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在场”
节庆弥新

百舸劈浪激 文脉共潮生

感知“古今共鸣”

施秉县“龙舟竞渡”的历史沿革
最早可追溯到明朝。

据史料记载，明朝时期，两湖、江
西等地的商人及船工将“汉龙船”带
到施秉。这些船只原本是普通的运
输工具，但在端午节期间，船工们会
在船上安装龙头和龙尾，模仿江南地
区的习俗，进行“龙舟竞渡”，由此施
秉县开始了龙舟的传承发展。到了
20世纪50年代，施秉氵舞阳 河、小河沿
岸的村寨大多加入了划龙舟的行列。

“我的爷爷、父亲都喜欢扒龙舟，
所以我基本是泡在水里、坐在龙舟上
长大的。”田维钟是施秉县龙舟龙灯
协会会长，他生在氵舞阳河边，长在氵舞
阳河边，从15岁正式加入龙舟队开始
到如今，他的一生都在和龙舟打交
道。

对施秉人来说，龙舟不只是一项
运动，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图
腾。在这里，每个村基本都有自己的
龙舟队，每当临近端午节，大家便早
早开始筹备训练，更有在外地工作请
假回来参加训练的队员。

“施秉老一辈人常说：‘扒龙舟，
扒的是团结，是精气神！’所以我们年
轻一代更要拿出精气神来，好好备
战。”为了此次独木龙舟节，白果树龙
舟队队员张正华特意从浙江温州请
假回来参加划龙舟。

5月31日至6月2日，“水韵贵州”
中国施秉独木龙舟节暨非遗文化活
动周在施秉县举办。龙舟赛期间，整
座施秉城都陷入狂欢！选手的每一
次挥桨，都能点燃观众的热情；龙舟
冲过终点的瞬间，欢呼声、鼓掌声响
彻氵舞阳河。

在这里，人们感受到端午赛龙舟
的热闹氛围，“龙舟竞渡”接续着历史
与当下，让今人和古人跨越时间长河
的“藩篱”也能产生深沉的共鸣。

可以说，龙舟记载着施秉人的历
史印记、文化记忆。

通过赛龙舟，将施秉的历史、文
化向大众娓娓道来，这是独属于他们
的叙述方式。

施秉独木龙舟节现场施秉独木龙舟节现场

“宁荒一年田，不输一年船”。
自古以来，龙舟竞渡备受华夏儿
女的追捧与喜爱。追溯这一传
统习俗的起源，可能要比端午节
的历史还要悠久。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苗族独木龙舟节”的发
源地，今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施秉县的端午盛典堪称“绝
活”，从世界最长独木龙舟巡游
到龙舟比赛，从非遗展示再到千
人抢鸭子，施秉县通过丰富的民
俗活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
号增强共同历史记忆，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记忆是一种植根于历
史深处的精神性力量，它以情感
为纽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
民族的存续发展提供了内生动
力。在施秉县，聚在一起“扒
（pá）龙舟”（“扒”有划的意思），
是独属于端午的仪式感。通过
这个仪式，各族人民充分感受文
化记忆、释放内心情感、体味故
乡温情，从而实现有形、有感、有
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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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精神原乡”

龙舟之于施秉，从来不是端
午时节的短暂狂欢。

从孩童初试江河，到女子龙
舟队劈波斩浪；从“万人空巷”的
端午盛况，到如今龙舟队伍云集
的现代赛事，这条文化长河像氵舞
阳河一样，始终奔流不息。

“队长，我们今天发挥还不错
吧！”“非常好！肯定是进了前三
的。”刚刚结束比赛的吴光梅边拿
着毛巾擦拭滴水的头发，边和队
员复盘。

吴光梅，是小河村陀螺田组
女子龙舟队队长。从她登上龙舟
的那一刻，不仅延续着父辈的荣
光，更重拾了一座城的文化记忆。

“只要生活在施秉，就要学会
扒龙船，这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
来的。”据吴光梅介绍，小河村陀
螺田组共有3支男女龙舟队。这
里的人对龙舟比赛的热爱程度超
乎想象，可以说是人人参与的程
度。能参与划船的就划船，参与
不了的就轮着为龙舟队队员安排

伙食。
陀螺田龙舟队后勤队员吴光

珍说：“我们是十个人煮饭，每天
几乎都是10桌人，吃饱才有力气
去划船，这样齐心协力的氛围大
家都很喜欢。”

为兼顾大家的工作和训练，
龙舟训练都利用下午时间，统一
在寨前的小河水域就近开展。“我
们女子龙舟队大多是婆媳组合，
大家都把自己的媳妇培养出来
了。我的媳妇就在我的右手位，
朝夕相处出来的默契能让龙舟划
得更快。”吴光梅所在的女子龙舟
队共 22 人，其中年龄最大的 56
岁，最小的仅20岁。从2004年组
建至今，只要参赛基本都能得奖，
最高曾获得八连冠，还到麻江等
地参加全州赛事。

施秉男女老少全员参与赛龙
舟的盛况由何而来呢？田维钟道
出了真相：“我们骨子里都刻着龙
舟。”

这种刻进骨子的热爱，让龙
舟超越了单一的传承，早已成为
施秉人精神原乡。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
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积极
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当施秉的各族群众共同参与
到独木龙舟节中时，个体情感卷
入族群情感洪流，民族自豪感和
认同感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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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随着时代的变迁，“节味变淡
了”似乎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大众对于传统节日的观念也在慢
慢淡化。

“节味”消减的原因是什么
呢？仔细分析施秉浓郁的“端午
节味”，有了准确答案。

传统节日是群众性活动，只
有群众参与进来，“节味”才会越
来越浓。在施秉，端午赛龙舟是
一场全员参与的狂欢盛宴。当龙
舟上的鼓声一响，观众与选手都
被赋予了“在场”的意义，这场比
赛在这一刹那被升华成了一场全
民参与的仪式。这种仪式感并非
刻意营造，而是源于中华民族对
于端午文化的集体记忆。当一个
活动能够唤起集体记忆时，“节
味”将越来越浓。

文化是一条大河，唯有注入
新洪流，才能奔涌不息。在施秉，
龙舟竞渡成为“顶流”，是找准了
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当传统独
木龙舟与现代体育赛事、非遗活
动展演等相互结合，便碰撞出了
新的文化涟漪，使得群众对于传
统文化的自信感和认同感逐步提
高。传统节日不应该局限于一种
形式，只有顺应潮流、融入潮流，
才能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产生
文化新生。

仪式庆典作为人类社会活动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本质在
于激发情感共鸣。只有将传统礼
仪与新时代结合起来，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联系起来，增加群众参与感，增
强民族认同、凝聚民族情感，才能
促进传统节日的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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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龙舟划龙舟

创新“文化叙事”

在施秉，当世界最长龙舟漂
浮于氵舞阳河上时，当烟花、鞭炮齐
齐点燃时，展现的不仅是节日氛
围，也是一座城市对于传统文化
的守护。守护不等于守旧，非遗
更不是凝固的标本，而是奔涌的
活泉。

龙舟文化在施秉长盛不衰的
奥秘，恰恰在于这项赛事完成了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精彩共
舞。自 2016 年起，施秉便将传统
独木龙舟竞技与现代体育赛事相
结合，使这一古老民俗焕发出新
的生机。

为了更好地将独木龙舟赛出
新出彩，施秉县创新赛事体系，将
传统独木龙舟纳入现代体育竞技
框架，列为端午正式比赛项目，突
出“站立划桨”“牛角龙头”等特
色；优化赛道、计时规则及分组机
制，2025 年赛事吸引 73 支龙舟队
参赛，形成全国性影响力。

为呼应文旅融合发展的需
求，施秉县对龙舟文化进行符号
升级。打造“世界最长龙舟”IP，
2016年由非遗传承人制作77.8米
木龙舟，成功申报吉尼斯世界纪
录，成为世界最长木龙舟；后经修
复和延长，逐渐演变到现在的108
米，配套“千人抬龙舟+千名盛装

‘姑妈’巡游”，成为活动核心标
志。

此外，为了吸引游客、留住
游 客 ，施 秉 县 还 依 托“ 独 木 龙
舟”，进行文旅深度融合。在举
办“独木龙舟节”的同时，开展了
非遗文化展示周系列活动，增加
千人抢鸭子、万人唱响氵舞阳河、
百龙闹江展演、万人长桌宴、非
遗 T 台走秀等活动项目。据统
计，2025 端午节期间，全县共计
接待游客 20.18 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花费1.85亿元。

当传统文化根如磐石的同
时，又大胆创新与赛事、文旅联
动，便能在保持传统文化本真的
同时，获得当代生命力。

“我们正着力打造‘节赛联
动、景区联动’的发展模式，让传
统文化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引擎。”施秉县文体广电
旅游局副局长许悦群介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