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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877期汉江晨刊

端阳汉水齐奋桨， 激流勇进赶潮头。
2023 年 6 月 22 日，“中国红 红西凤”杯第
二十三届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即将拉开
帷幕。 本期《汉江晨刊》邀请陕西省节庆文
化促进会副会长、安康龙舟习俗传人罗先
余，溯源安康龙舟文脉，共话安康龙舟民
俗，畅想安康龙舟蓝图。

1、作为安康龙舟习俗传人，请您为我
们讲解一下安康龙舟节的历史渊源。

巴人自古以来乐山喜水、善划船，船也
是当地百姓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 安康龙
舟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东汉。 相传，东汉时
期安康隶属西城郡，当时的西城太守就将
家乡荆楚地区的划龙舟习俗带到了安康，
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但并未突出
“祭屈原”的主题。

安康划龙舟真正形成风俗是在唐宋，
尤其到明清时期，就非常兴盛了，有了各大
商会的参与，并且已经上升到官府倡导的
高度。清康熙七年（公元 1669 年）安康史学
家刘应秋在《一砚斋集·五日》一诗中写道：
“……无钱忘渡节，有酒不谋饥。 儿伴欢相
唤，龙舟已过矶。 ”这是安康最早写龙舟竞
渡的诗词。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 1696 年）
知州王希舜《重修兴安州志卷二·古迹志·
风俗志》载“望江楼，在汉南岸，昔人观竞渡
处，今废。 ”“端阳，官长率僚属观竞渡，谓
之踏石。 ”关于龙舟竞渡的盛况，成书于清
康熙二十六年 （公元 1688 年 ）的 《石泉县
志·风俗》载“……鼓乐盈街，红榴绿艾，命
索虎符，馈送竟日。 官僚尉具席于楼船，敦
请长令观龙舟竞渡。 男女盈岸，轻舟画艇
而载歌舞者，邑中仕绅之家也……”

而据民国时期的乡土教材考证，此时
安康地区的官方才提出祭屈原而划龙舟。
新中国成立后，1958 年端阳节安康城区举
办龙舟赛，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实影片
《庆丰收赛龙舟》 向全国发行。 “文化大革
命” 后，1977 年仅安康城区仍存老龙舟 10
条。 改革开放后安康沿江各县农民自发组
织龙舟赛，已连续举办 13 届，专门建有可
容纳 5 万人的龙舟活动场地和设施， 成立
有安康龙舟文化活动办公室。 但传统龙舟

制作技艺传承非常困难， 龙舟制作人多为
70 岁以上高龄老人。 龙舟文化研究乏人，
龙舟文化展示无场馆， 传统祭祀受现代节
庆影响等问题急需解决。

2、在长期的历史沿革中，安康龙舟节
又形成了哪些安康特有的习俗和文化符
号，哪些是流传至今的，哪些又消失在历史
的长河中？

安康龙舟竞渡是中国历史上北纬线最
高的大江大河的龙舟竞渡。

首先是龙舟的形制上。 别的地方叫划
龙舟，安康本土的叫法则是“玩龙船儿”。舟
小、扁平，船大、深、黄瓜底、有帆，便于抵抗
激流、装货运输。所以安康“龙舟”的基础就
是以往百姓生产生活用的货船，古往今来，
安康划龙舟也就不同于别的地区是坐着
划，而是跪着划，每个划手的身下有一个跪
圈，以保护膝盖。

其次是风俗上，以往有真龙、假龙、混
江龙之说。 有龙头有龙尾，船长五丈二尺，
宽四尺八寸。船上配有长一丈二尺挠子，既
是龙舟的指挥，又是干扰对手的用品，同时
配有跪圈、標绳、呼桶等特有器具，船上有
桡手、鼓手、锣手、划手 28 个人 ，此为 “真
龙”。 若装备标准齐全但人员减配， 则为
“假龙”。而无龙头龙尾的小划子，多在比赛
时钻进赛场夺彩头的，被称为“混江龙”。

从清代开始， 安康划龙舟便形成了集
资的风俗，即由龙舟队“龙头儿”或长者走
街串巷集钱或下地采集食物， 为划龙舟筹
钱筹物。 然后便需在供放龙头的庙里、祠
堂、商会请龙头，恭读请龙头文。 之后由划
手及表演队伍上街游祭龙舟、 鼓乐齐鸣送
龙舟下水，乡绅、老者为龙头点睛。

但安康龙舟与其他地区最大的不同还
是在赛制上。不同于现在单纯速度的比拼，
以往划龙船的玩法很多。 划对头、夺标旗、
对岸划，比赛难度大，有观赏性、欢愉性。比
如对岸划，就得综合考量用时和横渡角度。
再比如划对头，诞生了榆树林（现小北街）
对中渡台， 佘家台对西坝等广为流传的精
彩赛事。 因此，在安康也就有了“宁荒三年
田，不输一年船”的说法。

在娱乐项目上， 安康龙舟节也独具特
色。明清时期，安康龙舟节已经形成了抢鸭
子、捉猪尿泡的风俗。各大商会将自己商会
的介绍和银锭子塞入圆润光滑的鲜猪尿泡
中，弄潮儿们则为了自己的阵营劈波斩浪，
争夺彩头。为了增加难度，当时还会将鸭子
头上的毛拔掉两撮，撒上盐，鸭子吃痛往水
里钻， 只有技术高超的游泳健将才能将其
捉住后做成百鸭宴。而考虑到卫生和美观，
猪尿泡现在已经被皮球取代， 而抢鸭子也
不再拔去头上的毛。

3、就普通民众、游客而言，今年的安康
龙舟节与往年相比有哪些新亮点、新玩儿法？

安康龙舟节一直坚持一件事， 年年有
亮点，闹红一江两岸，坚持群众参与。 往年
举办了水上集体婚典、商贸展、房销会、花
卉展、儿童书画展、诗歌比赛等，还邀请著
名诗人到安康。

今年龙舟节的亮点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要讲好龙舟故事。 今年祭祀的

龙头是“老红龙”，现在龙舟文化园陈设的
龙头就是“老红龙”的仿制品。 相传清道光
年间， 一次洪灾中西坝片区被淹没，20 多
个老百姓因为抓住了一块被卡住的浮木得
以幸存， 后来西坝的人们就用这跟浮木雕
刻成龙头龙尾，取名为“老红龙”。今年的开
幕典礼上，祭祀仪式中就要把“老红龙”的
故事讲出来，以表演形式再现。

第二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
新。 今年把小场子、翻天印、板凳龙这些安
康的非遗文化融合成一个节目，叫《方寸之
间》，视觉上更为大气。

今年的最大亮点就是 “千人汉江排子
席”。 过去，在汉水行船、打鱼、淘金的人们
行船靠岸，撤来登船板，支起鹅卵石，架起
案子当饭桌，摆上当地菜肴，划拳饮酒庆祝
平安归来，这是“汉江排子席”的起源。安康
人婚丧嫁娶、小孩满月周岁、老年过寿、架
房梁、搬家爱讲排场，社火玩灯、盖房架桥、
穿衣戴帽讲气势，称“耍排子”“排子客”，因
此，安康的“排子席”又赋予了安康人生产
生活习俗内涵。

今年的汉江排子席是在复原的基础上

完善创新，有过安康门、开席、演唱汉江号
子、安康非遗展示等多个环节。 菜色方面，
有四碗柱子果寓意四平八稳，插放栀子花、
石榴花，寓意祥符瑞气、多子多福，一坛黑
陶稠酒，上放扎红飘带竹制酒提，开席后由
祝酒仙子用酒提从酒坛斟酒。

呈现美食的过程中， 请汉江号子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演唱上水、下水、扯篷、
活锚、推帆、靠岸、过滩等汉江号子，后由执
客唱花鼓子。形成千人互动局面，共同喊汉
江号子、花鼓子，为千人排子席助兴，表现
汉江排子席的特色和魅力。

活动整体主打在坚持民俗化、 风土化
的基础上增加互动性。 游客甚至可以在席
上划拳赢纪念品，哪怕游客不会划拳，比石
头剪刀布都行，就是要提升游客的体验度。

4、今年的安康龙舟节总体来看有怎样
的特点，又该如何持续发光发热？

从整体来看， 今年的龙舟节是三年疫
情后的第一个龙舟节。拉长了时间，扩大了
覆盖面，美食、旅游、毛绒玩具、经济活动都
涵盖了进来，主要是让各县动起来，让各个
方面动起来，激活经济、拉动消费。 以汉滨
为例，茨沟豆腐宴就被纳入了此次龙舟节。

同时， 今年龙舟节在整合利用传统文
化的方面步伐更大胆了， 旨在增加安康的
美食魅力， 深度挖掘非遗文化本身的文化
魅力，提升非遗元素的变现能力，也带动三
农产品的发展。

从长远来看， 我们仪式的开场邀请到
各级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也从精神文明
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调动社会
各界关注龙舟节， 利用这个载体来发展经
济、发展社会。

对于各级各部门来说， 龙舟节也是一
场大考， 如何协调配合、 提升管理服务能
力、多维度激发整个城市的发展活力，这都
是应该持续关注、持续用力的。

“汉江排子席”是形成于安康，辐射于汉水流
域的民间宴席。

它起源于船家行水，在沿江码头城镇停靠时，
于河滩地撤排子搭长桌，用于拜码头、酬商户及犒
劳船工、水手、码头工人的“敞坝席”。

其食材多为水产、山珍及干货，其厨艺多用蒸
煮炖煎炸炒，其席吸收紫阳三转弯、白河三点水、
旬阳八大件之长， 常规正菜为八凉八热中各出四
荤四素，阔者则四角加四柱。 其菜系兼具秦、川、
鄂、豫之优，偏向鄂菜，讲究煎汤祛湿、温润滋补。

由于“排子席”场面大、声势大、影响大，俗称
“耍排子”或“排场大”，被广泛应用于安康城乡红
白喜事，形成汉水流域至今流行的“长桌宴”与“敞
坝席”，成为民间饮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汉水文
化的标志性符号。

今年端午节，安康市将于“中国汉江龙舟节”
期间采用市场运作方式， 在汉江安康港的老码头
上大摆“排子席”，并配供相应文创礼品，以飨海内
外宾朋。

传统 IP新玩法，今年安康龙舟节如何“出圈”又出彩？
———访陕西省节庆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安康龙舟习俗传人罗先余

记者 陈楚珺

汉
江
排
子
席

李
焕
龙

�� 22000066 年年，，第第七七届届安安康康龙龙舟舟节节上上精精彩彩的的民民间间社社火火““翻翻天天印印””。。 张张炳炳实实 摄摄

�� 22001100 年年 66 月月 1133 日日，，第第十十届届安安康康龙龙舟舟节节开开幕幕前前一一天天，，所所有有参参赛赛船船队队在在
西西关关土土地地庙庙迎迎接接老老黑黑龙龙至至汉汉江江边边，，并并举举行行了了龙龙舟舟开开赛赛前前的的下下水水祭祭祀祀仪仪式式。。

邓邓军军 摄摄 2023 年“千人汉江排子席”试菜现场。 罗先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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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璩勇）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
事、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培训中心教授，著名
书法家徐右冰老师书法公益讲座， 于 6 月 18
日上午在安康市委党校举行。

尽管当天下着雨，可以容纳 150 多人的扇
形报告厅却座无虚席。 在热烈掌声过后，安康
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吴纯宝代表活动主办
方主持讲座，他简要介绍了徐右冰老师的书法
创作情况。 据悉，徐右冰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理
事，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中
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培训中心导师，四川省画院
研究员，中国文联全国新文艺拔尖人才评选第
三届、第四届终评评委，中国文联全国新文艺
拔尖人才骨干班第二届成员，中国书协国学修
养与书法首届骨干班成员，中央美术学院第二
届兰亭班成员，中国书协展览监委、评委，老佛
堂励志计划创办人。 曾荣获 2012 年中国书法
十杰、2013 中国书画年度人物、2015 全国十大
青年书法家， 是 2017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获得者、2018 年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一日
一书》主讲老师（17 集）、2019 年中央数字电视
书画频道《名家临碑帖》主讲老师（36 集），曾
获得全国第十届、 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全国
奖，中国书法兰亭奖第三届提名奖、第四届三
等奖、第五届佳作奖、第六届银奖（金奖空奖），
全国第三届草书大展最高奖，全国第二届手卷
书法大展最高奖，中国书法海选擂台总决赛状
元，中国海西书画大展赛金奖，全国首届心经
大奖赛特等奖， 全国好风相从册页大赛特等
奖，中国书法百强榜一等奖，首届中国书法院
奖总冠军等。

徐右冰先生说，淋过雨的孩子知道怎么给
别人撑伞。 他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书法爱好
者，是当代中国文艺辉煌发展的受益者。 过去
二十多年，徐右冰先后接受了中宣部、文化部
以及中央美院、国家画院组织的一系列培训，
并获得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两个国家项目的扶
持。 他认为应该把自己的获得有所回报社会。
除积极开展书法公益讲座，2018 年，徐右冰将
多年来获得的奖金设立了老佛堂奖学基金，用
来资助贫困落后地区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 。
据悉，此次来安康讲座，是徐右冰先生借参加
《标准草书与草书研讨会》 和中国标准草书学
社陕西研修考察活动之余，应安康青年书法家
协会邀请，为安康书法爱好者指导交流。

在题为《钟灵毓秀人文安康———当代视阈
下经典作品的鉴赏与解析》的讲座中，徐右冰
先生把书法学习与书法欣赏、书学理论与书法
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讲解，强调观察细节与
领悟书法经典的关系， 强调书法学习与文字
学、与诗学、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强调
书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书法学习应该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方位学习的过程， 是形
学，也是文字学；是哲学，也是美学；是文学，也是史学。

徐右冰先生通过对一系列经典书法作品的解读， 为听众形象
生动讲述墨法、笔法、结体、章法等书法艺术审美要素。 用《韭花
帖》，徐右冰先生诠释高手下笔就是在写关系。 引经据典，多方论
证，说到《奉橘帖》时，他说古代书法家用简短文字调动起人们的味
觉视觉多重审美时，表达对远方朋友的思念与牵挂。今天的我们是
不是应该思考怎样用我们的艺术、用我们的语言符号，表达并调动
起当代人的审美感受？

讲座在掌声中开始，在掌声中结束。 在场听众意犹未尽，久久
不愿离去。 徐右冰先生表示，他一定还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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