学们更多的意志力。

中山大学龙舟队教练赵云雷也认为，

比起荣耀和光环，他更希望龙舟带给同学

们的是在逆境中成长、克服困难、追求梦

想的力量。

中山大学从 2003 年就开始发展龙

舟水上运动，是华南地区最早建立龙

舟队的高校。赵云雷担任教练已经 10
多年，同学们称他“流水的队员铁打

的赵老大”。

赵云雷说，很多孩子在中学阶段因学

习压力大，放弃了体育锻炼，这增加了大

学体育训练的难度。多年来，他一直通过

体育素质教育，帮助同学们重拾对体育的

热爱。“以运动改善体能和心理状况，提

高心理素质。”

在闽江学院龙舟队教练高林华看来，

大学建立龙舟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高林华的家乡是福建漳州市东山岛，

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划龙舟，每年端午热闹

的龙舟赛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快乐。但随着

年轻人外出打工，会划龙舟的青年越来越

少。作为代代传承的乡土民俗，龙舟不是

什么高端的运动项目，任何人都可以参

加。龙舟进入大学，把同学们紧密地凝聚

在一起。他们在摇旗呐喊、鼓声震天中，

感受到传承千年文化的魅力。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龙舟

队带队教师李晓鸥也认为，龙舟不仅仅是

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因此，学

校不仅有学生龙舟队，还有教师龙舟队，老

师和学生一起拼搏、一起奋楫向前。

“大学肩负着复兴传统文化的责任。”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龙舟队教练林斯捷

介绍，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前身是创办

于 1866年的福建船政学堂，至今已有 155
年的办学历史，培养了民族英雄邓世昌、

铁路之父詹天佑等一大批英才。龙舟队的

成立，使龙舟文化和船政文化相融，能更

好地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此次大赛，除了水上龙舟、陆上龙舟

（即轮滑龙舟） 外，还设置了龙舟划桨体

验池，并配备讲解员和教练员，让市民体

验龙舟运动的激情和乐趣。

“鼓励年轻人参加龙舟比赛非常重

要，因为年轻人是这项充满活力的运动的

未来。”国际龙舟联合会副主席阿兰·范

德伯格在向此次大赛发来的贺信中说：

“年轻人的努力和付出，为龙舟运动带来

了更多的精彩和活力。”

他还说：“我想让你们记住，龙舟赛

是一个团队运动，别忘了玩得开心。”

这些大学生在龙舟竞渡中领悟传承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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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7日，2023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开锣。来自广东、香港、澳门、马来西亚等地的海内外125支龙舟队的近5000名选手在

珠江上逐浪竞速。图为比赛中的彩龙竞艳和游龙表演。 陈骥旻/摄

在今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上，传统龙、彩龙和游龙的

队伍均来自广州本地，汇聚了广州市龙舟赛事的佼佼者。图为

传统龙组别比赛现场。 陈骥旻/摄

日前，第十三届“荔枝湾·新西关”民俗文化活动——“五月

五·龙船鼓”之起龙仪式在广州荔湾湖公园举行，图为泮塘村民

“起龙”。 广州市荔湾区文广旅体局供图

团队的氛围感、存在感、集体感、凝聚力，是大学生龙舟队员们最看重的。图为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龙

舟队员展示获奖奖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摄

扫一扫 看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 洁

“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是中国人端午节

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在粤港澳大湾区，不少

年轻人踊跃参加到有仪式感的龙舟竞渡中。龙舟

鼓响、桨楫翻飞、水花四溅……城市中蛛网密布

的珠江河道热闹非凡，地道的广府文化与高楼林

立的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发现，这群划龙舟的年

轻人几乎都不是专业运动员，他们的本职工作有

教师、医生、消防员、粤菜师傅、商人等，出于

对龙舟的爱好走到了一起。

龙船“起龙”

在广州市黄埔区文冲村陆氏大宗祠前的池塘

边上，近百名村民正在举行一场隆重的起龙船仪

式。“起龙”，就是将埋藏在水下、被淤泥覆盖的木

龙船“唤醒”。这些龙船平时被埋在村边河涌的淤

泥里，或在专门建造的龙舟坞的水里。这一天，龙

船被村民挖出、洗净，为今年的龙舟活动做准备。

撬开木板、放闸、排水……在激昂的鼓声

中，几名健壮的文冲青年双腿没在闸口的水流

中，随着闸口的木板被撬开，龙船坳的水流涌向

流入珠江的河道。船坳边上，围观群众兴致勃勃

地望着起龙船的过程，小孩子们更是兴奋得手舞

足蹈，模仿大人打鼓的动作。

“之前龙船一直藏在龙船坳里，今年终于有

机会挖出来了。”文冲社区党委副书记李少锐

说，社区已有 6年没动过龙船了。

随着船坳里的水逐渐排出，龙船两端慢慢露

出水面，露出了狭长的身躯。由于受珠江涨潮影

响，排水较慢，临近最后阶段，村民们跳入水

中，奋力用铁盆将船身中的泥水舀出。龙船被挖

起后，村民们开始冲洗船身内外的污泥、水垢，

这只由原枝坤甸红木制作的龙船很快焕然一新。

“起龙”之后，龙船经过装饰修整和一系列

仪式后，便赴各乡“趁景”。各地将龙船精心装

扮，配备舵手 （头、尾艄公）、桡手、鼓手，相

互探访，以龙舟会友。

夜幕降临，广州市黄埔区乌涌上又传来了

“嘿哟嘿哟”的号子声，岸上的市民不时呐喊助

威。白天上班、晚上坚持训练的李子轩来自珠江

村，他对龙舟的热爱源自爷爷，在很小的时候就

跟着爷爷去划龙舟，一直到现在。“我儿子今年

1岁，他也会经常看我训练，每当听到手机里响

起的龙舟鼓声，他都很兴奋。”在李子轩眼里，

或许这就是最好的传承。

炎热的夏夜，年轻的队员们在龙舟上用尽全

力划桨，动作规整统一、节奏明快，让龙舟在水

中飞速前进。曾获龙舟世锦赛冠军的运动员刘尧

森，在 2020 年退役后转型当了龙舟教练。在他

的指导下，村民们的体能有了明显的提升，划桨

动作也更加规范。早在两个月前，他们就开始日

夜备战龙舟赛。

“龙舟青年”的使命

如今，非遗传承成为年轻人津津乐道的话

题。“龙舟青年”正用他们的热情、能量带动起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守正创新、出新出彩，

为传统文化注入新动能。

去年北京冬奥会二十四节气宣传片中，具有

岭南特色的“龙头”带着水花跃出水面。这件作

品的主人，就是黄埔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龙舟龙头、龙尾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张伟潮。

“龙头需要经过选材、设计、开胚、雕刻、打

磨、上漆等十几道繁琐工序，才能成型。”张伟潮

细细讲起龙头的制作，不同地区的文化会孕育出不

同的龙舟样式，像东莞地区，龙头会偏大，粗线

条；广州这边，龙头比较小，竞技用的龙头更加威

风，巡游用的龙头则会偏温和，隐约透出笑意。

“黄埔的龙头，很多细节设计成了卷曲的形

状，在传统文化里叫作‘祥云纹’。”张伟潮说，这

种云纹的打磨，更需要持久的学习和锻炼，细节里

都是故事，这些才是龙头的文化韵味。

张伟潮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每个龙头在设

计之前，都要遵循一定的流程，到客户村落调研，挖掘

当地文化符号，和当地人开会讨论后确定方案，再动

手开工。张伟潮的龙头订单从春节排到了现在，他称

自己从春节开始没有休息过一天，凌晨 3点收工算是

早的，他不会因为追求订单数量而降低质量。

“其实是‘龙头’选择了我，不是我选择了

‘龙头’。”张伟潮说，他们世代生活在岭南水乡，

龙舟文化从未断层，划龙舟就是广府文化的一部

分，自己没有理由不喜欢。人生十二分之一的时间

都在划龙舟，它已经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在张伟潮看来，龙舟作为宗族传递的纽带，和不

同村落之间联谊结亲的纽带，是广府人日常生活抒

发情感的一种方式。由于端午节之外的日子不能划

龙舟，自己又特别热爱，就去尝试制作。尽管社会环境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觉得自己仍然有这个情

怀，也许“传承”就是他们这代年轻人的一种使命。

“划龙舟对于广州人来说，不只是一场比赛，

更寄托着乡亲们的情结，是维系不同村落的情感纽

带。”黄埔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陈秋敏表示，

希望能多举办一些活动或论坛，让年轻人了解龙舟

文化，吸引和号召更多人参与到龙舟文化传承中。

古老龙舟的青春诠释

龙舟文化古老悠久，年轻人却以各自的方式，

诠释着新一代传承与创新的故事。

郭树容是一名疍家文化研究者，也是一名画

家。当拿起画笔的那一刻，他最大的灵感来源就是

龙舟。如今，他已绘出 《龙腾盛世》等代表作，希

望能尽毕生之力把沙田龙舟的故事与精神记录下

来、传承下去。

来自东莞沙田中围村的郭艳婷、郭应冬姐弟，

出生于一个四代相传的龙舟之家，母亲冯伟莲是

1999 年参加第三届世界龙舟锦标赛并夺冠的队

员。如今，姐弟俩继承了这项运动，他们所在的队

伍还在 2019 年美国哈特福德市滨江龙舟赛上勇夺

冠军，打破了该赛事举办 20届以来的竞赛纪录。

土生土长的东莞中堂人郭裕良是一名医生，也

是一名龙舟文化“发烧友”。端午前夕，他来到中

堂镇中心幼儿园，给小朋友们开设龙舟课堂。郭裕

良对龙舟的喜爱在幼年就根植在心中，从小跟着大

人划龙舟，参加各个村子的龙舟景活动。

为了更好地传播龙舟文化，郭裕良陆续开设了

微信公众号、微博号、抖音号等。每到休息时间，

他就会集合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行走在中堂各

个村落，搜罗与龙舟相关的人文故事。如今，年纪

轻轻的郭裕良，对传统龙舟民俗、龙舟宗源、龙舟

故事以及各地龙舟差异，都能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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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中堂

的几家龙舟造船厂正在赶制订单。中堂的龙舟制作技

艺已有 300多年历史，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每年农历

二月至四月是造船旺季，今年中堂的 4 家龙舟造船

厂共接到 50多条龙舟制作的订单，与往年相比大有

增长。两个多月以来，师傅们一直加班加点赶生产。

从 9 岁起，霍沃培就跟随父亲在国营船厂帮

忙。 1972 年至今，他已经做了 51 年。霍沃培介

绍，每条龙舟根据大小规格，价格在 5万至 10万元

之间。今年，他的厂里一共接了 8张订单，既有本

地的，也有来自清远、增城、博罗等地的外地订

单。“今年是‘龙舟大年’，订单需求量特别大。考

虑到人手不够，在保障品质和交货时间的前提下，

我们不敢接太多订单。”

作为非遗传承人，霍沃培说，做龙舟的过程是

快乐的，但龙舟手艺的传承一度让他犯了愁。很多

年轻人吃不了制作龙舟的苦，不愿意学。 2000
年，霍沃培 16 岁的儿子霍明钊一走出校园，就被

他拉进船厂学做龙舟。霍明钊说：“那个时候比较

年轻，每次去学手都要起泡出血，但第二天还是要

继续，直到做完龙舟，伤口才能愈合。”

4年以后，霍明钊逐渐掌握了要领，做的龙舟越

来越好，长满老茧的手也不再容易被磨破。虽然手艺

还比父亲差得远，但年轻人的加入还是给传统的手

工艺带来了新的改变。“以前制作龙舟都是纯手工做

的，我是直接用工具做，我相信会把它做得更完美。”

而在冯沛朝龙舟造船厂，师傅们常常一边听粤

剧一边赶订单，给忙碌的工作增添了不少乐趣。今

年，广东省级非遗传承人冯沛朝接了 9个龙舟订单，

请了 9名师傅帮忙。除了在旺季制作传统龙舟，为了

适应市场变化，冯沛朝从 2010 年就开始琢磨制作

“小龙舟”工艺品模型，按照传统大龙船的架构，保留

原始工序、技艺特点、用材用料，进行等比例缩小制

作成小龙舟，以另一种方式传扬龙舟制作技艺。

来自东莞万江的黄智冬今年刚满 21 岁，从事

“龙头”雕刻却已有 8年。小时候，他经常坐着父亲的

摩托车到河边看龙舟训练，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描绘

龙头和尝试雕刻。初二时，他收到了一个“迷你”龙头

订单，捞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为提升技艺，黄智冬走访东江流域各大船厂虚

心请教师傅。2019年，黄智冬为万江的拔蛟窝社区雕

刻出全新的龙头；今年，他又为万江社区制作了特色

龙头，融入不少自己的设计风格。

黄智冬坦言，雕刻龙头是他

的兴趣所在，无论将来从事什么

职业，到了哪个年龄段，与志同

道合的伙伴一起“玩”龙头，弘扬

龙舟文化，都是值得一直做下去

的事情。

飞桨逐浪的湾区青年“玩转”古老龙舟

6月 20日，在广东佛山顺德区“水韵

勒流 龙腾湾区”2023勒流街道龙舟文化

月之“龙眼点睛”习俗活动现场，一幅长达

3米的国潮长卷《顺峰游龙图》首次亮相。

该幅长卷由佛山本土青年画家陈志

杰历时一个多月创作，以端午节赛龙舟

为行进视角串联画卷：“划”过春夏秋冬，

在两岸呈现顺德各镇街不同时节的非遗

节庆活动，以及隐藏在细节中的非遗技

艺，体现出顺德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作为“全国龙舟之乡”，顺德的龙舟

竞渡自古有名。为展现顺德龙舟竞渡的

壮美场景，长卷采用鱼眼摄影的构图手

法，让画面更加开阔大气。其中，长卷“C
位”便是独具顺德特色的“龙眼点睛”，成

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

值得关注的是，长卷以时间为轴，串

联起 10个镇街的民俗活动，包括春天的

人龙舞、八音锣鼓、观音开库，秋天的烧

奔塔、关帝侯王出游、水上婚礼和三字

经，冬天的陈村花会等。当中还隐藏了

不少传统非遗技艺，比如藏在建筑里的

顺德广绣、大良鱼灯制作，藏在云雾中

的香云纱染整技艺，藏在龙船饭中的均

安蒸猪烧猪、双皮奶，需要观众仔细寻找

挖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洁）

国潮长卷亮相 沉浸式走进“全国龙舟之乡”

《顺峰游龙图》全景。 佛山市顺德区委宣传部供图

《顺峰游龙图》“游龙”场景。 佛山市顺德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