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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隊扒龍船 民俗逐樣玩
港人在粵過端午：感受傳統文化 過得很有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石華 廣州、深圳報道）6月22日是端午

節，香港多區舉辦龍舟比賽，氣氛熱烈。而廣東多地也舉辦了具有濃厚

嶺南特色的龍舟比賽，吸引了不少港人前往遊玩。在廣州及深圳的龍舟

賽現場，還推出不少傳統民俗和非遺項目，如縫香包、玩投壺、英歌巡

遊……不僅熱鬧也有另一番趣味。

精彩的彎道龍舟
賽吸引萬餘人到場
觀賽，線上直播更
吸 引 百 萬 人 「 圍

觀」，佛山南海疊滘龍船漂移大賽在端
午龍舟賽中可以說是頂流級的存在。這
是新冠疫情三年後，疊滘龍船漂移大賽
首次全面復辦。

有村民表示，往屆比賽村民往往可以
很悠閒地切瓜沏茶，慢慢欣賞比賽。而
此次，除了沿岸樓頂，兩岸的觀賽「靚
位」基本被村外的龍舟愛好者搶先一步
佔據。

「好誇張，我樓下那個 S 彎道的橋
邊，天還沒亮就有人坐在那裏了。」村
民孔伯說。有首次全程觀看比賽的港人
稱「倍感震撼」，人氣「堪比頂流演唱
會」，已喜歡上這個極具煙火味、人情
味的比賽。

港人孔祥輝如約參與了籌備工作。祖
籍南海疊滘的孔師傅在村裏開設了一家
洪拳武館，退休後更全身心收徒授藝。
在當天的開幕式上，他和弟子在現場進
行醒獅和功夫表演。

他表示，多年以來，只要村裏有龍舟
比賽，他基本都會回到村裏。「好喜歡
龍舟比賽的氛圍，龍舟手們奮勇爭先、
兩岸村民高聲助威吶喊，很感染人。武
術和龍舟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部
分，我非常樂於去參與和推動相關的工
作。」

下午 14 時 10 分，在喜慶的爆竹聲
中，龍船漂移大賽正式開賽。周邊村社
9支龍舟隊18條龍舟分為標準龍和傳統
龍，在同一賽道上展開角逐。河涌兩岸
人頭攢動，圍得裏三層外三層，外層僅
剩下不足1米的通道。

村民彪叔說，如果是開賽前2小時之
後才到的，基本上只能在外圍「看別人
的後腦勺」，因為前五六排已經被先到
的觀眾牢牢佔據。廣州市民梁先生一家
駕車從廣州花都趕來，但還是沒能親眼
看到河涌中的龍舟，最終只能在一位村
民的家中看電視直播。

港人冀下次能近距離賞龍舟
在廣州工作的港人Andy來到現場後

發現無法擠入場內，只能通過手機直播
畫面觀看了比賽。對於疊滘彎道龍舟
賽，Andy直言很「震撼」。「現場氛圍
自不用說，從技術層面看，船尾和船頭
的舵手很特別，他們是龍舟漂移的關
鍵。我看到船頭船尾的舵手，在龍船轉
彎時，手臂盡全力控制船槳的角度和力
度，技術含量非常高，觀賞性很強。」

Andy指，今次去到現場，不管是氣氛
還是觀眾人數，都堪比一場頂流演唱會
或者足球賽。相信這種龍舟漂移大賽會
越來越火爆，期待下一次能夠早到現
場，體驗現場氛圍，以及和近距離被龍
舟手划槳濺水到身上的感覺。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佛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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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人生中第一次划龍舟是在廣州
南沙，而且還得了第六名。」香港

青年林廣健剛剛參加完首屆廣州南沙濕地盃
端午龍舟·農艇邀請賽，他直言非常難忘。
「這次龍舟賽，我們這班在廣州的港澳台僑
青年，都放下手頭在忙的事情，難得聚齊了
二十幾人組成灣區青年隊參賽，是一次非常
難忘的體驗。」除了划龍舟，比完賽後，他
便馬不停蹄地趕到工聯會舉辦的端午節廣州
會場，體驗起縫香包的傳統節日習俗。
港人鄧女士則帶着自己未滿5歲的一雙兒
女一起參加工聯會端午節活動，兩個小朋友
一人做了一個香包，還體驗了投壺和套圈遊
戲。「大香包是兒子做的，小香包是女兒做
的，香包除需要用竹籤縫在一起，還要貼上
花紋，很考驗耐心，但孩子們玩得很開
心。」鄧女士表示，通過參加這些內容豐富
的端午節活動，讓孩子們感受到端午節的傳
統氛圍和特有習俗。她還表示，端午假期在
香港的姑姐、小伯都會來廣州團聚。「大家
一起聚餐吃飯，至少要三圍酒席。」
年輕人和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長者也
樂在其中。今年六十出頭的港人沈阿姨也
專程和自己的小兒子來參加工聯會的端午
節活動，還體驗了一把投壺遊戲。「第一
次玩我連箭頭都拿反了，但很快就能上
手，還投中了兩箭，很有趣。」沈阿姨表
示，雖然自己的大兒子和女兒因為在香港
工作，這次端午假期不能趕來團聚，但參
加豐富多彩的端午活動，也讓她感到別有
一番樂趣。
在深圳市福田新洲河，來自廣東、香港、

澳門的12支龍舟隊伍劈波斬浪、奮楫爭
先。這是在深圳城市中心舉辦的首次龍舟
賽，緊張激烈的賽事吸引了逾10萬人流。

非遺墟市節日氛圍濃郁
當天上午，參賽的龍舟隊巡遊入場，接受

沿岸群眾的喝彩，碧波翻湧的新洲河上，號
子聲、吶喊聲此起彼伏。比賽開始後，參賽
選手奮力揮槳，河道兩邊傳來陣陣鼓掌聲、
歡呼聲，不少市民也在繁華市中心駐足欣賞
「激情與速度」，感受傳統端午習俗的熱鬧
氛圍。

來自香港碧海龍舟隊領隊周柱新表
示，比賽前隊員訓練非常刻苦，最終當
天的比賽獲得了亞軍的成績。「現場的
氛圍很好，在兩邊矗立着600米摩天樓
的河道上比賽還是第一次，希望以後能
夠經常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值得關注的是，當天活動形式多樣。

在比賽間歇，市民遊覽了新洲河畔別具
一格的非遺墟市。墟市上有彩繩、手工
香囊及小掃把、端午糉子、投壺遊戲、
扇畫、雲燈、彩繪燈籠、京劇臉譜、捏
麵人、糖畫等等特色攤位，讓人感受到
濃郁的節日氛圍。其間，不少身穿漢服
的俊男靚女走上街頭，為非遺墟市增添
了一抹文化韻味。
參賽的香港運動員表示，參加龍舟賽

的同時還能感受傳統文化，這個端午
節過得很有意義。

「獅王」爭霸盡顯風采
除了傳統的龍舟賽，來自大灣
區的15支國際水準醒獅隊也在
「深潮文化節」比得如火如荼。在
8個小時的激烈角逐中，醒獅隊員們騰、
挪、閃、撲、迴旋、飛躍，演繹獅子喜、
怒、哀、樂、動、靜、驚、疑等八態，在市
民的陣陣喝彩中，「獅王」在深圳節日大道
榮耀誕生。
在當天非遺晚會現場，熱烈奔放的潮州

大鑼鼓氣勢十足，贏得現場觀眾叫好連
連；廿四節令鼓每一次敲擊都在擊響天地
脈搏，每一次表演都是人與天地的共舞；
粵劇《花好月圓》一招一式如行雲流水，
唱念坐打信手拈來；潮州英歌舞《盛世雄
風》粗獷豪放，氣勢磅礡，猶如萬馬奔
騰；人們更在潮州工夫茶藝舞蹈秀的「和
靜精樂」中，盡覽「潮人」拚搏奮鬥的
「下工夫」精神。
這場以「非遺」為主題的文藝演出，讓

這個端午節的中國味更濃。本次活動邀請
福田區3位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與潮州市17
位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蒞臨展演，結合
文化展覽、快閃演出等形式，近100個非遺
項目以集市的形式與市民深度相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石華 攝

▲港人鄧女士與兒女一起做香包。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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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在
台灣，端午節是與農曆新年、中秋節
並列的三大傳統節日。22日是端午
佳節，從划龍舟到吃糉子，從取「午
時水」到立蛋，島內民眾通過各種形
式慶祝傳統節日，寄託對美好生活的
期盼。
當天，位於台北市中山區的大佳河

濱公園遊人如織，2023台北龍舟錦標
賽在此開賽。主辦方台北市體育局介
紹，此次錦標賽將持續3天，吸引島內
外210支隊伍、約5,100名選手參賽，
分為男子組、女子組、混合組等多個
組別，並涵蓋大、小型龍舟。

台北市民、「愛路迷勁草」龍舟
隊成員許銀專連續多年參加台北龍
舟錦標賽。「今年端午節的比賽，
賽手可以摘下口罩，觀眾也比往年
增加很多，感覺特別振奮。」許銀
專說。
龍舟賽事因紀念愛國詩人屈原而相
沿成俗，「愛路迷勁草」等多個龍舟
隊賽前特地前往位於台北市北投區的
屈原宮，依循古禮為參賽的龍舟點
睛，並參與了傳統的祭江典禮，迎請
屈原神像繞境。
慶祝端午佳節，糉子自然必不可
少。對於不少台北市民而言，南門市

場的老字號商舖一直是採買糉子的最
佳選擇。
晶瑩剔透、甜鹹冰涼的黃金鹼糉，

紅豆餡細膩綿密的湖州豆沙糉，以獨
家配方滷製入味的麻油雞腿糉……端
午節前夕，記者走訪南門市場，各種
口味的糉子令人眼花繚亂，吸引人們
排起長隊。
「湖州糉又細又糯，鮮肉還不
柴。」特意來到南門市場購買湖州糉
的台北市民陶小姐說，「我從小家裏
就是吃湖州糉，後來還去過幾次湖
州，都是為了糉子。」
南門市場自治會會長王銓國表示，
今年雖然原物料有漲價，但糉子都盡
量維持原價，或僅漲5元至10元新台
幣，希望更多民眾能在端午期間來感
受南門市場的傳統特色。

台灣民眾多種形式慶佳節

▶在深圳市福田新洲河，來自廣東、香港、澳門
的12支龍舟隊伍劈波斬浪、奮楫爭先。

網上圖片

◆6月22日，民眾在台北市大佳河濱公園參與端
午節傳統的立蛋活動。 新華社

◆佛山疊滘龍船漂移賽事現場。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