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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龙”出水重现江湖

随着水泵的开启，藏龙地的水位渐渐
下降……已经有591岁的盐步老龙舟缓缓
从水中浮起，抖落一身淤泥，重出江湖。日
前，盐步老龙起龙仪式在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大沥镇举行。

盐步老龙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宣德七
年，船身为坤甸木，全长36 . 8米(不含龙头、
龙尾)，座位68个，重约4吨。据《南海县志》
记载，河东、河中(今盐步)、河西三个社区，
被称为“三河”，盐步老龙就是由“三河”乡
民共同出资建造的。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
雨雨，老龙不断修补，劈波斩浪至今。

这艘年近六百岁“高龄”的龙舟，是当
时珠江三角洲划得最快的五条龙舟之一，
也是珠三角人民亲水而居、共贺端午的见
证者。明朝万历二十五年端午节，盐步老
龙与广州泮塘龙船在珠江竞渡，两地乡民
结下深厚的感情，当时按照龙舟建造年龄
的长短排辈“结契”，盐步老龙为“契爷”，
泮塘龙船为“契仔”，每年端午节龙舟互
访，成为一段乡谊佳话，流传数百年。

端午节扒龙舟在岭南是一项历史悠
久的民间习俗，广州荔湾泮塘是拥有九百
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年龄”最大的“仁威”
号龙舟已四百多岁了。在广州番禺崇德村
也有一条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坤甸木龙舟，
至今仍在使用。每年龙舟竞渡之后，人们
便将龙舟深埋于河沙之下。

除了一直使用的老龙舟，在岭南珠江
三角洲还有发掘出土的龙舟。1977年，番禺
县钟村镇大洲村发现一艘古船体，立即报
知广州文管处进行挖掘，出土时实测发
现：这艘船长43 . 6米，宽4米，船最高处为
0 . 62米。船舱内还发掘出铜镜、铜钱、簪子、
耳勺以及明末清初的陶瓷器，船舷外部彩
绘龙鳞，用红黄黑三色组成，被称作大洲
龙船，由此推断这条船建造时为清初顺治
十八年。

考古人员从出土的古船结构分析，该
船原来有三层楼阁，甚至古代有人曾经在
上面表演杂技、歌舞。在当地，龙舟有“赛
龙”和“游龙”之分，“赛龙”重在竞划速；

“游龙”一般体积较大，装饰华丽，该船应
不是用于竞渡的船，而是一条纪念性的

“游龙”。

唐代龙舟见证昔日盛景

除了岭南，我国各地都有源远流长的
龙舟竞渡活动，古代典籍不乏记载，但作
为实物而保存下来的龙船则极为罕见，两
艘出土的唐代龙舟就是这一悠远民俗的
见证。

在扬州博物馆陈列着一艘唐代竞渡
船——— 龙舟。这件文物1960年3月出土于扬
州邗江区今施桥夹江内，船长13 . 65米，宽
0 . 75米，内深0 . 56米，使用整根大楠木刳成，
船两头微翘，以檀香胶合并钉补木板，树
根为船尾，树梢为船头。

据唐代史籍记载，扬州风俗，每年端
午节要在江边支流上举行“竞渡采莲龙舟
之戏”，观众数万，热闹非凡。扬州造船业
发达、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期，扬州就设
立了官办造船场，唐代更是重要的造船基
地之一。扬州造的龙舟很多地方都使用，
还进贡京师。

浙江宁波庆安会馆是全国首家海事
民俗博物馆，这里的“镇馆之宝”是一艘唐
代龙舟，1973年在宁波和义路唐代造船场
旧址出土。

这条龙舟由一根巨大的红松木制作
而成，总长11 . 5米，船宽0 . 95米，船深0 . 35
米。依据船体的各种要素来分析，制作该
舟时，并未从装载量功能上考虑，而是从
追求速度的角度来设计赛艇，因此这条木
舟应为龙舟。船首位置开的几个孔洞中，
中间一孔应为蒿孔，后四孔是龙舟上安装
龙首等装饰部件的卯孔。

在舟体的两舷侧，均匀分布有17档间

距为60厘米的长方孔，用长方形木条贯穿
其中，上置木板。小孔的位置显然是竞渡
者的位置，这些小孔就是船舷划桨支托架
安装点。整艘船的排水量1 . 862吨，根据每
个竞渡者的体重大约是120斤来计算，两两
交叉相坐，当时的龙舟可以承载17人，船身
还留有一定的储备浮力，这是唐朝宁波赛
龙舟民俗的见证者。

龙舟是史前时代的遗俗

关于端午节赛龙舟的起源，民间有纪
念伍子胥、曹娥女、屈原等很多说法。今天
我们最为熟知的是纪念屈原说，屈原“忠
而被谤”自沉汨罗江，楚地百姓这天划舟
破浪冲击，或跳入激流，象征打捞屈原遗
体的情景。

其实，划龙舟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
闻一多先生《端午考》中认为，南方河湖密

集，龙舟竞渡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源
于古代百越地区对龙图腾的信仰和崇拜。
早在屈原投江千余年前，划龙舟习俗就已
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龙与龙舟文化始终
贯穿在端午节的传承历史中，是古人膜拜
水神和龙神的祭祀活动，避免水旱之灾，
祈求风调雨顺。虽始于祭祀神灵，后来却
升华为对屈原品格和精神的敬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从中原到岭南的
文物上就已经出现“竞渡纹”的图案装饰。
1976年12月，在宁波市鄞州区出土了一件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羽人竞渡纹铜
钺”，这是目前国内以“竞渡纹”为纹饰的
首件文物。龙舟上坐四人，头戴高高的羽
冠，双手持桨作奋力划船状，动作整齐划
一，把竞渡的场面描绘得生动形象。

中国港口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时期
的“船纹青铜缶”，缶的腹部中间饰有弧形
边框为舟，四组羽人竞渡，手舞足蹈。这件
青铜缶虽然在广西合浦出土，但装饰的纹
饰与宁波出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非常相
似。

河南汲县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
鉴及故宫所藏水陆攻战纹铜壶，其年代和
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壶
大体相同，均为战国早期文物，既有攻战
场景，也有驾着龙船的划船纹样，可以说
是竞渡在战争中的表现。

广西左江流域的峭壁上有四处画有
驾舟击水、奋力争先的图像。这些崖画经
测定为战国到汉代的作品，其作者为古代
骆越人。岩画中的桨手们动作整齐划一，
其中一船舷边挂着铜鼓，还有人助兴加
油，乘者似作歌舞之状，与后世的端午竞
舟景象非常相似。

广西贵港市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铜鼓 ,
上面有头戴羽冠者划舟船竞渡的图案，他
们前后排成一行，做相同的划船动作；云
南晋宁石寨山汉代古墓出土的一面残铜
鼓上，也有舟船竞渡的纹样，图中的船体
狭长平浅，首尾微翘，桨手们作奋力划桨
状；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船纹铜提筒上的
龙舟花纹篆刻，描绘了岭南越人祭祀水神
的仪式，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岭南就已经
出现了龙舟竞舸的盛况。

以上这些文物装饰的竞渡纹样反映
出当时赛龙舟活动已相当普及，中原文

化、百越文化、巴蜀文化都有“羽人竞渡”
的图案，反映出龙舟竞渡在民俗时空上的
广泛性与一致性。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家在福建昙石
山遗址博物馆藏一块彩陶片上也发现了
龙舟竞渡的图案。这块陶片出土于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霞浦县黄瓜山遗址，距今
4300—3500年。仔细观察彩陶片上的纹饰
图案可以看出，像是两艘疾驰的独木舟齐
头并进。两舟之上整齐坐着成排的桨手，
只见他们两臂伸出，姿势整齐一致，似乎
正奋力划桨，桨手们脑后的羽冠随风飘
扬，这场景极像端午节“赛龙舟”的热闹画
面，是一幅生动简洁描绘龙舟竞渡的写意
画卷。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湖南辰溪县征
溪口贝丘遗址出土的一件精美陶簋上，周
边刻画的是一组“方头”竞渡龙舟。此簋的
年代距今约6800年。辰溪先前端午民俗中
的“扒龙舟”不同于现在的竞渡，是在船头
赤手比试体能武技。扒龙舟需要较宽的船
头，便于人活动。

这不禁让人推测，辰溪沅水流域的先
民，在远古可能已有扒龙舟的习俗。这也
印证了闻一多先生的观点，划龙舟是可以
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的古老遗俗，现在看
可能还要早。

丹青彩绘中的端午盛况

历史上，有很多反映龙舟民俗文化的
艺术作品。

1973年，长沙市子弹库一号楚墓出土
一幅战国时期《人物御龙舟帛画》，绘有墓
主乘龙舟升天的情景，画中一个腰佩长剑
的人物驾驭一条龙舟，龙昂首卷尾，弓身
成舟，龙首上又有凤鸟作饰，舟尾立鹤，龙
舟迎风前进。据考古学者推断，这是一幅

“导引灵魂升天”图，当时楚湘一带巫术盛
行“敬鬼好祀”，认为坐龙舟可以升天。可
见战国时代，龙与龙舟的形象已深入人
心，并与民间信仰产生联系。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幅唐代
《龙舟竞渡图》，此画绢本设色的青绿山水
作品，纵28 . 5厘米，横29 . 7厘米，传为唐代画
家李昭道所绘，描绘了宫廷中欢度端午的
场面。图中有华丽的宫廷楼阁，湖水运用
留白的形式呈现，远景为翠绿的山峦，人
物虽小但清晰可辨，龙舟生动飘逸，让人
从中窥到唐代龙舟竞渡的习俗。

宋代也有以描绘龙舟争标为内容的
画作。北宋画家张择端不但绘制了著名的

《清明上河图》，还有藏于天津博物馆的
《金明池争标图》。位于东京汴梁城外的金
明池是宋太祖命人开挖的人工湖，原用来
训练水军，后来成了皇室的水上园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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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宫殿楼阁，大龙舟上层楼叠起，水
上百舸待发，各龙舟左突右进的空间安
排，营造出争标的激烈紧张氛围。水秋千、
乐船等则呈现了宋代的水上百戏表演和
端午节的熙攘热闹气氛。

南宋李嵩的《天中戏水册》，藏于台北
故宫博物院，对南宋都城的龙舟竞渡游戏
活动作了形象的描绘，表现西湖龙船竞渡
的场景。图中的大龙舟为端午节(又称天中
节)时帝王游湖所乘，大龙舟，头、尾、鳞皆
雕镂金饰。

据统计，目前所知元代画龙舟竞渡题
材的绘画长卷有十多幅，有学者认为这些
作品多出自元代画家王振鹏之手，都是白
描长卷。其中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的王振
鹏(款)《金明池夺标图》卷最有代表性，图
中龙舟的龙头高昂，英武神俊，雕镂精美，
龙尾高卷，龙舟上还有数层重檐楼阁，由
此窥见古代龙船之精丽。

明清以来，龙舟竞渡活动更为普遍。
像明代郑重所绘的《龙舟竞渡图轴》，清代
唐岱、丁观鹏的《十二月令图轴之五月》作
品描绘的是五月龙舟竞渡的场面，成为端
午节这一民俗盛会的艺术再现。此外，以
陶瓷和雕刻等形式展现的龙舟艺术品也
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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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船说”，
文物中的龙舟竞渡

端午节来临，“赛龙舟”是这一传统节日的重要活动。龙舟竞渡历史悠久：从岭南出水
的数百年“老龙”、江浙出土的唐代龙舟，到战国时期青铜器的“竞渡纹”、史前陶器陶片的
龙舟图案，再到历代丹青的描摹，众多珍贵文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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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船纹青铜缶

羽人竞渡纹铜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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