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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赛龙舟海上赛龙舟，，竞渡越千年竞渡越千年

编 者 按

端午佳节至，龙舟竞渡忙。在福
建，不仅有河上、湖上的赛龙舟，还有
别具一格的海上龙舟竞渡。

闽在海中。从远古时期南岛语族
依靠独木舟完成跨越大洋的海上探
险，到沿海各地“大同小异”的海上龙
舟竞渡，源远流长的海上龙舟文化为
福建海洋文化增添了丰富内涵和亮丽
底色，也让海上龙舟穿透时空成为古
往今来福建人特有的血脉记忆。本期

《潮声》聚焦我省沿海各地海上龙舟竞
渡的特色，探寻吸引一代又一代闽人
坚守与奔赴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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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端午节，岁岁龙舟赛。
今年的端午，与往年相比，气氛和气势都令人耳目一新，

不仅彰显浓浓中国味，而且颇见国际范。
先说福州的国际龙舟邀请赛。6 月 10 日，来自全省各地的

龙舟俱乐部、高校及港台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 47 支龙舟队齐
聚福州，逐浪浦下河。国内外健儿在河面闹翻了天。那场面，吸
引了远近八方游客前来一睹为快。

在八闽，更有各种各样的海上龙舟赛，把过端午的激情，
推向一个个高潮。

在石狮蚶江海面，两岸龙舟健儿弄潮古渡、击浪飞舟、泼
水狂欢，赛出浓浓同胞情。

在莆田湄洲湾，渔民们逐浪大海、击楫潮头，体现海边子
弟爱拼善赢、抱团攻坚的精神。

在泉港峰尾，海上赛龙舟是盛大的民俗活动，当地制造的
福船，是世界非遗技艺，曾在郑和下西洋中发挥巨大作用。

在宁德漳湾，年年海上龙舟赛，激发闽东人民奋发向上的
创业激情，在产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拼出锂电池、新能源汽
车等几条千亿产业链和宁德时代、青拓等世界级企业。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午
节等，是中国汉族的传统节日。这个节日集拜神祭祖、祈福辟
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包
含了古老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方面内容，与春节、清明节、中
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端午正逢夏初时节。在古人的观念中，五月是“毒月”，“五
毒”（毒蛇、蜈蚣、壁虎、蜘蛛、蟾蜍）渐渐复苏伤人。因此，有些
地方端午民俗与禳灾辟疫有关。比如在南京，端午这天，传统
人家要悬挂天师图、钟馗像、五毒图，以驱鬼辟邪。过去，南京
人用彩帛、通草制五毒虫形状，盘缀在大艾叶上，插挂门上，叫
作“五毒牌”。端午日，妇女们还要制香囊、佩朱砂囊、簪榴花，
小孩子臂系五色线，穿虎头鞋，身披“老虎被”，作为除恶逐疫
的符号。端午节的起源，因各地历史文化不同，产生了多种起
源学说，楚人纪念的是屈原，越人纪念的是勾践，吴人纪念的
是伍子胥和曹娥，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的纪念对象。但就全国而
言，以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和最大。数千年来，大部分
汉人，为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忧国爱
民而志难申、愤而投江的历史，形成包粽子、赛龙舟、挂艾叶等
民俗，流传至今。

端午节这一古老的节俗，在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东
亚韩国、日本，颇受重视。东南亚越南、印尼、新加坡等国，过端
午的习俗也风靡民间。

2005 年，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9 年 9 月，由湖北秭归县
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黄石市的“西塞神舟会”及湖南汨罗市
的“汨罗江畔端午习俗”、江苏苏州市的“苏州端午习俗”四部分
内容打包组成的“中国端午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使其成为中国首个入
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端午节两度申遗成功，不仅让
更多人开始关注端午，也认识到了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在我的故乡，端午节是小时候十分盼望的一个节日。每到
这天，母亲一早就到山上采摘桃枝、艾叶等五色草，回家煮开
水，供一家人洗浴。据说，用五色草煮的热水沐浴，可驱邪消
疫，保平安健康，所以，我们乡下几乎家家都很重视。这天，家
家户户还挂菖蒲、包粽子，用五彩线缠的彩袋装红蛋等，充满
很强的仪式感，回忆起来满是温馨美好。

端午节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人类非遗项目。端午赛龙
舟，从汨罗江走向全国，再走向东亚东南亚，是中国文化从内
地向海扩散、向外传播的一个缩影。端午纪念的是诗人屈原，
弘扬的是中华民族兰香馥郁的崇高气节、坚贞不渝的爱国主
义精神，彰显的是与天地日月同辉的浪漫主义情怀。从先秦至
今，这种气节，这种精神，这种情怀，随着《离骚》《天问》《九章》

《九歌》等不朽的诗句，随着端午龙舟的声声吆喝，早已深深契
入中国人的基因，融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成为一个民族激荡
前行、生生不息、守正创新的精神动力，成为中国人走遍天下
而不忘根脉的文化魂魄。

在传承千年的端午节，看到沿海闽人在天高水阔的海面，
以团队精神，合力奋楫、浪遏飞舟的场景，我们倍感振奋、备受
鼓舞，仿佛有一股劲头、有一种激情，从浪尖飞溅而来，洒遍我
们身上，唤醒我们扬帆海面、驰骋世界的意志和梦想！

世界上最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辽阔的，是天空；比天
空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海上龙舟冲浪，追逐的正是心灵的
远方、心中的梦想。

海上赛龙舟，赛的是气势，赛的是精神。今天，我们面对经
济社会转型升级带来的压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带来
的挑战，尤其需要这种不服输的气势和精神，精诚团结，积极
合作，举国上下拧成一股绳，敢跨风波险恶，敢越惊涛骇浪，在
重重阻力中，冲在前、胜在前！

海上龙舟
逐梦远方

□刘益清

重午龙舟岁岁陈，轻凫飞燕各如云。6
月 10 日上午，莆田市北岸经开区东埔镇东
吴村海岸边，村民、游客早早聚集，等待一
场一年一度的海上民俗盛典——海上龙舟
竞渡。

龙舟赛前，还有个热闹非凡的五帝爷
绕境巡游祈福仪式，沿街群众簇拥观看，鞭
炮锣鼓隆隆作响；海面上，龙舟赛手神采奕
奕，整队热身中掀起阵阵水花，海岸边，围
观群众挥手欢呼，很快聚集万余人。巡城完
毕后，大家在东吴村关帝庙沙滩前集结，开
始龙舟竞逐祭海仪式。仪式古朴而又隆重，
海岸上摆好香案，竖起仪仗，由当地群众中
最年长者担任主祭人，面对着大海敬香、敬
粽，而后礼炮齐鸣，海面龙舟跃跃欲试。

随着一声令下，两艘龙舟似蛟龙出水，
在声声喝彩中飞桨逐浪，奋楫向前，船身劈
开阵阵海浪，宛若白色织带。每艘龙舟配舵
手、锣鼓手，24 人一船，往返于东吴、梯亭
村之间海域，全程约 3公里。

“这对当地居民来说，是十分盛大而隆重
的年度民俗活动，通常需要提前几个月筹备，
由各村在报名对象中选拔有力的男子，组成
龙舟赛手。而一艘船上最重要的舵手位置，往
往由海上经验丰富的老渔民担任。”东吴村村
副主任吴国华告诉记者，当地的海上龙舟活
动，并非以竞赛的形式开展，更多是注重虔诚
的仪式过程，表达代代吉了寨人民向往和平、
祈求平安的美好愿望。

行船的这片海域，是古代吉了港所在
地，位于北岸经开区华胥山麓临海的东西
两澳，古称鸡了、系蓼，宋代称吉蓼，是海防

古城。
凭借独特的海防地理条件，过去，吉了

港不仅是渔港、商港，更是海防要地、军事
港口。“吉了寨端午爬龙船”习俗便与此有
关，其起源可追溯到宋代。据《莆田县志》记
载，宋熙宁四年（1071 年），建系蓼寨，驻有
水军以据海盗；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
江夏侯周德兴修建系蓼寨，旧称吉蓼寨，以
抗击倭寇；正统九年(1444 年)，兴化府南日
寨自南日岛迁址吉蓼寨，驻防水军数千人。
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三月，南日寨把总
黎鹏举率军在吉蓼寨御倭，击沉倭船三只、
斩倭百余人、俘倭 87 人，溺死倭寇众多，史
称“东吴大捷”。

当时的吉蓼寨设有海上军士训练科目，
后与端午习俗相结合，演变成为当地“爬龙
船”习俗，至今已有近千年的传承历史。如今
由吉寨中心村东吴、吉城、梯亭三个行政村
共同举办海上龙舟仪式，从农历五月初一开
始，一直持续至五月初五，初五当日达到活
动的高潮。

“‘吉寨端午赛龙舟习俗’是沿海人民
纪念南日水寨英勇抗倭历史、驱倭镇邪，祈
求胜利平安的重要民俗仪式。”据北岸党工
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陈顺兴介绍，传承至
今，逐步演变成一年一度的大型民俗系列
活动，展现当地人民敢于拼搏、团结互助及
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随着时代的发展，

“吉寨端午赛龙舟习俗”成为一项扣人心
弦、引人入胜的文化体育盛事，被莆田市人
民政府公布为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吉了港：海防古城看龙舟习俗
□本报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郭霖霞

宁德蕉城区八都镇云淡村，位于蕉城区
第二大海岛——云淡岛上。岛上居民向海而
生，围垦种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产生活
方式。

云淡村的海上龙舟竞渡远近闻名。每年
端午节前后，当地都会举行隆重的海上龙舟
赛。传说，明嘉靖时期（1522—1566 年），倭寇
侵扰闽东沿海，云淡及周边海域人民备受祸
殃。在抗倭过程中，云淡人就地取材，利用当
地一种名叫“溪里仔”的江海作业小船，配合
戚家军海上作战。这种船便于操作，且速度
快，因为独特的划桨方式，民间俗称“押把
桨”，即左右桨位固定于船头略后的左右船
舷，人侧立于船上双手执桨，左桨先划，右桨
后起，使之前进合力作用增大，船行速加快，
逐渐形成了海上行舟的文化习俗。平倭后，

云淡端午太平龙舟竞渡习俗更加鼎盛，在纪
念屈原、王审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纪念抗
倭名将戚继光。现代更扩大演变为一种群众
性体育竞技项目。

云淡村近千年的海上龙舟文化，是早期
驱邪禳灾形态在闽东遗存的“活化石”。2018
年，云淡村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
国海上龙舟文化之乡”称号，“云淡海上龙舟
竞渡习俗”更是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入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云淡村的海上龙舟竞渡，不仅有着与

众不同的形式，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其中，“母船巡海洗港”全国独有。这一活动
由“母船巡海洗港”仪式和龙舟竞渡活动两
个部分组成，“母船巡海洗港”用于驱邪安
魂 ，而 子 船 则 用 于 竞 渡 。在 龙 舟 赛 开 始 之
前，母船进行巡海“洗港”活动，祈求风调雨
顺、吉祥平安。随后，参赛的龙舟队在宽阔

的海面上展开激烈竞赛，鼓手们统一着装、
蓄势待发，随着一声令下，便劈波斩浪、奋
勇向前。

“云淡村海上龙舟文化历史悠久，村里
每年都举办云淡龙舟竞渡活动，吸引大批游
客前来观看。这不仅增强了乡间邻里的交
流，也更好地展现了乡村风貌和文化底蕴。”
云淡村党支部书记林宜杰表示。

“这里的竞渡习俗是我们对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弘扬团结奋进精神的一种热爱
和坚守。”云淡村龙舟队相关人员说。如今，
云淡村的海上龙舟文化已成为一张名片，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和感受这一
独特的文化魅力。同时，当地也在不断地探
索和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
让海上龙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云淡岛：母船巡海子船竞渡
□本报通讯员 褚子强 兰滨滨

“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施辰静 摄

两艘龙舟在欢呼声中驶向吉了港海面。
陈惠贞 摄

连江定海湾海上龙舟竞渡场面
陈成志 摄

金鼓齐鸣，百舸争流，人声沸腾……5 月
25—26 日，2024 年第十七届“嘉庚杯”“敬贤
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暨第九届中国龙舟拔河
公开赛在厦门市集美区龙舟池举行。比赛期
间，集美龙舟纪实摄影展亮相龙舟池畔，让观
众穿越时空，感受集美龙舟池的历史变迁。

在闽南方言里，舟船竞渡被称为“别舲
舳”，意为竞渡的两艘舲舳相别，“别”的目的
是给对方使绊子。集美别舲舳文化源远流
长，清道光年间《厦门志》记载，集美端午龙
舟赛至今已有 200多年历史，早年端午节，集
美自发组织海上十八龙舟赛。

而集美真正意义上的龙舟赛是由华侨领
袖陈嘉庚发起的，目的是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以及增强人民体质。由陈嘉庚筹建的集美龙舟
池，则是我国第一个龙舟竞技赛专用人工池。

1950 年 9 月 5 日，陈嘉庚回到集美定居，
之后开始改革传统的“斗龙船”。他将两船相
斗改为多船同赛，并且发动女子参与，还将
田径场上百米竞赛的规则应用到龙舟赛上，
统一打造比赛用船，改“相别”为公平竞技。
这项传统民俗竞技活动被他纳入教学活动
中，以龙舟赛为主带动集美学村的师生和村

民参加各项体育活动。
1951 年端午节，陈嘉庚主持的第一届集

美学校龙舟赛在海上举行，因遇上大风浪，
改翌日继续举行。在观看了海上龙舟赛之
后，陈嘉庚先生认为不但不安全，且有许多
不便之处。为了避免海上风浪带来的安全隐
患及潮汐涨落的时间制约，同年，陈嘉庚筹
建龙舟赛用池。

陈嘉庚在海滩上先后筑堤建了内、中、外
3个池子，其中外池是 1955年建的，就是现在
的集美龙舟池，宽300米，长800米，总面积24
万平方米。他还在龙舟池畔建了式样各异的

“启明”“南辉”“长庚”及“左”“右”“逢”“源”7
个亭子，形成“七星拱月”的美丽景观。

除了修建龙舟池，陈嘉庚还于 1953年督
造了 6 艘龙舟，改变过去以渔船代替龙舟比
赛的状况，推动龙舟制造设计与工艺水平的
提高，几经更新换代，最终设计制造出可载
20名运动员的集美龙舟。

根据资料记载，1955 年集美的端午龙舟
赛就在新建的龙舟外池（即现在的龙舟池）
举办，由于设施改善、规模扩大，当年的赛事
影响巨大。

有场所，有比赛，自然要有比赛规则，但
是在当时，国内并没有规范的龙舟赛事。1954
年，陈嘉庚亲书《集美龙舟竞赛小纪》一则，专
门介绍当时恢复与改革龙舟赛活动和计划，
他写道：“本社每年五月五日仍举行龙船竞
赛。本年端阳节龙船竞赛，系在中池内，新造
龙船6只，每只港币400元，可坐16人，中池东
狭西宽，长仅 1000 米，厦门及他处要参加竞
赛，不便接受。我按明年端阳节，如外池略浚，
面积比中池大，可容龙船十余只同时竞赛，并
可以接受沿海多处来此竞赛。”1956 年，经过
几届龙舟赛的摸索和创新，《一九五六年端阳
节龙舟比赛办法》诞生，集美的这一比赛办法
成为日后制定我国龙舟竞赛章程的蓝本。

1957 年端午节，陈嘉庚先生邀请厦门同
安、海沧、杏林等各区的 86 个乡社龙舟队
1500 多人，到龙舟池参加比赛。他在主席台
上讲话，这次比赛还被拍成新闻纪录片。

陈嘉庚在世时，集美共举办了 11次龙舟
赛，其中有 7次由他本人主持，每次比赛都是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池中龙舟飞渡，岸上人
山人海，其盛况正如闽南俗语所说“五月五，
龙船鼓满溪路”。

1985 年，海内外集美校友为缅怀集美学
校校主陈嘉庚先生，继承和发扬嘉庚先生伟
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把集美龙舟赛正式冠名
为“嘉庚杯”龙舟赛，同时特设流动的“嘉庚
杯”，并于 1987 年举办首届“嘉庚杯”国际龙
舟邀请赛。

1995 年，为纪念陈嘉庚先生的胞弟、集
美学校的二校主陈敬贤先生，龙舟赛又增设
了一个“敬贤杯”，将其作为女子组总决赛的
奖杯，将原来的“嘉庚杯”调整为男子组总决
赛的奖杯，此后集美龙舟赛就以“嘉庚杯”

“敬贤杯”同时冠名，集美龙舟赛一赛两杯，
男女分设，在全国龙舟赛事中独一无二。

每逢端午节，四邻城乡百姓都汇集到集
美学村龙舟池参加或观赏龙舟竞赛。自 2006
年起，为加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打造集
美特色的两岸文化交流平台，集美举办了首
届“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2008
年 ，海 峡 两 岸 龙 舟 赛 升 格 为 国 家 级 赛 事 ；
2010 年，海峡两岸龙舟赛成为海峡两岸文化
交流重要项目；2011 年，龙舟赛升格为海峡
两岸（集美）龙舟文化节，规模进一步扩大，
活动内容更加丰富；此后，集美又新增设“男
子 23 人龙舟拔河赛”，首届中国龙舟拔河公
开赛落户集美龙舟池，开创中国龙舟拔河公
开赛正式竞赛项目的先河。

时至今日，海峡两岸龙舟赛渐成体系，
不仅成为弘扬嘉庚精神、推进文体旅融合的
品牌活动，同时也是密切海峡两岸民众血脉
相连、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的重要平台。

集美：陈嘉庚与海上龙舟赛的故事
□本报记者 田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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