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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点睛：全国各地，龙舟比赛开赛前或是龙舟下
水时大多会举行一场别具特色的点睛仪式，龙舟点睛
来源于“画龙点睛”一说，寓意平安吉祥。

龙舟特点：龙舟是一种长而窄的船只，船头常常装
饰成龙头，寓意着祥瑞和力量。龙舟的设计既注重速
度，又兼顾稳定性，确保队员能够在赛道上展现最佳的
划水技艺。

龙舟类型：目前龙舟赛主要有三个类别的龙舟，为
传统龙舟、标准龙舟和小龙舟。传统龙舟人数在30人以
上，因各地情况有所不同；标准龙舟为国际标准龙舟，人
数为22人；小龙舟主要流行于我国，只有12人。以前的
龙舟是用木制的，有一些地方用一根木头挖成，但现在
多用玻璃钢，便于维护。龙头和龙尾目前多用合成塑料。

人员配置：国际标准龙舟22人中分有1名鼓手、1
名舵手、20名划手。

鼓手：作用如同战场上的指挥官。鼓手通过击鼓频
率指挥划手，在冲刺阶段会加快击鼓频率令划手加快
桨频以达到提速的目的。

划手：整船的核心动力所在。以国际标准龙舟为
例，20名划手分成两排，船头前两行和船尾后两行划手
是队伍中最为强壮的人。

舵手：跟鼓手相呼应，掌握着整船的运动方向。舵
手有很好的水性和心理素质及方向感，在遭遇风浪时
能够及时令船保持正确的方向。

划桨方式：有站姿和坐姿两种，除个别地方采用站
姿比赛外，多采用坐姿进行比赛。

比赛形式：有直道竞速赛和环绕赛，目前多以直道
竞速赛为主，环绕赛相对比较少，直道竞速赛赛程有
100米、200米、250米、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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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端阳到，龙舟竞渡

粽叶飘。

今天正值农历五月初五，我

们迎来了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

节也称端阳节、重午节，是我国首

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统节日。在这个节日，吃粽子、划

龙舟的文化习俗已有千年之久，

承载着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端午节前后，伴随着鼓点节

奏和震天呐喊，龙舟破开水面争

先拼搏，构成了我市端午节不可

或缺的记忆拼图。举行划龙舟比

赛，让传统习俗走进大众视野，不

仅丰富了我市文旅体活动，也点

燃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

龙舟竞渡是端午节一项重要民俗活动，目前众多
珍贵文物、艺术作品都记录了百舸争流的盛况，见证
了这一源远流长的民俗风情。有文献记载，龙舟竞渡
可追溯到先秦时期。

龙舟，一种端午节用来竞渡的龙形的船，船身窄
长条状，船头刻有或画有龙头。端午节用龙舟进行划
水比赛，谓龙舟赛。关于端午节赛龙舟的起源，民间有
纪念伍子胥、曹娥、屈原等很多说法，流传最广的是为
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举行的活动。文字记载始见于
南朝梁文学家吴均《续齐谐记》：“楚大夫屈原遭谗不
用，是日（夏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
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

在宁波博物馆，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距今两
千多年前的战国羽人竞渡纹铜钺。钺由石斧演变而
来，古人云“小者斧、大者钺”，这个铜钺却只有手掌那
么大。战国羽人竞渡纹铜钺器身一面素面无纹，另一
面铸有一边框，框内上方为龙纹，双龙昂首相向，龙的
尾向内卷，昂首向天。下部以弧形边框线为舟，上面坐
着四个人，全部头戴高高的羽毛冠，双手持桨作奋力
划船状，羽冠的羽毛似乎迎风飘扬。羽人竞渡纹铜钺
是迄今中国以“竞渡纹”为纹饰的首件文物，证明了两
千多年前先民就已掌握赛龙舟这项体育运动技能。

自春秋战国以来，龙舟竞渡成为古人非常喜欢的
一项体育运动，但其在唐代以前仅为划船活动，并无

“夺标”环节。到了唐代，赛龙舟成了一项独具特色且
极为隆重的竞赛活动，目的是争夺第一名。为了裁定
名次，人们在水面的终点插上一根长竿，竿上缠着彩
色锦布，鲜艳夺目，称之“锦标”，也叫“彩标”。竞渡船
只以首先夺取锦标者为胜，故这一竞赛又称为“夺
标”。宋代以后，“夺标”成为竞渡的法定规则，一直沿
用到明清两代。

古代竞渡场面十分浩大，州将、百姓悉临水而观，
连深居简出的富家妇女，也竞往观之。唐刘禹锡《竞渡
曲》：“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

‘何在’，斯沼屈之义。”唐、宋、元、明、清各代帝皇，均
有临水边观看龙舟的记录。《东京梦华录》卷七，记北
宋皇帝于临水殿看金明池内龙舟竞渡之俗。

龙是中华文化中最为核心、古老的象征。古建筑
的门墙上，瓷器的装饰中，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北宋画
家张择端不但绘制了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还创作了

《金明池争标图》，现藏于天津博物馆。金明池是宋太
祖命人开挖的人工湖，原用来训练水军，后来成了皇
室水上园林。园林中建筑全在水上，湖中可赛龙舟、通
大船。画面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北宋皇家园林盛景，当
中既有宫殿楼阁，大龙舟上层楼叠起，也有水上龙舟
竞发，各龙舟左突右进的空间安排。划手们奋勇争先，
营造出争标的激烈紧张氛围；水秋千、乐船等元素则
呈现了当时水上百戏表演场景和人们过端午节熙攘
热闹的气氛。

龙舟文化传承两千余年
每年端午前后，义乌气温略降，正如古话所讲的“端午

凉瑟瑟”。南北热冷气流交汇，雨季来临，江河水涨，俗称
“发端午水”。

最近几个月，市龙舟协会会员加强了水上训练节奏。入
水、拉水、御水、移桨，在稠江街道观音湖，龙舟教练陈跃琳和
女子划手队员正抓紧时间训练，水面上的拨桨声紧密而有节
奏，这支女子龙舟队飞桨逐浪，勇往直前，大有“巾帼不让须
眉”的架势。“她们平均年龄约40岁，个个体能都很好。”陈跃
琳说，队员们良好的体能状况离不开平时坚持不懈的训练，无
论清晨还是夜晚，只要天气条件允许，大家就会自发聚在一起
训练，每次下水前，必定按照要求穿好救生衣。义乌江、金沙
湖、观音湖等水域，都有她们拼搏的身影。划龙舟需要充沛的
体能与耐力支撑，临近比赛，大家更是从系统训练中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做到精益求精。端午节期间，这支女
子龙舟队先后参加了稠江街道杨村社区观音湖龙舟赛、东阳
市横店端午龙舟赛，取得不俗成绩，今天，她们还将参加“城投
杯”大陈镇红旗村龙舟赛。

鼓声响，船桨动。除了女将外，男子龙舟队也不甘落后。在
鼓手发出的击打声中，划手们跟着节奏，激昂有序地挥动手中
的划桨，划破宁静的河水，一路劈波斩浪，力争上游，气势十
足。各队伍每次训练时间近2个小时，按着统一的节拍奋力挥
桨，汗珠时不时从队员们的脸上落下，衣衫时常湿了干、干了
湿。虽然训练辛苦，但对于他们来说，端午赛龙舟不仅是一项
比赛，更是对传统文化的追求和坚持。

据了解，自2017年市龙舟协会成立以来，各行各业的龙
舟运动爱好者有了“娘家”，目前已有会员100多名，平均年龄
在40岁左右，全市有20余个龙舟运动俱乐部。作为协会会长，
傅文财经常和会员一起参加各地举行的龙舟赛事。他说，龙舟
协会的成立，一方面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另一
方面希望号召更多市民参与龙舟运动，进一步提高市民身体
素质，发展义乌体育事业。协会目前已拥有国家级裁判及男女
龙舟队教练员，能更好地促进组织发展、普及龙舟运动。

俗话说：龙舟运动，远看一线风，近看一条龙；再看舟中
人，尽是一条心。“龙舟精神”意在团结、奋进、拼搏、和谐。傅文
财认为，协会会员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因龙舟而聚，经过训练，
动作整齐划一，气势如虹，向人们展示了团结进取、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近些年，龙舟逐渐进入各大运动会：2010年广州
亚运会，龙舟成为正式比赛项目；2021年东京奥运会，龙舟作
为展示项目亮相奥运赛场，标志着龙舟启动了入奥程序；2023
年杭州亚运会，龙舟项目在温州龙舟运动中心举办；巴黎奥运
会，龙舟将成为表演项目。这些都说明，龙舟运动已获得世界
范围的认可，赛龙舟强调优胜劣汰，重视力量与速度，这与“更
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理念是相吻合的；赛龙舟倡导拼搏与合
作精神，比赛规则十分透明，把友谊与团结放在首位，追求公
平和公正，这与奥运会的宗旨也是不谋而合的。

龙舟竞渡，赛出力争上游的水平，赛出奋勇当先的风格，
更赛出超越功利的团结和奉献精神，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
最好的致敬。豪情万丈喊上一嗓，酣畅淋漓赛上一场，中流击
水渡飞舟，何尝不是一生都值得骄傲的高光时刻。

“龙舟精神”吹响“团结号”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被誉为一

部生活全书。在这部生活全书里面，对节气描述最详尽最
丰富的就是端午节。作者曹雪芹在文中多次提到端午节，
详细叙述了当时人们过端午时有情有趣的场景。

不难发现，除了《红楼梦》，许多诗词歌赋、文学作品
中，都有对端午传统习俗的描述，妥妥的仪式感。正因为有
了这些仪式感，维系起同是华夏子孙的血源亲情、家国情
怀，让文明有了延续与传承。

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近年来，一到端午假期，
民俗体验游颇受关注。在抖音、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
上，关于龙舟赛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去看赛龙舟”“穿汉
服、包粽子、做香囊”等活动受到关注。有统计数据显示，广
东、湖南、浙江、贵州等地举办的特色龙舟赛事，不仅增添
了浓厚的节日气氛，更逐渐成为当地文旅体的特色名片，
每年端午假期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资源，本土资源与体育运动
相结合，会产生不一样的“花火”。在义乌，龙舟赛也是端午
节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大陈镇、稠江街道等地持续举办
端午节龙舟赛、“龙舟+研学”活动，吸引人们前来打卡。

中外游客沉浸式体验龙舟赛，在鸡鸣阁品味古风游园
盛宴，到义乌植物园参与“蔓草”国际文化雅集，进非遗馆感
受传统文化趣味，前往赤岸镇挑战旱地龙舟……分布全市
范围的端午节主题活动为人们带来N种“美丽的邂逅”。

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的“龙舟经济”同样受到关
注。据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金子介绍，“龙舟经济”是近年来
兴起的一种以龙舟为主题的旅游产业和相关衍生产业。每
年端午节前，都是龙舟产品的旺季，船桨、龙舟鼓、龙舟锣、
令旗、红绸……这些与龙舟相关的产品常常供不应求。此
外，纸制龙舟玩具既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还能感受
传统节日的氛围，受到消费者欢迎和好评。

端午包粽子、挂香囊、吃“五黄”、赛龙舟，它们是一种
仪式，也是认真生活的态度。仪式感的背后，是对同一个家
国、同一个民族的认同。

龙舟竞渡背后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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