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五，龍舟鼓」，每年端午節臨近，龍舟

競渡在中國南方異常活躍。在廣州，數十個古村

淪為城中村，村民最終在城市改造中「上樓」。

然而記者所見，在「龍舟節」期間，廣州下水的

龍船和龍舟手卻有增無減。鬥龍舟、遊龍舟，新

市民在扒龍舟中既演繹了新意，更記住了鄉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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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氹氹轉，菊花園，炒米餅，糯米團，阿媽叫我睇龍
船……」，在獵德村民李金健記憶中，童年是在各

種有關龍舟的童謠中度過的。「如果在課堂聽到龍舟鼓聲，就
再也無心聽課了。一下課，我們就像放閘的水一樣衝出去。」
兒時的龍舟故事，讓李金健回味無窮。

維繫傳統 盼發揚光大
1986年，剛滿16歲的李金健正式成為龍舟手。在獵德，能夠
扒龍舟就意味長大了，因此，這更像一個成人禮。
2011年，獵德迎來大變。作為廣州首個整體改造的城中村，

獵德村6,000多名村民「洗腳上樓」，遷入新居。這個曾是天河
最窮的村，成為珠江新城CBD（中心商務區）新貴。生活和居
住環境的突變，也讓獵德人開始思考如何維繫傳統、留住鄉
愁。
龍舟成為他們繫住鄉愁最牢固的繩索。如今，李金健已是獵
德社區經濟發展公司董事長，公務纏身。這幾年端午節，他依
然是村裡龍舟活動的積極分子。
今年的龍舟活動，李金健參與了全程的籌備，並親自擔任技

術指導。「廣州一年一度的國際龍舟賽，我們村也有份參加。
有的村花80萬元人民幣從外面請專業龍舟隊參賽，而我們的隊
員都是從村裡挑選和培養的。」李金健一臉自豪說。

打破舊俗 特設女子隊
為了滿足包括遊龍、鬥龍、比賽之需，村裡新添置了多條龍
舟，數量翻倍。「村民們喜歡這項傳統活動，我們希望還像以
前一樣扒龍舟，且扒得更好。」
獵德村甚至一改女人不能扒龍舟的舊習俗，成立女子龍舟
隊。李金健說，「上樓」之後，獵德村的龍舟傳統更有了新時
代意義。
同樣是「上樓」的另一個村，楊箕村的改造和安置在今年舉
行。楊箕村同樣將端午龍舟活動作為安置入戶之外最重要的事
來置辦。今年春節後，楊箕村成立龍舟協會。會長李英志說，
村裡的龍舟活動將統一管理，將更加規範，活動也更豐富多
彩。
「我們增加了龍舟數量，還特別成立青年龍舟隊。這一切，

就希望把扒龍舟這個傳統更好的發揚和傳統，把它作為村魂來
傳承。」
農曆五月初一，廣州龍舟巡遊、探親訪友的日子正式開始。獵
德、楊箕、冼村、石牌、車陂等城中村，龍舟和槳手們打扮一
新，一番求神、祭祖之後，在鞭炮聲中，一條條龍舟擊水前行，
赴兄弟村「應景」。「招景」是主辦村在端午節向兄弟村、友好
村發出邀請，受邀村每年在固定日子划龍舟來「應景」。
龍舟上，有兩三歲的幼兒，也有年過七旬的老人。龍舟下水，
村民祈求風調雨順；老幼沐浴龍舟水，能夠身體康健，四季平
安。而「老表村」之間走村串戶，則增進了感情，促進團結。

萬人遊龍 槳聲聚人心
從上午9時到下午2時，前來「招景」首站珠村的龍舟應接不
暇。珠村村民潘劍明統計，當日前來應景的龍舟有近百條，按
每條船70人計算，總數約7,000人。而前來參觀遊龍的數千群
眾，將河涌兩岸圍得水洩不通。
潘劍明同時是廣東民俗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他告訴記者，遊
龍是龍舟文化的真正核心和靈魂，也是最具傳統民俗味道。在
珠村之後，獵德、車陂、石牌等也將先後「招景」，萬人遊龍
盛景將持續到端午節結束。
潘劍明說，槳聲也是最聚人心的活動。「傳統村落發生劇

變，而我們最傳統、最特色的東西不僅沒有丟，反而歷久彌
新，演繹新意。」

40歲的獵德村民梁
鵬，有着22年的扒龍
舟經歷。這麼多年過
去了，獵德龍舟隊的
主力一批接一批換，
他卻始終堅持。作為
老「扒仔」，他對龍
舟有着特殊的感情。
「扒仔」是廣府地

區對龍舟手的俗稱，
梁鵬便是其中一位。

「兩三歲的時候，爸爸就帶着我登上龍舟，走
村串戶。他手把手教我怎麼持槳，怎麼用
力。」梁鵬指，船槳划出的一道道水花，濺在
臉上，無比愜意。扒龍舟時感受到的那種親情
和鄉情，令人久久回味。
如今，獵德家家戶戶住上了高樓，不打電話

相約，一眾老友一年難有見面的機會。
扒龍舟成為大家聯絡感情的最好方式。梁鵬

說，每年農曆二月二「龍抬頭」，他們就開始
為扒龍舟作準備了。「我喜歡和大家一起扒龍
舟的感覺，這是我多年來堅持的動力。」

有速度 有激情 有文化
同樣是老「扒仔」，潘劍明扒龍舟時間更長
經歷更豐富，對龍舟文化更癡迷。出於保護民
俗的考慮，他更努力宣揚龍舟文化。
潘劍明近年一直在收集有關扒龍舟的各種資

料，整理成冊。同時，也到中小學宣傳龍舟等
民俗文化。為了讓村裡人更深入了解龍舟，他
也組織晚輩們到造船廠參觀。
「總之，龍舟除了有速度有激情，還有文
化，我們應該划出一條有血有肉的龍舟。」潘
劍明動情地告訴記者。

■潘劍明說，遊龍是
龍舟文化的核心。

記者敖敏輝 攝

老「扒仔」濃情化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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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一，一場大雨將廣州城區的遊龍活
動推向了高潮。而隨後幾天，頂着高溫扒龍
舟卻令村民們苦不堪言。河涌污染，令水鄉
的扒龍舟活動少了往昔的暢快。
廣州的河涌，越靠近城中心，污染往往越

大，「上樓」的村民，在扒龍舟中要比郊區
農村忍受更多的污水。

村民盼解決污水
記者在楊箕村看到，楊箕涌穿越廣州城區

核心地帶，大量生活污水令這條原本清澈的
河涌發黑發臭。河涌中一陣陣散發的異味和

不時漂浮在水面的垃圾，讓人望而生畏。
從前，龍舟競渡後男女老少爭舀「龍船

水」洗面、洗澡，以求驅邪避災、身體安
康，如今這項傳統儀式在逐漸消失。
獵德村民梁伯告訴記者，河涌污染最嚴

重的時候，扒龍舟不得不壓縮下水時間，
如果遇上高溫時段，龍舟活動甚至被迫中
斷。
「有的人因為忌憚污水，有人戴上口罩扒

龍舟，從龍舟隊伍中退出。」梁伯說，如果
河涌污染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這項傳統民俗
有可能進一步被沖淡。

■廣州部分河涌污染依然
嚴重，村民盼早日治污成
功。 記者敖敏輝 攝

■萬人遊龍盛景，吸
引大批市民前來觀
看。 記者敖敏輝攝

■「90後」
容仔成為
獵德村龍
舟隊重要
一員。

記者
敖敏輝 攝

■扒龍舟現場
十分熱鬧。

記者
敖敏輝 攝

■古祠後面便是新居，獵德村婦女們
舉行龍舟旗袍秀表演。記者敖敏輝 攝

在廣州，珠江新城、五羊新城等多個
城市CBD（中心商務區）核心區，有
獵德、楊箕等傳統村落。千年古村藏身
寸土寸金的城央CBD，這在全國絕無
僅有。在城市化中富裕起來的村民，也
將傳統龍舟活動演繹出「現代範」。

位於珠江新城的獵德村，「上樓」之
後，端午龍舟活動年年有新意。今年，
獵德的婦女和外嫁的獵德女，來了一場
龍舟旗袍秀。

40女模特秀旗袍
6月6日上午，40名手持折扇、身着旗
袍的女子從古樸的獵德村李氏大宗祠款款
走來。她們或輕拂絲扇，或淺笑挪步，展
示着東方女子特有的時尚與典雅美。
活動組織者孟凱告訴記者，這40名

女模特均是獵德的旗袍愛好者，年齡最
小的剛20出頭，最長者則已過六旬。
「男人河裡扒龍舟，女人河邊秀旗

袍，中國文化兩種最純正的元素結合，
令獵德的龍舟活動回歸傳統時，更別有
新意。」孟凱說。

而在一路之隔的楊箕村，今年恰逢新
房回遷，龍舟活動同樣有了特別的元
素。
楊箕龍舟協會會長李英志說，村裡今

年新增了一條16.8米的小龍船。「讓
16歲以上，60歲以下，不太熟悉水性
的村民也能一起參與，同舟共濟。」
喜慶之際，來自港澳、加拿大、美國

等地的老村民都回來扒龍舟，令龍舟活
動增添「國際範」。
從五月初一到初五，村裡的五條龍舟

會一齊出動去兄弟村「趁景」探訪，到
了初五端午正日，楊箕村會在珠江「招
景」，迎接珠三角的「老表」。而到了
初六，就進入楊箕鬧端午的最高潮——
鬥船。屆時，全村四個姓氏的龍舟手會
全部出動。

扒龍舟是技術活，更是體力活。隨着老
一輩龍舟手的淡出，成長起來的「90
後」，逐漸成為扒龍舟的主力。新老龍舟
手之間的交接，延續和傳承着這個有千年
歷史的民俗文化。
作為鼓手，23歲的容仔已是第三年參加
獵德村扒龍舟活動，他也是獵德專業龍舟
隊的主力隊員。端午前夕，他和村裡的夥
伴們已經在珠三角各地參加龍舟比賽，屢
創佳績。「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一個手藝，
但我知道，祖輩父輩傳到我這裡，我就必
須把這個角色擔當好。」容仔說。

「我很樂意做傳承者」
峰哥是獵德村龍舟隊的教練組成員，有
着30多年扒龍舟經歷的他，負責隊伍的組
建和訓練。至今年，從他手裡出師的徒
弟，已經超過百人。
「獵德村主要有四大姓，每個家族都有
我的徒弟，男女都有。」峰哥自豪地告訴
記者。

如今，隨着「80後」、「90後」的成
長，他們在扒龍舟中已經成功接棒。其
中，獵德龍舟隊，「90後」數量佔逾三分
之一。「我很樂意做龍舟技藝的傳承者。
看到這些『80後』、『90後』逐漸成為中
堅力量，我很欣慰，獵德扒龍舟後繼有
人。」峰哥說。

水鄉蒙污 龍舟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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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變主力「扒仔」後繼有人

傳統民俗演繹「現代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