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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竞渡在我国有非常久远的

历史，作为传统民俗体育运动项目，

深受群众喜爱。龙舟竞渡的起源，

历史上有祭祀、纪念屈原等多种说

法。数千年来，龙舟竞渡经过历史

的洗礼，蓬勃发展。

“龙舟锦水说端阳”，龙舟在成

都历史悠久。2025年，第12届世界

运动会，龙舟项目将首次作为世运

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登上赛场。此次

世运会的龙舟赛中，标准比赛龙舟

配备有龙头、龙尾、鼓（鼓手）、舵（舵

手），以此保持中国民俗传统。“世运

会的龙舟项目非常好地展现了中国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体现。”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

（IWGA）主席何塞·佩鲁雷纳对即将举

办的成都世运会充满期待。

蜀地竞渡两千年

成都与龙舟的渊源深厚。
1958年，成都需要新建一条接通九眼

桥和沙河铺的道路，竣工通车时正值端午
节，望江楼下的府河段正在赛龙舟，这条路
便以龙舟路命名。

新中国成立初期，锦江常举办划龙舟
活动，那时，两岸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船上
的锣鼓声与两岸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后
来，成都的重大龙舟赛事转至新津南河、金
堂县赵镇的沱江等地方举办。

2009年，新津龙舟竞渡被列入四川省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成都再次掀起了龙舟竞渡热

潮。2004年，阔别40多年的龙舟赛再次回
归锦江，彼时两岸人声鼎沸，龙舟竞技而
过。之后连续举办三届的“锦江龙舟赛”更
是新花样辈出：赛场上，渔舟、渔翁、鱼老鸹
紧随龙舟出现，更具传统民俗特色；外国友
人组成的国际龙舟队，则呈现出文化交流
互融的景观。

黄龙溪、兴隆湖、三岔湖、三道堰、南
湖……近年来，成都各地的龙舟赛开始
呈现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不仅有“抢鸭
子”等传统趣味活动，还加入了多项民俗
活动，蜀地传统文化以龙舟赛事为载体，
以多样形式呈现。

四川龙舟竞渡历史悠久，从历代诗
人的作品中，蜀地群众对龙舟的热爱跃
然纸上。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 年），白居易
由江州司马调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
在忠州期间，他写了两首关于龙舟竞渡的
诗。《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竞渡》云：“竞渡
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和春深二
十首》中则有“齐桡争渡处，一匹锦标斜”的
句子。

从白居易的诗中可知，至迟在唐代，四
川境内已有年年在端午进行龙舟竞渡的习
俗，且人们对龙舟的热爱已“不能止遏”。
可见当时蜀地龙舟竞渡之风之盛。

忠州建有一座纪念屈原的“屈原塔”。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冬，苏轼在为母
亲守孝期满后，随父亲苏洵入京，途经忠
州，作《屈原塔》，发出“遗风成竞渡”感慨。
据说，蜀地龙舟竞渡中“抢鸭子”活动也与
这位文学大家有关。北宋至和元年（1054
年），19 岁的苏轼与眉山青神王弗结婚。
农历五月十五，岷江面上，船队主船头按时
俗特别陈列了三牲头肉和活鸡鸭鹅，求吉
祈安。未料船到江心，被锣鼓声惊到的鸭
子竟破筐飞入江中逃窜。划船水手们跃水
而下捉拿逃鸭。苏东坡脱口吟道：“趣趣
趣，人鸭竞技，搅起千堆玉。良辰美景增惬
意。”从此，当地人为了纪念苏王结婚之喜，
就将原来农历五月初五的端阳划龙舟风俗
改在五月十五举行，还在活动中加进“抢鸭
子”内容，表达祈求财源茂盛的美好愿望，
沿袭至今。

南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都
人民为了纪念唐代保卫成都有功的浣花
夫人，每年到了农历四月十九日浣花夫人
的诞辰，便由地方长官率领民众春游锦水
竞渡，据元代费著《岁华纪丽谱》中记载：

“四月十九日，浣花佑圣夫人诞日也。太
守出笮桥门，至梵安寺谒夫人祠，就宴于
寺之设厅。既宴，登舟观诸军骑射，倡乐
导前，溯流至百花潭，观水嬉竞渡。官舫
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滨，以事游赏，
最为出郊之胜。”

到了明代，四川地区的龙舟竞渡依然
年年举行，杨慎曾两次题咏四川泸州（古称

“江阳”）的龙舟竞渡。《竞渡曲》和《竞渡浪
系三言》中，再现了当时长江边泸州城的竞
渡实况。“江阳旧俗敬端阳，龙舟竞渡江之
滂。已欣永日恣游戏，更兼细雨生微凉。
五龙青红黄白黑，昂首竖髧扬鬐翼。奔电
追风跃且鸣，击汰冲波横复直。”五百年前
的泸州，龙舟竞渡规模宏大，比赛时间从日
出到日落，参赛的龙船众多，至少有青、红、
黄、白、黑五色，千桡百桨，煞是壮观。

杨慎编纂的《全蜀艺文志》中所收录僧
鸾《竞渡曲》，则描述了成都地方长官与民
同乐，观赏竞渡的场景，以及当时竞渡活动
的组织、竞赛方式和规模。这首诗与《全唐
诗》所录张建封《竞渡歌》基本雷同，仅四句
中个别字词有差别，有学者认为是杨慎在
编纂的《全蜀艺文志》时将原作者张建封误
认为僧鸾，而不同的字词，则是杨慎根据明
代四川龙舟竞渡的实际情况订正的，而从
这些误差中，可以得知明代四川龙舟竞渡
活动与唐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鼓声三下红旗开”与“鼓声三十红旗
开”，龙舟开赛发出的信号从唐代的三声鼓
响到明代的三十声；“只将输赢分赏罚，两
岸十舟五来往”到“只将输赢决二赏，两岸
千舟互来往”则是优胜名次确定的改变，唐
代两两以决胜负，不再与其他龙舟进行第
二轮比赛，而到了明代，还要进行多轮淘汰
赛，最后产生一名冠军。

到了清代，四川的龙舟竞渡较以往发
生了很大变化，进一步成为民间风俗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明代以前的由地方首富大
家牵头组织改为由哥老会、商人行帮等民
间团体主持举办；龙舟的形制上，在泸州等
地风急浪高的大江面上使用的龙舟与在成
都等地平静水面航行的龙舟也有不同。龙
舟竞赛规模也愈发盛大。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曾作《五日
观乡人竞渡》诗歌，描述其家乡富顺县赵化
镇江畔竞渡的实况。“市小龙舟戏一双”，在
四川，不仅是成都、泸州这样的大城市中龙
舟竞渡规模盛大，即便是沱江边的小镇，也
年年竞渡，前来观赏的，不仅有街镇居民，
还有“石榴裙子香花髻”的村姑农妇。可
见，端午赛龙舟的习俗在四川各地已经十
分普遍。

许永强 李雨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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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池争标图》 传为北宋
画家张择端所绘，描绘了宋代皇
家园林金明池里龙舟争标的激
烈、紧张气氛。

清院本《十二月令图（五月）》
中的龙舟竞渡。

“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
橇，山行乘撵。”不同的行走方式孕
育了不同的体育运动。巴蜀地区多
湖泊河网，是长江、黄河的重要水源
地，境内有嘉陵江、沱江、金沙江、雅
砻江、大渡河、岷江等奔腾而过，水
域纵横，水面辽阔，舟、船和人们生
活密切相关。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
国时期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就有

“使舟水战”的场景。据《华阳国志·
蜀志》，“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
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
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史记·张仪
列传》载：“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
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
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
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里，
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十
日而至扦关（在今奉节县）。”可见早
在战国时期，蜀人的水上活动就比
较发达。

到了汉代，民族文化交流使得
巴蜀地区龙舟竞渡普及起来，一直
延续到后世。成都地区有悠久的龙
舟竞渡历史。相传杜甫住成都草堂
期间，就曾到新津观看龙舟竞渡。
据清道光版《新津县志》载：“五月五
日包角黍（即粽子），悬蒲剑艾虎于
门，饮雄黄酒，城南竞渡。”其盛况在

《新津乡土志》中有记载：“船只栉
比，帆樯如林，舟楫往来，欸乃之声
不绝。”

民国《合川县志》载：“子孙世世
操舟，尤善橹，故以此为绝技。龙舟
无底，以杉木栀子钉人字板如鱼鳅
形，分水处甚窄小，最危险……州城
河岸龙舟十余只，金鼓铁炮之声与
款（欸）乃之声，数里皆闻。其以两
舟并行，画桡双飞，以角胜负，谓之

‘抢江’。两岸游人如蚁，亦有买舟
携酒以游者，谓之‘游江’。”

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云：
“五日为端午节……长江龙舟竞渡，
游人雇小船，傍岸上下游，悬锦标以
奖胜者。”

龙舟竞渡盛行，还有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是水军的训练与操演。古代
四川与南方各省之间的交通，主要依
靠长江，诸葛亮入蜀、王濬伐吴以及
后来的一系列战争，都首先在长江一
线进行，这些战争造就了四川水军的
好手，加上沿江渔户，组成了一支支
强有力的龙舟竞渡队伍，年年岁岁在
江上、湖中争渡，逐步形成技艺高超
的龙舟竞技的体育风俗。

“龙舟锦水说端阳，艾叶菖蒲
烧酒香。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
鼻抹雄黄。”清嘉庆年间杨燮的《锦
城竹枝词》描绘的便是成都民间端
午盛景。

龙舟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成
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载：

“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
穆天子指的是于公元前 976 年—
公元前 922 年在位的周穆王，据
此可考，早在西周时期，就有龙
舟了。这比屈原投汨罗江早了
600 多年。

龙舟到底何时入川，已经无
法直接考证。公元前 316 年秦灭
巴蜀，大量来自秦地的秦人改变
了四川的人群结构。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后，四川与中原
地区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龙
舟很可能是在这一时期从中原
传入了四川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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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食节”的
成都端午

天工/文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成都，城墙内外河流纵
横、草木繁盛，容易滋生虫蚁，其中蛇、蝎子、蜈
蚣、癞蛤蟆、爬壁虎合称“五毒”。“五毒”的说法在
唐宋时期就存在了，古人认为，端午节前后正是
五毒出没的时节，端午这天，旧时成都有着“五黄
杀五毒”的习俗，以驱虫蛇、避瘴气。

民俗专家刘孝昌说，成都人端午节有“早端
阳，晚中秋”的说法。端午这天每家每户早早地
准备了丰盛的含有“五黄”的饭菜，为的是饭后到
望江楼边看划龙船。

所谓“五黄”，指的是雄黄、黄瓜、韭黄、黄鳝、
黄心盐鸭蛋。雄黄制成雄黄酒，洒在墙角、床底
驱虫，而黄瓜、韭黄、黄鳝、黄心盐鸭蛋，则都是端
午饭桌上的美味佳肴。成都人认为，它们有解
暑、滋阴、养心的功效。

刘孝昌说，用泡姜和成都特有的泡二荆条炒
韭黄，为旧时成都端午节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
黄鳝在此时城外稻田皆有，成都人常用郫县豆
瓣、温江大蒜红烧成家常鳝鱼。

泡盐蛋，也是成都人端午节的“例行公事”。
泡盐蛋首选性凉解暑的青皮鸭蛋。刘孝昌说，头
年冬天，旧时的成都人会从屋顶扫下洁净的白雪，
收入坛中。这坛子一半埋在地下，里面装着用花
椒和盐巴泡制的陈年老盐水。而当年端午的新盐
蛋就在新雪水加上陈年老盐水中泡制而成。

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饭桌上的各种粽子，自
然是端午节的主食之一。用菰叶（菱白叶）包黄米
做成牛角状的粽子，叫作角黍。古人相信，这些角
黍上的棱角可以戳坏江中大鱼的嘴，让它们不能
吃屈原的遗体。角黍内的黄米，是早在头一年便
准备好的，制作黄米需先将桑叶、米糠、浮萍放入
锅中炒焦，再用稻草裹住，趁热放入米堆中，过两
三个月打开，米堆已变成金黄，喷香扑鼻的黄米。

旧时成都端午节的美食，更是集中出现在锦
江上划龙船抢鸭子的现场。划龙船、抢鸭子是成
都端午活动的重头戏，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还十分盛行。龙舟竞技表演，会引来两岸成千上
万的观看者。看划龙船，怎能少了美味的小吃？

在龙舟比赛的现场，比围观比赛的群众来得
更早的，是卖各种小吃的摊贩。刘孝昌回忆说：

“两个板凳一口油锅，锦江里就有现成的食材。”
跟拇指一样长还活蹦乱跳的猫猫鱼与亮晶晶的
马虾，被捞起来后就迅速下锅，在沸腾的油锅里
瞬间炸得金黄酥脆。起锅后再撒点盐、辣椒和花
椒面，用小块干荷叶包好递给买主，刚炸好的鱼
虾在空气中散发出一股股浓浓的香味。

沿河两岸还有好多卖凉粉的担担。一大坨
方方正正的黄白凉粉，放置于担子圆桶的木板
上，小贩们用刀细心划一片巴掌大小，约一个指
头厚的凉粉先放在手心上，再抹点酱，撒上花椒
面和芝麻，才把这片递给买主。食客接过来，直
接用手拿着吃，刘孝昌说，这种吃法叫“手摊子”。

推着车卖锅盔的小贩，车前总是排起长长的队
伍。刚起炉的锅盔酥脆的饼皮里，红糖馅甜香味四
溢扑鼻，锅盔老板还不时高声喊道：“小心红糖心子
烫嘴。”刘孝昌回忆起了吃锅盔时的一个有趣场景：
食客咬开锅盔，一不小心红糖汁流到手上，抬起手
想舔食手上的糖汁，没想到手一抬高滚烫的红糖又
滴在了后背上，留下一道火辣辣的水泡。

这些旧时的端午节美食，虽然已经不再流
行，但永远留在了成都人的记忆之中。

在水面开阔的新津南河举办的龙舟赛。 陈翱 摄

唐代李昭道的《龙舟竞渡图》，描绘了
唐代宫廷里端午节龙舟竞渡的场面。

元代《龙舟夺标图》（局部），图中的龙舟体形巨大。

2016年举办的新津第24届龙舟赛。 唐建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