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沪龙舟

海国中天悬虎艾，江城五月渡龙
舟。

你不知道吧，晋江端午的习俗，
除了插艾草、嗦啰嗹、水上抓鸭，还有
扒龙船。

扒龙船，又称竞渡、赛龙舟。深
沪有句俗语——“五月五摇白龙船”，
说的就是端午节这天，小孩子穿上新
衣，涂着雄黄，由大人带着爬上白龙
船，环岛游澳。后来，扒白龙船就演
变成深沪独特的海上竞渡扒龙船活
动。

扒龙船，自古在深沪渔区盛行，
至上世纪70年代停办。今天，我们来
讲一讲已有上百年历史的深沪扒龙
船。我们寻访了几位50年前参加过
深沪扒龙船的老人，根据他们的口
述，还原了当时的盛况。

比赛用船：白龙船。这个船是深
沪渔民当时用来钓带鱼用的舢板船，
通体白色。比赛前，渔民刮去船底藤
壶等海洋寄生生物，再打磨上一层白
石灰，晒干，这船又被群众称作“白龙
船”。原深沪造船厂工人许长枝说：

“每到端午节，舢板船掀起来，将船底
杂物清理干净，使其光滑些，速度会
比较快！”

比赛地点：深沪东海垵等海域。
扒龙船是在海上，受潮汐影响较大，
要趁着端午节涨潮时段进行比赛，参
赛的龙船一般是5至6艘，分2至3轮
进行。

参赛队伍：深沪镇各个村及单
位。每个村自己带船。许长枝说：

“每个村只能带1艘船。”一艘龙船共

有11名队员，左右各5人，还有1人在
船尾掌舵，控制船的方向。队员的排
兵布阵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排要长
得高挑的，手长脚长腰力要好；后面
的体重要大一些，稳住船身；最后的
掌舵者也很重要，才能保证船直线前
行。许长枝当时在第3排，船上没有
鼓，划船的过程中大家一起喊着，“嘿
咻、嘿咻”的号子来统一节奏。

比赛规则：砍缆绳出发，拔旗子
算赢。每轮参赛的两艘船用绳子将
船尾绑住、对齐，在开赛口令下达的
同时，岸上工作人员将绳子砍断，参
赛队员就奋力划桨，冲向约200米外
的终点。终点处设有旗帜，哪艘船先
触线取旗便获胜。

赛事影响：五月节，搁龙船，很热
闹。当年的扒龙船赛事之热闹，群众
围了一圈又一圈，在岸上欢呼鼓舞，
小孩子更是乐翻天。有时候就算下
雨了，大家撑着伞也要去凑上这份热
闹。值得一提的是，在开赛前，深沪
的沿海各村还要打电话给当时旅居
海外的侨亲，要来洋参片，在比赛时
分给划船的队员。把洋参片含在嘴
里，到了后半程会更有力气。要知道
在那个年代，洋参片是高档保健品，
由此可见扒龙船赛事在群众心中的
重要地位。许长枝说：“最热闹的一
届赛事是当时晋江县文化站联合镇
里举办的。”

那么，延续百年的扒龙船为何中
断近50年至今呢？根据我们的采访
和一些资料显示，由于比赛设备简陋，
判断失误引起各参赛村误会而不欢而

散，加上其他地区出现的海难，使得深
沪沿海民众停止该项活动至今。

海上扒龙船中断以后，旱地扒龙
船在 2004 年的深沪端午节孕育而
生。85岁的庄国良老先生说，扒龙船
的龙船由龙头、龙身和龙尾组成，龙
头还能喷水和喷火；表演者穿着传统
的渔民服装，不仅贴合深沪实际，而
且观赏性强。扒龙船表演从嗦啰嗹
延伸而来，表演的动作则是模仿海上
扒龙船。庄国良老先生认为，扒龙船
的习俗由来已久，联系嗦啰嗹的习
俗，或可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间。庄国
良说：“我将龙舟改成旱地龙舟，人数
改成13人。我设计完成后，又教了一
个月，农历五月初五晚（端午节），在
深沪文化中心表演。”

大约十年前，深沪后山社区的吴
奕澈等龙舟爱好者，从汨罗买来4条
龙舟进行训练。吴奕澈说，他们就在
靠近马路的内海练习，一开始不适应，
还常常翻船，惹得围观群众哈哈大
笑。扒过龙船的老前辈说，汨罗的龙
舟是在江里划的，可能不适应海里的
浪。“那年台风很多，适合我们去划龙
舟的时间不多。没多久又开渔了，几
个朋友出海去了，龙舟就闲置了。后
来又意外着火，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虽然“试水”失败了，但吴奕澈心
里还是没有放弃，“端午节正好是休
渔期，我常和渔民、群众打交道，大家
对扒龙船都有期待和热情。”吴奕澈
说：“实际上，深沪人对划龙舟都有情
怀，说好的人占大多数。目前，大伙
条件好了，如果有龙舟比赛，刚好是

休渔期，不会影响渔民的生产。”
这是一次很困难的采访。一是当

年的历史盛况保留至今的资料和影像
所剩无几；二是参与当年扒龙船比赛
的人，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先生。

面对困难，深沪人没有退缩。从
85岁的庄国良老先生进行的旱地扒龙
船的嗦啰嗹艺术创新，到52岁的吴奕
澈从汨罗买来4艘龙舟，进行自主训练
的回归试水，再到今天后山社区34岁
的陈芳佳，作为福建省男子龙舟队队
长代表中国出战亚运会，这位皮划艇
国手，是如今深沪新一代的龙舟手。

采访中，我们非常感慨，这段口
述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来记录，它可
能会荡然无存；深沪扒龙船的历史辉
煌，如果我们不来复兴，可能会消失
在时光里。

采访中，我们也感受到深沪人深
厚的龙船情结。作为大海的儿女，他
们的骨子里、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
海上竞渡的基因。我们看到了一代
代深沪人龙船精神的传承脉络，他们
为了扒龙船复出所做的努力。

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
湿。真心地希望，老祖宗的优良传统
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延续下去；真
心地期许，深沪扒龙船能够早日重出
江湖，再展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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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扒龙船 何日重出江湖？

深沪扒龙船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李剑锋 施蓉蓉 曾舟萍 李诗怡 林伊婷 尤泽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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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历史上，
晋江龙舟赛印记可寻。

“双鹅竞飞顽颉，辈龙酣战玄黄。
破浪甲鳞猛起,乘风羽翻轩翔。”这是明
代张瑞图描写的东湖（泉安路青阳段
有一大湖，名“东湖”）赛龙舟的场景。

据记载，安海的竞渡抓鸭乃继承
楚地古风，后因为港口淤堵，竞渡不
再，保留了水上抓鸭的传统。安海文
史爱好者汪建育收藏的一本民国时期
的联文手抄本中，也有多处有关赛龙
舟的表述与记载，如“海国中天悬虎

艾，江城五月渡龙舟”“手攀虎艾登虎
榜，身坐龙舟跃龙门”等。

在晋江，最近的一次龙舟赛可追
溯到2016年，池店镇在百信御江帝景
内湖举办海丝之路龙舟争霸赛。此
外，安海镇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举办
过两届端午划船比赛。

而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火爆的，当
属深沪扒龙船了。深沪自古就有“五
月节摇白龙船”的习俗，由晋江市委宣
传部主编的《大美晋江·晋江节俗》一
书中记载：搁桡（深沪渔民习惯把划船

叫作“搁船”，又把船桨称“桡刀”），近
似赛龙舟，应是赛龙舟的原始雏形，自
古在深沪渔区盛行，是深沪渔民在端
午节前后，自发举行的一项节俗竞技
活动。搁桡时，海面上有许多小船载
人观赛，场面特别热闹、壮观。

搁桡也称搁龙船、扒龙船。最近的
一次深沪扒龙船是在上世纪70年代。

近日，晋江经济报记者走进深沪、
安海、池店等多地，寻访晋江龙舟的亲
历者，以期还原晋江龙舟印记，讲述深
沪扒龙船的前世今生。

“五月节，搁龙船，很热闹。”今年78岁的
深沪人许长枝十几岁就进造船厂当学徒，儿
时的端午节，海上龙舟热闹非凡。那时沿海
的村，每个村自己带船，一个村一艘船。

这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龙船，而是深沪
渔民就地取材，把用来钓带鱼的舢板船弃桅
卸舵作为比赛用船。船通体是白色的，在下
海比赛前，渔民会把船翻一个面，刮去船底的
藤壶等海洋寄生生物，再打磨上一层白石灰
晒干，这样船底更顺滑，在比赛时能减少水的
阻力。所以群众也称其为“白龙船”。

深沪五澳各大队或生产队组织比赛，组
织者在端午节前在村界上竖旗，以告五澳参
赛者提前来报名，便于安排开赛。农历四月
末开始操练。

海上竞渡，受潮汐影响较大，要趁着端午
节那天涨潮时段进行比赛，参赛的龙船一般
为5~6艘，分2~3轮进行。

许长枝说，一艘龙船共有11名队员，左右
各5人，另有1人在船尾掌舵，控制船的方向。

“龙船的排兵布阵是有讲究的。第一
排要长得高挑的、手长脚长腰力好的，后面
的体重要重一些，稳住船身。船尾的掌舵
者也很重要，是保证船直线前行的关键。”
许长枝回忆，他当时在第 3排，船上没有鼓，
划船时大家一起喊着“嘿，咻，嘿，咻”，以鼓
舞士气。

民间组织的赛事，条件和设备有限。每
轮参赛的 2艘船用绳子将船尾绑住对齐，在
开赛口令下达的同时，岸上工作人员将绳子
砍断，参赛队员就开始奋力划桨冲向终点。

终点处设有旗帜，哪艘船先触线取旗便
获胜。虽然赛事的组织简单，也没有设置奖
品，但大家的参赛热情依然高涨。

深沪镇后山社区 75岁的老渔
民陈志长也是扒龙船的亲历者。身
高近一米八的他，当时是划第一排
的好手。

“每划一下都要用力弯下腰去
划动桨，虽然赛程只有200米左右，
划下来也是很费劲的。”陈志长说，
他参加扒龙船的时候才20多岁，刚
结婚不久，“最后一次龙船赛是在东
海垵举行的，距今少说也有40多年
了。”

值得一提的是，开赛前，深沪的
沿海村还会打电话给当时旅居海外
的侨亲，要来洋参片分给参与划船

的队员。
“含着洋参片，到了后程会更有

力气。”陈志长说。
当时，洋参片可以说是高档保

健品，以此也可窥见扒龙船在群众
心里的重要地位。

采访中，多名老渔民都提到，最
热闹的一届赛事当数当时晋江县文
化站联合深沪镇共同举办的比赛。

大家回忆，这场比赛地点位于
今港阜社区，沿途布置旗帜，水面上
还拉起赛道，每艘参赛船都有各自
的赛道，岸上有鼓队助威，连戏班都
请来了。

陆地扒龙船，让深沪人过了
眼瘾，却难以满足大家下海扒龙
船的心愿。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大约
10年前，深沪后山社区的吴奕
澈等龙舟爱好者，从汨罗买来 4
艘龙舟进行训练。

“我印象很深刻，6岁时，我
父母就牵着我去海边看龙船
赛。”吴奕澈出生于 1971年，从
小在深沪长大。小时候的记忆
片段，加上听长辈讲过不少扒龙
船的故事，让他对这项赛事多了
几分向往。可惜的是，赛事中断
时，他年龄尚小，但他对龙船赛
的憧憬从未停止。

长大后，吴奕澈时刻关注各
地的龙船赛。2011年，他和深
沪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伴一拍即
合，决定买几艘龙舟来“试水”，
看能不能让这项赛事重新“回
归”。

经过多番联系，吴奕澈找到
了汨罗江的商户，从当地买回了
4艘龙舟。

“当时是夏季休渔期，台风
很多，适合划龙舟的时间不多。
过没多久，又开渔了，几个朋友
也出海了，龙舟就闲置了。后来
龙舟又意外着火，这件事就不了
了之。”吴奕澈说，当时买一艘龙
舟七八千元，练习的时候常常引
来周边群众围观。

吴奕澈回忆，当时，他们在
靠近马路的这段内海处练习，一
开始不适应还常常翻船，惹得群
众哈哈大笑。

虽然“试水”失败了，但吴奕
澈并没有放弃：“端午节正好是
休渔期，我常和渔民、村民聊天，
大家对龙船赛还是万分期待。
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如果
办龙船赛，肯定会有很多人响
应。”

就地取材 小舢板变身“白龙船”

华侨寄来洋参片 敲锣打鼓唱大戏

创新嗦啰嗹 旱地扒龙船

海上的扒龙船暂停了，深沪
人对扒龙船的念想与热情，并没
有暂停。

2004 年端午，深沪文化中
心广场锣鼓喧天，13名身穿红
褐色衣服、头绑红褐色头巾的

“船员”，脚上穿着木屐，在“龙
船”里划桨前行。

这是南春社区旱地“嗦啰
嗹·扒龙船”队的首次演出，获得
了群众的喜爱。

今年端午前，记者联系上南
春社区“嗦啰嗹·扒龙船”队的组
织者庄国良。今年85岁的庄国
良说，2004年的端午节活动，深
沪需要出一个“阵头”，即一个演
出节目。对深沪传统民俗颇有
研究的他，一开始定的是嗦啰
嗹，后来在好友陈著忠的建议
下，决定将龙船赛搬上岸。

“龙船上岸”的想法得到众
人的支持。经过40多个下午的
排练，最终大功告成：木板作活
动的龙船体，前头是纸塑龙头，
后面配龙尾，中间两边用布画的
龙鳞，十二支桡刀整齐机动，如
龙舟在海上乘风破浪、奋勇前
进，成功再现龙船赛昔日的场
景。

值得一提的是，庄国良将民
俗嗦啰嗹结合在表演中，闽南方
言说唱和龙船歌调，让整个表演
传统韵味十足。此外，他们穿的
表演服装——薯莨衫，采用传统
薯莨汁进行多次浸晒，颜色特
别，这也是渔民的标志性服装。

“嗦啰嗹·扒龙船”队组建
后，不仅多次参加晋江相关镇街
表演，也成为深沪一些重要民俗
活动的“阵头”。

旱地龙舟

白龙船

海外关注

龙舟上岸

回归试水 汨罗龙舟深沪游 出江入海覆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