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沪褒歌 “咸水鱼歌”唱响“海上歌剧院”

观海上龙舟 尝家乡味道

编辑_胡志法 校对_杨晨辉 设计_柯伟仁 电话0595-82003110 2024年6月7日 星期五4-5 专 题

海上赛龙舟 旱地扒龙船 褒歌来喝彩 共品家乡味——

激情竞渡 晋江（深沪）海上龙舟公开赛万众瞩目
本报记者 施蓉蓉 秦越

一场赛事活动顺利安全地进行，安保工作至关重要。
记者获悉，此次龙舟赛共集结深沪派出所、深沪海防派

出所及晋江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巡特警大队等多方力量，派
出警力220人。

“我们上午6点多就都到岗了，除了负责起点赛事区、
观众席、观龙台、终点区等重要点位的现场秩序维护，我

们还派出力量到赛场旁小区大楼的3楼平台和顶楼天
台巡视，提醒劝导群众安全观赛。”深沪海防派出

所副所长肖海明说，在赛前就和主办方充分
踩点，提前规划好现场的安保工作，赛事当

天大家各司其职，坚守各自的点位，一起
护航赛事安全、有序开展，直至下午2点
多赛事结束、人员散场后才结束工作。

龙舟赛吸引了大量人流，交通压
力也随之剧增。晋江交警深沪中队中
队长蔡宜明介绍，当天派出20名交警
在通往赛场的各个路口执勤，当赛场
周围道路开始拥堵时，就在外围实行
管控，并控制大型车辆进入。通过灵
活、实时的管控、疏导，整个赛事期
间没有发生道路严重拥堵的情况。

同时，晋江交警深沪中队与赛场外
的璧山冷冻厂联合设置服务站，为群众

提供爱心茶水的同时，及时帮群众解决困
难。

当天，2名阿婆来到该服务站寻求帮助，希
望民警能帮其寻回丢失的手机和皮包。晋江交

警深沪中队民警耐心安抚阿婆了解情况，并在一个多
小时内帮其找回丢失物品。

此外，当天下午1时许，晋江交警深沪中队民警在渔港
路路段进行安保执勤时，遇两名路人焦急地站在路边。民
警主动上前询问，经了解两人为菲律宾华侨，因久未回国对
家乡道路不熟悉而迷路。随后，民警安排执勤人员将他们
送到目的地。2名华侨对交警的热情帮助表示由衷感谢。

在做好执勤工作的同时，深沪的民警心系群众安全，
主动为群众提供暖心服务，积极为其解决困难，让群

众深切感受真诚温暖的警心。
这样的温暖，在现场还有很多。

赛事当天是阴雨天，体感微凉。在美食广
场一楼、观赛区观众席旁，均有晋南志愿者服务
总队设置的爱心姜茶奉茶点，身着橘色马甲的
志愿者热情招呼大家前来饮茶，一杯暖暖的姜
茶，暖心又暖胃。

协助交警疏导交通秩序、协助现场物资
转运、协助赛场相关事宜、协助维持观众席秩
序……在龙舟赛的现场，橘色马甲志愿者随处

可见。当中午记者在运动员休息区采访时，志
愿者们也陆续为各龙舟队送来分装好的午餐，让

运动员补充体力后，能更好地进行后续赛事。
晋南志愿者服务总队队长吕志涛告诉记者，此次共

有20名志愿者来到现场，能够为家门口的赛事出一份力，
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此外，泉州市龙舟协会、深沪镇归国华侨联合会、晋江
市深沪镇渔业协会、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晋江市义务救援
协会、晋江市深沪小吃同业公会、深沪镇音乐协会等社团力
量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用实际行动助力龙舟赛顺利举办。

“一只舢板驶入港……”悠扬婉转
的歌声在海面响起，一座海上浮排在
海面缓缓移动前行，这是福建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深沪褒歌的表演。

20个表演者身着传统渔民、妇女
服饰，你唱一段，我唱一段，逗阵褒
歌。浮排上的场景设置也十分用心：
一艘木制渔船，一座红砖楼，一旁还有
渔网，勾勒出渔民和岸上织网姑娘褒
歌的场景。

据介绍，深沪褒歌又被称作“咸水
鱼歌”，产生于渔民们的劳动生产之中，
在清代就十分盛行，是渔民们在出航或
归帆途中，为驱散航程的寂寞和孤单，
同航又相邻的船只互邀“合四句编歌
仔”，或者跟在岸上织网的姑娘们一起
褒歌，以此营造消除疲劳的轻松氛围。

加上正值休渔期，渔港里停泊的
渔船宛若“海上歌剧院”，成了这场海
上褒歌的宏大舞台，浮排缓缓移动，

歌声回荡在海上，仿佛让人看到
当时最原始的褒歌场景。

“能在龙舟赛现场呈现
一场这样的演出，我们大

家又兴奋又开心。表演中，每个人都
精神饱满，也借这个平台，将褒歌推广
出去，让晋江、福建乃至全国的人，都
能看到深沪褒歌。”深沪褒歌泉州市
级非遗传承人王秋帆说。

对于大家都感兴趣的表演场
地，王秋帆说，这是渔民用来种植花
蛤、油蛤的浮排，为了这次褒歌表演，
这块浮排都被彻底清洗了一番，然后
布置了场景，让大家看表演的时候能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渔业的进步，
现在褒歌的生存环境其实没有了，因
为动力船马达声大。这边唱一句，对
方还没听清楚，船就开出老远了。”王
秋帆说，庆幸的是，褒歌的表演形式被
保存了下来，代代传承。

现在，深沪褒歌演出队伍中年
龄最大的 80 岁了，最年轻的 30 多
岁。“接下来，我们还会推动深沪褒
歌进校园、进村（社区），推广这项非
遗。同时，也欢迎对深沪褒歌有兴
趣 的 广 大 群 众 加 入 我 们 ，共 同 传
承。”王秋帆说。

当龙舟遇见说唱，用说唱谱写深
沪！在龙舟赛开幕式上，赛事宣传片
主题曲原唱歌手林佳伟为大家带来了
现场版《深沪游龙》。

“从小在深沪湾边长大，这儿是
我们的所有；神秘的峙海金狮你没
办法摸透，就赛场龙舟给烽火台加
点火候……”为深沪龙舟赛原创的
歌词每一句都让大家觉得无比亲
切，在歌手的说唱中，深沪旱地扒龙
船队伍走上舞台。

旱地扒龙船队的主体是一艘龙
船，由龙头、龙身和龙尾三部分组成。
龙头做工精细，栩栩如生，还不时喷
火；龙身用金色的特制布料制成；中间
站着十多个身穿传统渔民服饰的舵
手，拿着船桨整齐地“划”着龙船。

上世纪70年代，深沪海上龙舟赛
停办后，转换表演形式为旱地扒龙船，
并成为深沪独具特色的民俗表演阵
头。在两个旱地扒龙船队里，还穿插

有一男一女 2 名传统闽南丑角扮演
者，他们一手拿着扇子，一手提着
装糖果的篮子，向围观的群众撒
糖果。此外，现场还有钱鼓队，
让整个表演更加精彩。

“我们像深沪游龙，出场
山鸣谷应，从不随波逐流，
向 来 特 立 独 行 ；该 站 出 来
时，绝对不会犹豫不定。”

“深沪，踏着龙舟行风雨无
阻；深沪，一路到终点万众瞩
目；我们齐头并进，我们全力
以赴，成为深沪新一代的中流
砥柱。”

深沪元素满满的唱词里将海
上龙舟团结奋勇向前的精神表达得
淋漓尽致，现场时尚潮流的说唱和传
统民俗融合共舞，碰撞出令人耳目一
新的火花。这样的赛事主题曲演出，
不也正是文化、体育、旅游融合的动听
乐章吗？

在龙舟赛期间，深沪美食广场二楼举行的美食
嘉年华同样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朋友都来到这里
品尝深沪小吃。深沪小吃同业公会会长黄清海介
绍，此次共设有40个美食摊位，拳头母、马鲛鱼羹、
泼卤（杂菜卤）、水丸、甜芋等深沪特色美食“一站
式”供应。此外，现场还有晋江伴手礼摊位。

6月6日是深沪镇侨联第八届委员会举办就职
典礼的日子。龙舟赛当天，不少华侨、侨亲也来到
现场。观看赛事之余，更要品尝家乡味，一解“舌尖
上的乡愁”。记者在现场看到，晋江伴手礼也备受
海内外乡贤和游客青睐，成为端午佳节送礼的首
选。

“通过和赛事联动，这次的美食嘉年华效果不
错。”黄清海说，龙舟赛吸引了大量人流，加

上比赛持续到下午，不少商户带过来
的商品都售罄了，还临时调货过来。

“深沪美食是深沪一张响亮
的名片，包含有近百种独具特色
的美食，其中还有21种国家级
名小吃、10个国家美食地理商
标。相信在深沪文体旅融合
发展的带动下，深沪美食文化
也将被更多人知晓，用另一种
方式展示深沪的人文风情。”黄
清海说。

6月 5日，2024年晋江（深沪）海上龙舟公开赛成功举办，来自哈萨克斯
坦、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广东、福建等地的12支龙舟队，一同在深沪湾乘风
破浪、激情竞渡，吸引了众多市民朋友前来观赛。时隔半世纪，海上龙舟赛再
现深沪湾，这一消息在各媒体及社交平台发布后，获得了大量关注和转发，在
端午节前夕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深沪的龙舟赛，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是端午节的传统体育赛事，而赛
场中的外国龙舟队，让人看到中国传统竞技体育、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世
界潮流；

深沪的龙舟赛，是时尚的也是传统的：当最潮龙舟赛RAP主题曲碰上深
沪特色民俗旱地龙舟，再加上深沪褒歌激情演绎，跨界融合的表达，让人耳目
一新；

深沪的龙舟赛，是回归也是新生：时隔半个世纪，龙舟赛重回深沪这片海，
让大家激动不已的同时，也期待有更多龙舟赛事可以落地深沪。

作为端午节的重要体育赛事，海上龙舟赛在深沪也称“扒龙船”“搁龙船”，
自古在深沪渔区盛行，由渔民自发组织比赛，至20世纪70年代停办，转换表演
形式为旱地扒龙船。

“此次，我们以龙舟公开赛的全新方式传承海洋文化、升华海洋文化，既是
重温端午传统的千年民俗，感受祈福、欢庆的文化氛围，也让更多热爱旅游、喜
欢民俗文化的游客认识深沪、感知晋江，融入满怀中原文化基因且与世界紧密
相连的宋元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深沪镇党委书记孙晋展说。

当天，现场观众里三层外三层，齐聚在美丽的深沪湾畔，共同为来自五湖
四海的12支龙舟队加油鼓劲，一同感受龙舟健儿们挥洒青春、一往无前的豪
迈情怀。

龙舟队员挥汗划桨，乘风破浪；观众热情欢呼，雨中坚守；志愿者们场边
送姜茶……这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也是深沪的暖心。

龙舟在海上竞渡，船桨翻飞，也让不少深沪人心潮澎湃。
“圆梦了。”深沪后山社区的吴奕澈难掩激动的心情。
吴奕澈是一名龙舟爱好者，他从小就听长辈讲以前深沪扒龙船的故事，

心向往之。大约十年前，他和伙伴从汨罗买来4条龙舟进行训练，希望能让这
项赛事“回归”。在这个过程中，因台风、开渔出海劳作等原因影响，导致“试
水”失败。

“以前一直想着什么时候能在深沪海域看到赛龙舟，没想到真的实现了，
真的非常开心。”吴奕澈说。

后山社区的老渔民陈志长曾是扒龙船的亲历者。当天，他一边看着海上
龙舟竞渡，一边回忆着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以前，我们把舢板船改成比赛用船，像今天这种龙舟才是正宗的。以前
也没有鼓手，民间自发组织的比赛也没有这么规范，但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
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端午记忆。”陈志长笑着说，去年还在念着什么时候深
沪扒龙船能够重出江湖，没想到今年就在家门口见证了这么好的赛事。

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主办方在深沪美食广场二楼、港阜社区
居委会、晋江市海洋科技公司、头西渔港路增设大屏实时转播比赛，还通过多
平台进行赛事的图片、视频直播。据统计，深沪龙舟赛期间，全网观看视频直
播人数近350万人次。

“我们诚挚邀请大家常到深沪走走看看，品尝香飘千年的深沪美食小吃，
游览文缘古今的深沪滨海美景，关注独具特色的深沪产业集群，感受海丝风
情小镇的魅力。”深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洪志强在闭幕式上表示。

的确，深沪镇值得一来。这个千年古镇枕山临海、风光旖旎，文化底蕴
深厚，曾经是宋元泉州东方第一大港“三湾十二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
化、海洋文化、非遗文化、宗教文化、华侨文化在此交融汇聚、交相辉映，也留
下丰富的海丝遗存，成为晋江乃至泉州文体旅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

今年初以来，深沪镇持续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民俗踩街精彩出圈，香
香担、扒龙船、深沪龙阁等传统民俗方阵尽显深沪文化底蕴；福建省舞龙舞狮
精英赛的举办，让古老的海丝文化随着新兴的文旅产业向外传播，更多热爱
旅游、喜欢民俗文化的游客走进深沪；在五店市举办的深沪拳头母美食节活
动，进一步提升深沪小吃的品牌知名度，同时借助深沪人文和民俗活动，让消
费者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创新与传统相结合
的文化美食盛宴。

一场接一场的精彩，让“宝藏小镇”深沪吸引了更多人前来“寻味探宝”。
接下来，深沪镇将加快盘活海底古森林、国家地质公园、烟墩山烽火台等旅

游资源，串联滨海资源、传统村落、文保项目，加快建设滨海旅游
带，拓展工业旅游、滨海旅游等新业态，推动深沪旅游从“景

点观光游”向“全域度假游”蜕变。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泉州晋江参加龙舟赛，因
为泉州也是我的老家。”新加坡SG龙舟队领队叶福财是一名

新加坡华裔。他说，这支龙舟队的队员也都是华裔。
早在2017年，一群来自新加坡不同龙舟俱乐部的40岁以上的

龙舟运动员参加中国昆明的龙舟比赛，并于2019年成立新加坡SG
龙舟队。从此，他们每年开展龙舟之旅并在世界各地传播龙舟文化。

“在新加坡，我们每周会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训练，大家都
非常热爱这项传统运动。”叶福财说，这次回来参赛，体验特别棒，耳
边听到的都是家乡话，这种亲切感让大家感觉就是在主场作战。

在 500 米和 200 米直道赛中，新加坡 SG 龙舟队都获得第 10
名。对于这个成绩，新加坡 SG 龙舟队的队员都开心地表示：
“还不错！其他队伍都是身强体壮的年轻人，虽然我们年纪

比较大，但我们尽力比赛、享受比赛，这是我们最满意的
结果。”

“虽然我们旅居海外，但是我们是中华儿
女。”叶福财说，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

回家乡划龙舟。

新加坡SG龙舟队：
“我们是华裔，这里也是我们的主场。”

用心用情服务 护航龙舟赛事

“深圳龙协的跟深沪队咬得好紧！”
“深沪队加油，马上到终点了！”当天，500米直

道赛的决赛扣人心弦，随着裁判哨响，率先冲过终点线
的是深沪龙舟队的船头，岸上的观众欢呼：“深沪队太棒了！”

深沪镇龙舟代表队教练也向上岸的队员们竖起大拇指：“很
棒！接下来的200米继续加油！”

深沪镇龙舟队是专门为参加本次比赛成立的，队伍汇聚了一批来自
泉州地区热爱龙舟运动、技术精湛的年轻队员。

“赛前训练的强度还是比较大的，从划桨技术训练到队员之间的磨合等。
队员都比较年轻，适应力强，大家用对龙舟的热爱，克服训练的困难。”深沪镇龙舟
代表队教练说。

让队员们充满激情和动力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深沪后山社区的中国龙舟队男
队原队长陈芳佳是这支年轻队伍的领队。2023年，在杭州亚运会上，陈芳佳带领队
友奋力拼搏，取得龙舟直道竞速200米和500米金牌、1000米银牌的好成绩。

“家乡要举办这场赛事，我肯定要支持。”陈芳佳说，平时队伍都是在湖面训练，但
是大海浮力大，划桨会更重，而且船头会翘得比较高，阻力也就更大。

为了让大家能在训练时就如临赛场，深沪镇龙舟队采用“半船”训练的方式：一
半的人划，一半的人不动，以此来练习水下力量，这样到了阻力大的海面，才不会
乱了节奏。

500米直道赛后，教练告诉记者，其实在小组赛的时候没发挥好，尾舵打
歪了，但是队员稳住了，并及时调整状态和节奏，进入复赛后，就划出了水

平，并最终包揽500米、200米直道赛的冠军，获得总成绩第一名。
“这次赛事组织得很好，赛前的运动员训练区、赛中的休息
区都很好。刚好这个区域风浪也不大，无论是作为长期训

练基地还是比赛场地，都很不错。”陈芳佳也期待未
来可以有更多龙舟赛事落地家乡。

深沪镇龙舟队：冠军带出来的冠军

《深沪游龙》 踏着龙舟行风雨无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