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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南方地区一直保存有端午赛龙舟的习俗，广东地区由于江河众多更使这一运动长
盛不衰，源远流长。曾应枫编著的《龙舟竞渡——端午赛龙舟》系统介绍了广州及东莞
等地区赛龙舟的习俗，包括其历史起源，形式变革及传承等方面的情况，不啻为对这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

内容简介

 曾应枫编著的《龙舟竞渡——端午赛龙舟》注重
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特殊技艺的介绍，对于端午赛龙
舟的内涵、技艺、形态、历史演变、艺术价值等给予
全面介绍，全方位、多视角地介绍端午赛龙舟形态。
    深刻而直观地记录时代的变迁，记录民间丰富的生活
，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富有艺术表现力，给读者以 文化审美的感受。
     读者从《龙舟竞渡——端午赛龙舟》中能够了解
到南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概貌、地方风格、制作
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奇思妙
想的灵感和巧夺天工的技艺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精美绝
伦的艺术世界，看到它们，我们仿佛听到南粤人民的
低吟浅唱，仿佛看见那令人心驰神往的精神故乡。

作者简介

  曾应枫，女，广州人。国家一级作家，1998年当选为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1
999年当选为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2001年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在
文学创作和民间文艺的组织工作上都有建树。创作儿童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民
间文学、小说散文等约三百万字，曾二十多次获国家、广东省、广州市的各类文学创作
奖。



目 录

龙舟竞渡话千年
  粤人喜水成风俗／1
  说法不同南北融／4
  说古道今龙舟节／10
奉若神明祭龙舟
  起龙时辰有讲究／18
  采青热闹有意头／24
  招景会景礼数周／29
  藏龙散龙不马虎／36
赛龙会景胜过年
  各地互访龙船景／42
  石楼龙船几大景／52
  赛龙夺锦斗标勇／70
  优胜劣汰悍民风／80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趁景礼仪晒功夫 趁景是各地龙船互访的一个盛大民间活动，龙船 景不是竞渡，斗速度，
而是竞艳，即斗靓。竞艳是龙船之间的“文斗”。群龙聚首，争艳斗丽，小至龙船 上的
罗伞装饰，龙船桡手的技艺甚至身材，大至接待的礼仪，龙船饭的规模，都是大家评头
品足，明争暗 斗的话题。
  从农历五月初一始，各地龙船景的村民人人异常兴奋，家庭主妇半夜就起床，做好一
切准备工作，迎 候亲戚和宾客，端午“龙 船景”之日，整个村子上
上下下都动起来，青年人穿上鲜艳的运动背心，整 装上阵，孩子们穿上新
衣，姑娘们也一个个打扮 得花枝招展，热闹堪比过
年。村前门楼披红挂绿，沿江两岸彩旗飞扬，锣鼓
喧天，鞭炮齐鸣，不多时数十条龙船从四面八方汇拢 而来，两岸人山人海，熙熙攘攘。
  端午龙船节的十多天中，来往的龙船也很讲究礼节。江河上常有龙船相遇，龙船无论
是在去趁景或归 家的路上，如迎面遇见别的龙船，相互会行见面礼，俗话叫“擂锣”，
即是双方的锣鼓手密密地打击锣 鼓，这就是龙船之问打招呼的特定语言。
  这样互相“擂锣”，还会不约而同地互相来往划两三个来回，才分道扬镳。这种龙船
招呼的礼仪在典 籍中没有记载，但珠江三角洲的水乡人就这样代代相传，并变成村民问
友好来往打招呼的方式，比如番 禺人会说：“你和某某擂不擂锣呀？”就是问：“你和
某某打招呼了吗？”如果在水乡中见到一些不但认 识，而且关系好的龙船通过此地，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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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擂起双锣，以示友好。后来擂锣的意思衍生下来，就形容两个人对 不对脾气，合不合
性格，是否投契，用“你两个擂不擂锣啊”来比喻。如果遇到一些有过节或“不投契”
的龙船，就不擂锣，敲着鼓边，匆匆而过。
  龙船节中，欢迎的礼数也分几种，成为大家默认的方式。如见到有龙船来探亲，主人
“擂锣”，就是 请这条龙船的人上岸饮茶、吃饼；如果主人下来“摁
鼓”，则表示要请人上岸吃饭。访客不要拒绝主人好意的茶点或饭菜。吃完饭重
新下船的时候要烧爆竹，来访的龙船一定
要在当地乡村的河涌划两三个来回，表演一番，以表示感谢；“抬鼓”就是留人过
夜，留人过夜那条村当晚肯定就会有大戏
（多指粤剧）睇（看），俗叫“龙船趁戏”。睇完大戏后，每一户村民就带两个
被邀的龙船手各返家去住，能够有这种待
遇的村与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非同寻常，非常亲，如：番禺化龙的沙亭（路）
同车陂、谭山、横溪等村。
  来“趁景”的龙船要走时，有如舞 狮的答谢仪式一样，要有一个“三退三进”的仪式
，一般是划湿桡两个来回，再划干桡一个 来回。干桡就是敲鼓不是敲在鼓心，而是敲在
鼓边，桡手则用桡挑起水花，龙船行得又快又好看，让被访 村民看个高兴，以示对主人
的感谢。如果河流是绕村的，龙船就会绕村划三圈，划完了，才告别离开。
  “趁景”更多的是表演和斗靓。“功夫人人会打，各有巧妙不同”，划龙舟、玩花式
也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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