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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焦点

新华社记者

“游旱龙”“划喜船”“赛龙舟”“九狮拜象”、包
粽子、挂艾草、品花宴……端午节前后，众多特
色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体味文
化内涵，感受民族情怀的同时，百姓们在民俗传
承中度过了一个诗意端午。

18 日下午 13时许，在广东省潮州市饶平
县所城镇大城所的城隍庙前，挤满了前来观赏
“游旱龙”活动的村民。身着古装戏服的村民奏
响潮州大锣鼓，在一阵喜气冲天的锣鼓声和鞭
炮声后，6 名村民抬着一条由彩纸裱就的“红
龙”由庙而出，绕着大城所穿街走巷，进行巡游
活动。所到之处，村民夹道喝彩，不时有孩童自
小巷里冲出，“偷”走由绣球制成的龙须，寓意着
带走吉祥，场面异常热闹。巡游结束后，人群再
簇拥着彩色龙舟到东门港湾边焚化。

大城所是潮汕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堡之
一，是广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大城所
游旱龙”民俗也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游旱龙”至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这里的
龙舟既不载人，也不下水，5 米长的龙舟由纸和
竹篾制成，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六，当地群众
依次巡游粉、褐、青、紫、红、黄六种颜色的龙舟
祛邪祈福，别具特色。

今年 65 岁的杨远是“大城所游旱龙”民俗
第十六代传承人，据他介绍，大城所之所以出现
与众不同的端午民俗，是因为历史上当地曾为
抗击倭寇的军事城堡，四周没有溪河水域，“端
午节时不能赛龙舟竞渡，村民就只好做纸龙，在
村里‘游旱龙’祈福。”

当日，蚶江畔，鞭炮起，佾舞动……作为第
十届海峡论坛两岸青年交流与文化交流的重要
配套活动，福建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场活
动——— 第十二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
水节在泉州石狮市开幕。

蚶江镇蚶江村后垵澳，“王爷船”巡海仪式
进行得如火如荼。信众恭抬“王爷船”放置海边，

根据风向调整风帆，由 1 艘舢板船护送出海
直至回岸，信众恭送“王爷船”回“五王府”，安
置原处。“王爷船”巡海仪式是石狮海洋文化
的特色活动之一，自公元 1784 年开始，台湾
鹿港和石狮蚶江就有对渡，自对渡开始，闽台
两地民众同放王爷船及王爷船海上巡游这一
祈求行船顺利的民俗一直延续至今。

今年的闽台对渡文化节以“相约端午节
两岸一家亲”为主题，仍以传统民俗文化活

动为核心，延续了 12 年来两岸共度佳节的传
统。据介绍，18 日至 20 日闽台对渡文化节期
间，当地陆续举办龙舟邀请赛、海上泼水、“海
上捉鸭”“王爷船”巡海仪式、攻炮城等多项民
俗活动。

“从 2007 年第一届闽台对渡文化节开
始，我们年年都组团来参加。之所以被称为熟
悉的客人，并不只是因为每年参加，而是蚶江
与鹿港拥有一样的文化、一样的民俗、一样的
语言，还有那血浓于水的特殊感情。”台湾鹿
港文教基金会参访团团长蔡雨亭说，经过十
二年的沉淀与坚守，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
海上泼水节已成为海峡两岸颇具规模、独具
民间色彩的交流盛会，将不断推进海峡两岸
人民由“一家亲”走向“一家人”。

6 月 15 日五月初二，湖南娄底市傅家湾
的村民们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划喜船”来
迎接端午节的到来。

娄星区垭古村傅家湾位于孙水流域，蜿
蜒而来的孙水在这里变得平坦。划喜船是流
行于娄星区垭古、磨子石、高溪一带的端午习
俗，是一种以划龙船的形式来还愿感恩的原
始而古朴的民俗活动，表达了以垭古村为中
心的孙水流域人们对自然的敬仰和感恩，是
梅山水运文化在这一地域的特殊表现形式。

“划喜船”不以比赛为主，而是以娱乐为
主，扎喜船、唱车灯戏、耍武术、散斋粑，吸引
附近十里八乡村民参与。

“划喜船”民俗活动在垭古这一带已传承

了近 300 年，成为比过年还隆重、热闹的节
日。每年端午前夕，傅家湾人村里的青壮年男
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会自觉回村参与“划喜
船”活动，不计报酬。村里男女老少都会参与，
走不动的也由家人搀着到河边去。随着时代
发展，祭拜活动融入新的内容，表现形式也越
来越丰富，成为当地村民生活的重要部分，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焕发着新的生机
与活力。

16 日上午，在北京延庆妫水河畔，盛
大的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观看。自
2009 年起，北京端午文化节每年都在延庆
举办，今年文化节共设置了“世园杯”龙舟
赛、包粽子比赛及体验、“非遗大观园”端
午游园会、冰雪项目体验等 12项活动。由
于延庆是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简称北京世园会)举办地以及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赛区之一，今年的活动还融入了“世
园”和“冬奥”元素。

作为文化节的重头戏，“世园杯”龙舟赛
16 日在延庆夏都公园擂鼓开赛，包括首都高
校大学生龙舟赛、京台龙舟友谊交流赛和延
庆区群众龙舟大赛三项比赛。妫水河上，各龙
舟代表队劈波斩浪、竞渡争流，今年还增加了
“世园队”“冬奥队”和“中关村延庆园”3支新
晋队伍，为北京世园会、北京冬奥会和延庆绿
色发展加油助力。

16 日，在千年古镇四川省泸州市合江
县尧坝镇，一场原汁原味的端午节民俗体验
活动引得上千游客驻足观赏。从动乐伴奏、
献官入列、有司就位、从祭入列，到上祭
品、净手、焚香、首拜、再拜、三拜，一幕
幕古代祭祀情景再现，游客在切身体验中品
读端午文化。

当日，在泸州市江阳区华阳街道康乐社
区，一首古韵十足的开场歌曲揭开了今年端
午节泸州社区文化活动的序幕。活动现场，小
朋友们伴舞诵读经典《离骚》，追怀屈原，颂扬

照耀千古的爱国精神，感受中华经典诗词的
魅力。大人、小孩身着汉服，在庄重的乐曲声
中行汉礼、诵经典，穿越时空，体验古代礼仪
文化。

在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的油画创意产业
园广场上，伴随着锣鼓与唢呐声，9只彩狮前
呼后拥，浩浩荡荡，奔向头戴大红花的“大白
象”。彩狮如众星捧月般围着慈祥的“大白象”
做出各种动作，前翻后仰，相互逗趣；祥龙来
回穿插、翻腾，麒麟则伸颈缩腰，瞻前顾后；
“大白象”甩动着长长的鼻子，摇头晃尾，接受
龙狮麒麟的朝拜……

客家民俗活动“九狮拜象”起源于明末清
初，是上犹县省级“非遗”保护名录代表性项
目，在每年春节、端午等重要节庆活动和其他
节假日进行表演。栩栩如生的狮、象、麒麟和
龙在整个表演过程中以舞蹈的形式表达着九
州同庆、欣欣向荣之意。

“上午看龙舟竞渡，下午看‘九狮拜象’，今
年的端午节大饱眼福。”一大早，上犹县东山
镇中稍村村民朱立煌就带上相机，骑着自行
车来到县城过文化端午。“这是我第一次在现
场观看‘九狮拜象’的表演，气势太恢宏了，一
股震撼人心的力量涌上心头。”

“我参加‘九狮拜象’表演已经有 3 年了，
有时遇到节假日，我还会把孙子带着一起
来。”身穿红色鲜艳服装的表演者陈泽鼎说，
端午等节假日期间，通过传统民俗活动展演，
既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能很好的传
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参与采写记者毛鑫、王朝、谢樱、魏梦佳、
刘海、邬慧颖) 新华社广州 6 月 18 日电

粽叶飘香香满堂 端午民俗喜欢畅

新华社记者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
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
喜洋洋。”轻快的儿歌声中，端午
节来了。

端午节至今已经有 2000 余
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最有底蕴
的节日之一。五湖四海的人们，在
这个节日里，划龙舟、包粽子、旅
游宿营、参加公益，以传统和时尚
的方式，享受与亲友相聚的欢乐，
追思爱国的民族先贤，传承永恒
的家国情怀，展现民族的文化自
信。

赛龙舟、包粽子、端

午展现文化自信

18 日上午，两千多年前屈原
怀沙自沉的湖南省汨罗江，江上
热闹非凡。这是第十四届中国汨
罗江国际龙舟节的现场，当地民
谚说“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
龙舟上的参赛选手奋力划桨，龙
舟如离弦之箭向前疾行，两岸观
众大声喊着加油，不时发出一阵
阵欢呼声。

尽管赛场气温高达 34 摄氏
度，烈日炙烤，但挡不住人们的热
情。他们从五湖四海赶来，瞻仰屈
子祠，观看龙舟赛，吃着粽子，涂
上雄黄，用这种方式，在这个节日
里表达对美好的期盼、对先贤的
缅怀。

来自长沙的吴玉娟一家，拖
家带口十二人，尽管舟车劳顿，下
车后又在烈日下晒了一上午，但
他们觉得这个节日过得有意义。
“端午节的家国情怀，在中国人的
血脉里流淌千年。全家人在一起
追思先贤，是一次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的好机会。”吴玉娟说。

几乎在同一时刻，安徽省
合肥市城隍庙大院也在举办
端午民俗体验活动，齐敏与家
人带着 4 岁儿子刚看完射五
毒表演，还给儿子在额头点了雄黄。他说：“全家人第
一次体验这些传统民俗，又新鲜又好玩，很难得与孩子
一起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而在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锡伯族镇，一场“特
殊”的龙舟赛让很多游人驻足不前。只见长 10 米，宽 1 米的
龙舟，不是在水上行驶，而是在稻田的泥地里穿梭。鼓手“咚
咚咚”地敲着鲜红色的大鼓，一红一绿两支龙舟在泥地里奋
勇前进。端午节正逢锡伯族人的春耕季，他们在稻田旁边祭
祀，将传统的运苗船经过装饰改造，做成了泥地龙舟，别有
一番风味。

怪味粽、公益+、传统注入“新元素”

记者在各地采访看到，随着时代发展，传统习俗与现代
元素相碰撞，人们过端午的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除了赛龙
舟、包粽子，有了更多选择。

当网友们为了“甜粽子 or咸粽子”创造各种俏皮段子
时，传统粽子早已把网友们“抛在身后”，化身为“怪味粽”。
端午节期间，记者在各大超市走访发现，粽子已经有了更多
新奇、丰富的口味。松茸粽、鲍鱼粽、鳗鱼粽，还有包着冰激
凌馅料的雪冰粽……很多粽子礼盒除了有咸鸭蛋绿豆糕，
还配上香囊书签茶叶等。

划龙舟也从一种相对严肃、需要一定专业技术的民间
仪式，正在发展成人人可参与的娱乐体育项目。在湖南株
洲、陕西西安、重庆等地的一些景区，也开发了游客体验划
龙舟的项目，游客可以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体验划龙舟的
乐趣。

传统的摘艾草，如今被扩大了范围。人们在端午前
出门爬山，不仅仅是摘艾草，还选择跟亲朋好友一起去
旅游、跋涉、宿营，在山上呼吸清新空气，在溪水中嬉
戏，带家人享受夏日清凉。颐和园、北京动物园、天坛公
园等公园游人众多，北京植物园的游客较去年同比增
长 36%。

一些爱心人士则利用小长假开展了扶贫行动，提高贫
困人口的端午节“获得感”。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袁集镇
前卢村，一批公益志愿者与爱心企业带来了大米、油等慰问
品。他们为扶贫户测血压、检查视力等免费的身体检查，为
贫困户送上节日的祝福。

多创新、多传承、让传统更具活力

作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有丰富的传统
习俗，划龙舟、吃粽子为人熟知，佩香囊、悬艾叶菖蒲、挂钟
馗画像、系五色丝线、涂雄黄药酒等很多习俗正在被年轻一
代渐渐淡忘。

对很多年轻人而言，传统节日有假期，更多意味着和亲
朋好友团聚，对传统习俗大多不太了解。在汨罗江畔的龙舟
赛现场，来自长沙市的“95 后”林正告诉记者，端午节有着
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内涵，非常值得年轻一代去体会。但说
到具体节日习俗，他表示不太清楚。“我可能对情人节、圣诞
节这种洋节更了解，也更热衷亲自参与，传统节日都是听家
里长辈安排。”

“中国的传统节日根植于民族和民间土壤，是一种
活态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节日需要在继承的
基础上实现创新。”辽宁大学文化学者刘铁认为，为了
更好地传承，需要在传统节日中灌注现代元素，为端午
节文化活动提供新的载体，或者运用新的手段和营销方
式，使其更加贴近年轻人的现实需求，能使传统节日更
加多元化。

端午节期间，为了更好地推动 90 后、00 后等年轻一代
去了解、传承端午传统文化，沈阳市特别推出了“传统文化
创新穿越端午节”活动，包括迷你龙舟、活字印刷体验、民俗
射箭都比较受年轻人欢迎。

近些年，北京对端午文化节进行了创新，活动更
加贴近孩子们的需求，小学生们的参与度也越来越
高。北京市延庆区文化馆舞蹈编导盛爱芳告诉记者，
今年端午文化节开幕式上一共有 130 个演员，其中就
有 5 0 位年轻人、6 0 多位来自延庆区各小学的小演
员。通过朗诵诗歌、表演舞蹈、轮滑及当地具有悠久历
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马”技艺，孩子们了解到了更
多端午民俗文化。“传统节日的文化需要继承，也需要
发展创新，要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适合文化传承，
适应时代发展。”盛爱芳说。

(记者周楠、于也童、魏梦佳、张紫赟)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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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8 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当地群众在传统龙舟赛上赛龙舟。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记者胡
浩)记者 18 日从文
化和旅游部了解
到，端午假日期间，
大众出游热情高
涨，旅游市场持续
火热。据中国旅游
研究院数据中心综
合测算，端午假日
三天全国共接待国
内游客 8910 万人
次 ，同 比 增 长
7 . 9%，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 362 亿元。

调查显示，异
彩纷呈的民俗文化
活动成为端午假日
的特色和亮点。福
建、广西、河南、四
川、澳门等多地上
演龙舟竞渡和非遗
文化演出，让市民
游客一饱眼福。不
少地方举办端午民
俗活动，着汉服、包
粽子、跳钟馗、射五
毒、洒雄黄酒等将
节日氛围推向高
潮。此外，以观农

景、赏农俗、干农活、品农味、采摘新鲜瓜果、
体验田园生活等为特色的城市周边游、乡村
游、短途自驾游继续受到游客青睐，成为端午
假日首选。

随着高考结束、暑期将至，海滨城市成为
端午假日期间亲子度假、戏水纳凉的重要目
的地。三亚、厦门、北海、青岛、大连、日照、珠
海、秦皇岛、宁波等地迎来大量游客。出境游
方面，近程的东南亚海岛最受追捧。此外，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加上俄罗斯对持
票外国观众实施免签政策，赴俄罗斯旅游线
路迅速升温，成为同期出境旅游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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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端午节。

中国人无论在哪里，端午节的大餐里几
乎都会出现粽子的身影，澳门自然不能例外。

在三盏灯、红街市，记者随意逛了一会儿
就遇到四五家卖粽的摊位。记者在一家粽摊
前驻足买粽，打理摊位的是一家三口，小朋友
已经可以独当一面，父母在一旁帮忙照应。这
家出售的粽子既有常见的三角粽、长粽，也有
记者第一次见到的方方正正的水粽，甜、咸口
味都有，豆沙粽、肉粽种类齐全。

老板说，现在端午过节气氛比以前要淡
薄，年轻人买粽的少，消费者大多是中老年人。

人们注重养生，紫米粽这类比较健康的品种更
受欢迎，他的摊子一天能卖几百个。买粽子时，
老板娘特意嘱咐小朋友用普通话和我交流，亲

切而贴心，让我感到澳门人特有的温情。

端午本是纪念先贤的节日，后人在端午
节前后渐次兴起赛龙舟的运动，借此激发昂
扬向上的斗志和精神。澳门人爱龙舟，城市虽
然靠海，但有南湾、西湾等宽阔平静的湖面，
举办龙舟赛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澳门的龙
舟赛传统悠久，原是由民间发起，上世纪八十
年代开始由官方接手组织，现在则由特区政
府体育局和中国澳门龙舟总会合办，一年一
度，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

龙舟赛一连三天。澳门是著名侨乡，每年
的赛龙舟、舞龙舞狮，都吸引众多侨界队伍参
赛，逐渐形成了固定的传统，既提升竞技体育
精神，也可借赛事与海内外乡亲联络感情。因
为传统悠久，澳门龙舟赛衍生出颇有仪式感

的规程，如赛前的龙舟队下水、祭祀祈福等，
中间包含着文化传承的厚重意味。

一声枪响，在远方湖面上取齐的龙舟，如
同箭一般射出去，迎合着鼓手的鼓点，向观众
席方向冲过来，场面颇为壮观。起初龙舟齐头
并进，但划到一半，就分出高下，几条船占了
先，跑到前头。啦啦队也被发令枪声瞬间点
燃，鼓声、加油声不绝，直到龙舟冲线的一刻，
观众席爆发出“呜”的欢呼声，夹杂或兴奋或
失落的情绪，标志着一场比赛的结束。观众转
而为胜利或落败的选手送上掌声和敬意，至
于名次已经不那么重要。

粽子和龙舟，是记者在端午节接触的澳
门的两面：一面温情，一面昂扬。

(记者郭鑫)据新华社澳门 6 月 18 日电

一面温情 一面昂扬
端午澳门走笔

粽 香 千 里 寄 相 思
曼谷华人的端午节

33 岁的坤许是生在泰国首都曼谷的第三
代华人，职业是一名视频设计师。每年端午节，
他都会兼职干另一份工作——— 粽子接单员。

坤许的兼职与他的中国血统密不可分。

坤许的爷爷奶奶民国年间来到泰国定居，子
辈孙辈都出生在泰国。随着老一辈的离去，坤
许家中几乎无人会说中文，但中华传统习俗
一直传承至今。

坤许家每年都会接到粽子订单。起初订
单主要来自街坊邻居，后来通过口口相传，曼
谷很多华人家庭都会找坤许预订粽子，订单
量每年稳定在 4000 至 5000 个。受中国电商
的启发，坤许打算明年开通自己的网上商铺。

从曼谷的叻抛街往里走，几经迂回才能
找到坤许的家。平日里，这是一栋普通的民
宅；端午节前后，这里被临时启用为粽子铺。

在中国，粽子有南咸北甜之分，风味大不
相同。泰国华人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雷同
的食材清单上。虽远离故土，他们还是怀着对
食物的理解，因地制宜地寻求着转化的灵感。

在泰国，粽子的“内涵”丰富，堪称“八宝
粽”。除了糯米，里面的馅通常有香菇、咸蛋
黄、甜芋头、中式香肠、猪肉、花生米、虾仁，以
及泰国特色的甜品白果。

坤许说，这种配方是曼谷多数华人家庭
采用的配方，也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在端午节

当天，泰国华人往往将粽子供奉在台上举行
祭拜仪式，即“拜粽子”。坤许说，他们祭拜祖
先，通过“拜粽子”向自己的华人血统致敬。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订单从曼谷各个角
落汇聚，平日里隐性的中国元素像潮水一样
泛起。在海外，中华传统节日的模式也许无法
百分之百还原，但是对华夏血脉的认同感，在
每一个传统节日，都会油然而起。

吃着粽子，品味食材、时间和人情的味
道。这些味道，在远离故土的漫长时光里，和
当年下南洋时的勇气、坚韧、勤劳等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一起，才下舌尖，却上心头。

(记者汪瑾)新华社曼谷 6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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