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川 的 龙 舟 竞 渡

赵 永 康

中国端午节众多的节日活动中,规模最

大、也最为精彩、引得满城空巷的,莫过龙

舟竞渡。在四川,与其它南方各省一样,只

要是有江河湖埝的地方,端午节就一定有龙

舟竞渡。参加竞赛的团体,各 自造为龙船,

冠以不同的名号。到了端午节那天,所有参

赛龙船,在江边一字摆开,但昕岸上三声炮

晌,一齐冲向江心,击汰冲波,飞速划进。

此时两岸观众入山人海,呐喊助威,与龙船

上震天的锣鼓声和号子声交织成一片,形成

节 日狂欢的墩高潮,最先划到对岸并且抢得

悬挂在岸边竹竿上的彩旗者为胜 。 有 些 港

埠,比如江津县的油溪镇,龙船划到对岸以

后,还要飞跑完400-600米的一片河滩地,

才是悬挂优胜彩旗的地方。至于那些河面较

窄、不堪竞渡的处所,这种活动便改为与河

岸平行划行,顺流竞速,比如乐山市的龙舟

竞赛,便是这样。

龙舟苒渡的起源 ,历史上有过8种不同的

说法。其中闻一多先生曾经穷搜古籍,列举

101条有关辶载,定论以为是长江下游 和 珠

江流域地区吴、越等以龙为图腾的少数民族

的祭祀日。龙舟竞渡,是他们节日祭祀活动

的主要内容。他的这一观点,已为近代学术

界所普遍接受和征引。但在四川,则历来认

为是如同宗懔 《荆楚岁时记 》所说的那样是

为了纪念端午节日投汩罗江自沉的爱舀诗人

屈原。龙舟竞渡的习俗何时传入四川p已不

可考。但从白居易在忠州 (今四川省忠县 》

所赋
“
竞渡相传为汩 罗 ,不 能 止 遏 意 无

它
”

①知道,至迟是在唐代年间,四川境内

端午龙舟竞渡便已年年举行。忠州地当万里

长江边上,水深岸阔,阢水陆之要冲,古代

从下游入蜀,多从这里登陆启行,以去成都

方向。贾客往来不断,商业贸易发达,龙舟

竞渡之风,远较它郡为胜,还专门建造了一

座纪念屈原的
“
屈原塔

”
。北宋年问,苏东

坡路过这里,就题咏说:“遗风成竞渡
”
③。

苏东坡是在冬天路过忠州的,没能亲眼看到

忠州端午人山入海的狂欢实况,也特别把这 ,

件事提了出来 ,可见直到当时,忠州的龙舟竟

渡还很热闹。唐宋年间龙舟竞渡的实况,叟
籍记载不多。刘禹锡曾经在他的诗中写道,

湘西地方,每年四月中旬,村社里的南亩丁

壮,就通过选拔集中起来,在村社长老或富

豪之家支持下,训练竞渡龙舟,不再从事生

产,每天椎牛设酒,很是上劲。待到端午 ,

村村社社的龙舟,一齐来到竞渡江边,从早

到晚进行比赛,终 日狂欢,引来成于上百的

观众。刘禹锡认为这种△俗严重荒废农事,

应当严加禁止③。他的这种观点,历代统治

阶级中人,大抵也都这样。南宋年问,黄东

发任浙东地方官时,曾经一次就拆毁 了 300

艘竞渡龙舟。但是,不管官府如何禁止,也
制止不了人民群众对于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

怀念9制止不了入民群众对于美好的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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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活的追求。用白居易的话来说,就是已

经
“
不能止遏

”
。事实上,官廷里的帝王,

每年端午,无不在宫中命人习为竞渡之戏。

后蜀主孟昶 ,· 在成都就是这样④,只不过没

有大江上万民同乐的盛大规模罢了。

龙舟竞渡的盛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由于历代水军的训练和操演。正是在这样的

过程中,竞渡健儿们练就了一身水上绝技。

这种训练,北宋以后更加普遍, 咸 平 三 年

(100O年 ),宋真宗曾到金明池 观 看 水戏

o一船分左右两队,扬旗擂鼓,每 队各出一

船,奋力划向插着系有彩绸 (标 )的地方,

先 到达者为胜。这种比赛和训练 水 军 的 方

式,与江上白j龙舟竞渡,如 出一辙。龙舟竞

渡活动,也就这样与水上的训练和征战同步

发展起来。古代四川与下游南方各省之间的

交通,主要依靠万里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诸
葛亮入蜀、王潜伐吴、以及后来岑彭、桓温

等人征讨四川地方割据政权的一系列战争,

都首先在长江一线进行。这些战争,造就了

一代代的四川水军好
′
手,再加上长年出波风

涛的船家渔户,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龙舟竞

渡大军。岁岁年年,无比热闹。

龙舟竞渡虽然历来在端午举行,但也不

必专在端午。宋人罗大经 《鹤林玉露 》和沈

括的《梦溪笔谈 》,分别记载说范仲淹在杭

州作地方官时,曾在西湖上
“
纵民竞渡

”
,

“
从春至夏,全城空巷出游,闾 市为空

”
。

用这样的手段来
“
敛有余之财,以 济贫者

”
,

血阝救春荒。南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

四川成都人民,为 了纪念唐代保卫城市有功

的浣花夫人,每年到了相传为这位夫入诞辰

的农历四月十九日,便由地方长官率领春游

锦水, “
倡乐导前,溯流至百花 潭 , 观 水

嬉、竞渡
”

⑤。待到明代,四川 的 龙 舟 竞

渡,就更加盛况空前了。

明代统治黑暗, 
“
钩党之捕 , 遍 于 天

下⑥。特务机关锦衣卫怀疑人民群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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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观看竞渡之机,聚众造反,因 雨严 加 镇

压。 《明史 ·刑法志》便记载有
“
南康(今江

西南昌市 )民吴登显等戏竞渡龙舟,身死家

籍
”
。真是令人不寒而Jl+!但在山高皇帝远

的四川,龙舟竞渡却自年年举行,杨慎曾赋

《竞渡曲》长歌,以记当时长江边上泸州城

下竞渡实况:

江阳旧俗敬端阳,龙舟竞渡江之滂。

已欣永日恣游戏,况兼积雨生微凉。
·

再龙青红黄白黑,昂首竖莸 扬髫翼。

奔电追风跃且鸣,击汰冲破横复直。

仿佛湖州张水嬉,想象习战昆明池。

∶  长年三老夸好手,观者两岸忘其疲。

露纟介文身凫雁浴,干桡百桨蚣崤足。

蚁穴南柯檀伐槐,蜗牛左角蛮攻触。

君不见 !

争名争利在市朝,相 顷相夺不相饶。

偃旗罢鼓各归去,急流勇退同逍遥。⑦

借助于这位文章冠冕有名的杨状元的生

花妙笔,,我们得以知道,五百年 前 的 泸 州

(古称江阳 ),龙舟竞渡的规模已经很大。

从 日出到 日落,恣情游戏,参赛 的 龙 船 众

多,至少已有青、红、黄、白、黑五色,千

桡百桨,煞是壮观。参赛的运动员,露纷文

身,画为龙的图案,大 多数都是被称为长年

三老的船工水手。从杨慎的字里行间,我们

仿佛昕到了龙船上的锣鼓声和号子声,看到

了五色龙船你追引1赶 ,逐电追风 般 飞 速 行

进。象亲临其境一样,看到了这场动人心弦

的精彩表演。

杨慎的另一首长歌 《竞渡浪系三言 》,

也是记叙明代嘉靖年间沪州端午龙舟竞渡之

作 :

天中届,午节戾。  雨不雨,霁不霁。

扇凉飓,消暑气。 江之水,水无际。

桥横霓,树如荠。 玉洼莒,锦林丽。

竞龙舟,荡犀泄。  殷雷鼓,浮云吹。

汨齐出,氵兔氵爵揭。  霭遮揭,干艿继。

标争夺,纛相掣。  楚蔓姬,巴纳妓。



影照钗,沫溅袂。山凝紫,日 映朱。

鳞霞穿,蟾钩缀。乐无荒,倦而憩。

榜脯膝 ,汛容裔。矍烁翁,尚 儿戏。

效琅旰,成 浪系③。

此诗与前引《竞渡曲》相互发明,我们

可以从中了解到明代四川龙舟竞渡的若干情

况。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有以下几点 :

第一,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杨慎以为是
“
天中节

”
。天中、即夏至,这天,太阳恰

好位于天空视轨道正中的位置上 。 这 种 说

法,始 由唐人韩鄂提出,至今四川地区基本

无人如此解释。但在杨慎的诗里,已经明白

提出,因见当然四川必有相当一些入作如是

观,五百年来,其说不行,终致湮没了。

第二、龙舟形制。扬慎在泸州城下看到

的是,昂首竖貔 扬髻翼-ˉ船头船尾高高翘

起,刻为龙头龙尾之形,髫鳞毕现;千桡百

桨蚣婿足-—船舷低矮,狭窄而修长,可以

容纳众多的划手侧身跪坐在舱舱里,用双手

划动短桨,象百足蜈蚣那样;五龙青红黄白

黑-ˉ艘数众多,分别涂成不同的色彩,以

资区别。这一切,与近代四川的龙舟构造 ,

已经非常接近。

第三。竞渡章程。杨慎看到的是
“
汩齐

出
”
,是五龙

“
击汰冲波横复 直

”
。 汩 、

《尚书 ·洪范 》: 
“
鲧湮洪水,汩 陈 其 五

行
”

。 《传 》曰: 
“
汩,乱也

”
。众多的龙

船,但听鼓吹炮响,一窝蜂似地涌向江心,

不成行列,争先直前。说明在长江上竞渡,

由于江面广间,采取的是全体参赛,一次即

行定出优肛名次的办法,不再象 《南唐书 》

和 《东京梦华录 》等书上所记
“
两两较其迟

速
”

。这种方式,至今有时仍在沿用。

第四、操纵龙舟的技巧。在龙舟竞渡过

程中,为了夺标取胜,龙舟往往互相掩翳 ,

巧妙地拦阻他船航道,或设法将他船挤入坏

水、回流,从雨减低其航速。这些手段,在
技术上需要高深的造诣。弄不好,会造成两

舟相撞,船翻人溺。中华丿、民共和国成立以

前,在 四川长江上的龙舟竞渡中,是经常发

生的现象。操纵龙舟的梢水(榀当于舵手),

不仅要熟谙水性,还要善于躲开他船的这种

不道德的阻拦,甚至还要懂得拦阻别船的种

种诀窍。确倮行驶平安、快速,才算好手。

杨慎诗中所说
“
标争夺,纛相掣

”
, 

“
相倾

相夺不相饶
”
,反映出五百年前,就 已经出

现这种现象了。

杨慎编纂的 《全蜀艺文志 》所 收 僧 鸾

《竞渡曲》长歌,描述了明代成都地方长官

与民同乐,观赏竞渡,以及当时竞渡活动的

组织、竞赛方式和规模,特别是满城男女如

狂如醉的情况:

五月五日天睛明,杨花绕汪啼晓莺。

使君未出锦江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

两岸岁衣破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如干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挂彩虹霓晕。

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

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

只将输嬴决二赏,两岸干舟互来往。

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

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

不思所得却休去,会到榷舟拆楫时⑨。

这首诗,与 《全唐诗 》所录张建封 《竞

渡歌 》⑩基本雷同。其字句相异 的仅仅只有

四句 中的个刖诃、字,现对照摘录如下 :

僧鸾 《竞渡曲》  张建封 《竞渡歌》

使启未出锦江外  使君未出郡斋外

鼓声三十红旗开  鼓声三下红旗开

只将输赢决二赏  只将输赢分赏罚

两岸干舟互来往  两岸十舟五来往

这就理所当然的令人只能认 为 , 这 首

诗,原本唐人张建封所作,被杨慎编纂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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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艺文志 》时张冠李戴,把作者姓名误为了
“
僧鸾〃,并且篡改张建封原诗 中的 8个

宇。前人每说杨慎喜作伪,笔者却自认为 :

凡此种种,乃是因为他终身谪戍,是个钦命

充军犯人,不能利用官家秘籍图书,手边更

缺少足够的版本,行文只能多凭记忆所致。

受聘编修地方志,既是匆匆上马, 
“
历时二

十八日而毕
”

①,时间也实在太仓促。事实

上无非只是审阅一过,有所增益 、 剪 裁 而

已。这首诗的是唐入所作,杨慎 的 是 搞 错

为僧鸾所撰了。至于那改动过的 8个字,则

是他根据明代四川龙舟竞渡的实际情况订正

的,从而反映出了明代四川龙舟竞渡活动自

唐代以来,已 经产生了大的变化。这就是 :

第一、出发信号。明代,鼓声三十;唐
代,三声鼓响:

第二、奖励办法。明代胜负均各有赏,

只是轻厚之分,唐代胜者才能得赏 ;

第三、竞渡规模。明代要盛大得多。这

是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捍离相适应的;

第四、优胜名次的确定。唐代只是两两

以决胜负,所以十舟只是
“
五来往

”
,每艘

龙舟只与另一艘龙舟单独进行一次对抗赛,

不再和其他龙舟进行笫二轮的比赛。这样 ,

参赛的龙舟就必然只能是偶数,而且优胜者

占全部参赛龙舟数目的50%。 明代则还要进

行淘汰制的多轮比赛,“两岸千舟互来往
”

,

最后产生一名冠军。

杨升庵改动张建封 《竟渡歌 》的作法 ,

虽然使张诗失去了自身 F向本来面日,但却为

我们留存下来了从唐到明几百年间四川龙舟

竞渡发展变化的珍贲史料。这对于他来讲 ,

虽然只不过是
“
元心插柳

”,但 从 我 们 来

看,却是
“
柳白戍荫

”
,可贵极了。

进入清代,龙舟竞溲在四丿氵|进一步戌为

民风民俗的一个重要纽‘成部分,与端午日种

种节口活动边一步密切相连:右名的戊戍六

君子之一刘光第 《五冂观乡人竞渡 》诗,记

8碴

述他家乡富顺县赵化镇江畔竞渡实况道 :。

箫鼓枪旗闹渚狂,婆婆神影跳文幢。

酒阑蛇药喧重五,市小龙舟戏一双。

彩艾几丿、悬命缕,走润丛蝶戏空江。

石榴裙子香花髻,英漫歌船道意降②。

蛇药、谓雄黄。民间传说秀士许仙娶美

女。道士告 曰,蛇女也,仙 不 之 信,乃 授

以雄黄,使仙于端午 日入酒 饮 之,女 果 化

为蛇。故端午日饮雄黄酒,以雄黄涂脸,碳
除不祥。悬艾、相传有人遇道入于途,告之

曰,明 日将有大祸,唯悬艾于汀可免。乃亟

归,如其言悬蒲艾于门。明日、午 日也,果

有兵燹之来。乱兵过其门而不入。村中未悬

艾于门者,皆遭焚掠。至是,川人午 日家家

悬艾子门.龙舟健儿 rl,也雄黄涂面,龙头

上悬挂陈艾、菖莆。这种习俗,至迟在明清

年间便已很普遍。

刘光第的这首律诗说明,在四川,.不仅

成都、泸州、忠州这样一些大大小小的城市

里龙舟竞渡规模盛大,即使是在沱江边上赵

化镇的这样⊥些江村小市,也年 年竞 渡 ,

“
市小龙舟戏一双

”。前来观赏竟渡的,不

仅有街镇居民,也有农村丿、户,违乡间足不

出山的村姑大姐,也
“
右榴裙子香花髻

”
,

收拾打扮,赶热闹来了。连身为朝廷命官的

刘光第本人,也兴致勃勃地在
“
龙舟锦标

”

上题词,亲 自参加这一活动③。

从龙舟竞渡的组织上看,明代以前,主

要是地方首富入家倡头组织,并得到官府的

鼓励与支持。进入清代,随着民间团体哥老

会 (袍哥 )的 出现,这顼盛大规模的民间传

统体育活动,便年年由码头土袍哥堂口 (办

事机构 )主持举办'称为
“
龙舟会

”
。根据

泸县文教局的调查核实材料,泸县境内沱江

上的通滩场,袍哥主办龙舟会已有三百二十

多年的连续历史,从未间断。殆到 清代 末

年,四川讨老会势力口益壮大。他们主持举

办出1龙舟竞渡规模,也与日俱增。光绪二十



年 (1906年 ),被孙中山先生委为
“
西商大

郡督,负责联络川、滇、黔三省哥老会众 ,

组织武装起义
”

的泸州袍哥头领佘英,就和

熊宽武等同盟会党人一起,以赴泸州观竞渡

为掩护,聚集了会党数万余人,准各在当年

端午日发起推翻满清政府的武装暴动⊙。这

次暴动虽未果行,但却反映了清代年问四川

龙舟竞渡是何等的盛大。

从龙舟的形制和建造法式上看,清代四

氵ll龙舟,在风高浪急的大江百~L使用△,船
头船尾高高翘起,横切面略呈球面三角形,

吃水较深 ,、 行驶也较为平稳,高速行进时,

船头也不致被水浪湮没,酿成沉船事故。泸

州、涪陵、忠州等长江岸边埠头的龙舟,即
属此类,与在平静水面航行的成 都 、 嘉 州

(今 乐山市 )等处使用的船首船尾低,而且

平的平底龙舟,大有区别:仍 以泸州、合江

和江津等处长江上使用的龙舟为例,船身系

采用上等杉本或楠木建造,船舷低矮,全离

不过 0。 8米,有34或 36个 划 手 舱 位,可容

划手不对称地侧身跪坐舱内划桨:划手入坐

后,水面部份只余 0.2米 左右,远看划手宛

在水中,船底是一条贯穿首尾的上等圆木 ,

直径 0.2-0.25米 `称为
“
龙筋″,选材严

传,多从
“
条木帮

”
 (木材业 )商人堆存的

木材垛里事前晴中选定∮夜里偷来。被窃者

不以为损失,反以白己木料堪充
“
龙筋

”
而

深感荣准,怍为商品广告的内容 , 逄 人 赁

讲。船身略置注线形,意在减少行进时的摩

擦系数。

龙舟的主要属具是梢和桨,还有籽工唯

戍时上等硬木
“
龙头

”
、 “

龙尾
”

元雕
:

梢-ˉ 木̄质。长约 5-6米不等,末靖

闸丙扁平。架设船尾,用 以操纵航向。

桨——木质。分桡叶和枕柄两部份。柄

长约0,碴米,叶长约O。 G米 :桡叶横截面呈离

∷变很小的弓形 (民 闯称
“
甑背形

”
)。

“
龙头

”
、 “

龙尾
”¨艹‘离约 1-1.3

米不等,分别插在船头、船尾的榫穴内:形
象逼真,鬓鳞毕现。

每年竞渡完毕以后,要把龙 舟 拖 拽 上

岸,彻底清洗,晒干,反复涂抹桐油,并在

日光下反复曝晒、干透。在这项 所 谓
“
打

油
”

过程申,发现船身木质朽坏 , 当 即 修

补,整旧如新,然后移放干燥室内,待来年

芷新下水使用。下水之前,还要用生鸡蛋蛋

白汁液反复涂抹、干透,以期减 少 摩 擦 系

数。

明清以降,龙舟例由袍哥堂口或商人行

帮自行建造,属期各自延聘健儿,组队参加

竞渡,阅年既久,各埠头都形成了比较固定

的龙舟序列。民国年间,泸州城下常参赛的

龙舟,大小计有15艘 ⑥:

小青龙-—沱江口上方体仁堂码篾帮商

人修建,划手青衣青裤,船身一片青色;

新白鹤=-△小市上码头袍哥堂口修建,

划手白衣白裤,白布遮阳帽,划白桨,行进

时两面白旗交叉挥舞,船身白鳞白甲,号子

连天;     
∷

张口巴龙¨厶小市主爷庙码头袍哥堂 口

修建,又名
“
九道箍

”
;

铁板龙一 水̈淹土地码头袍 哥 堂 白 建

造 ,

小墨龙一¨小北门码头造船 帮 商 人 建

造,⊥片墨黑,水 中行驶宛如一道墨云 ;

趁墨龙⋯艹”大北氵i码头袍哥堂口建造 ;

靖江龙¨屮小沙湾山货帮商人建造 ;

老龙
¨¨东门口码头袍哥堂田建造,全

身火红,划手红衣红裤划红桨,、 两面红旗挥

舞,耀眼夺目;

大青龙一̈ ·凝光门码头袍哥堂口建造 ;

烟竿斗斗-· ,...。 K-ˉ 叉̈名十二葫芦。耳城码头

肥料运输业商人建造,全身蓝色;

金龙厶-艹 澄溪口码头条本帮商

^.修

建 ,

金鳞金甲,船行如飞;

老白鹤 -̈ˉ沙湾码头农民募资修建,划



手着半边红半边白的镶色服装,行驶时红白

二旗交替挥舞 ;

金角老龙—— 兰田坝上码头袍哥堂口修

建 ;

苋莱龙——兰田坝金鸡渡码头袍哥堂口

修建,船身淡红如苋菜色 ;

胜利龙—— 1946年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周年纪念 ,由 泸州轮船运输业公会修建参赛。

龙舟队队员编制序列,各地不尽相同。

长江沿岸的龙舟队,大抵以夕人者居多,分
工情况如下 :

踩龙头 1名——今称头旗手。 站 立 船

头,挥舞旗帜指挥,大声呐喊鼓劲。船到终

点,飞跃上岸夺标,以定胜负。是竞渡能否

取得优胜的关键性人物。要求精明强悍,头
脑反应灵活,善于腾跃、奔跑,能够正确 :

果断地正确处置船到终点上岸夺标过程中意

想不到的种种猝发事件j旧时例由袍哥大爷

(头 目冫中矫健耆充任,称为
“
龙头大爷

”
。

有时,也重金延聘高手。踩龙头同时又是一

项荣誉性的职务。光绪年间,有外号
“
金娃

儿
”

的林姓富家子弟,捐银3,000两 充作
“
龙

船会
”
开销,始得如愿以偿,得为泸州东门

口老龙踩龙头,不胜荣耀⑩∶

二旗手 1名——行进时挥舞旗帜,呼喊

号子,指挥划桨。

锣、鼓手各 1名 -ˉ以旗为眼,撞锣击

鼓以发号令,整齐划手动作。

划手-ˉ 3s名 。其中坐船首第一舱者,

称为头分水。

梢水 1名——习称
“
搬梢

”,即舵手。

负责用梢操纵航向,选择最佳航道,避开回

流、涡漩,坏水,绕过和躲避它船碰撞、掩

翳以及蓄意干扰,保证龙舟快速 、 安 全 行

驶,是全队中技术性最强,也最关重要的选

手。

放铁炮 1名——坐在船尾,启 航和船到

中流时,燃放臣响
“
铁炮

”
,壮胆助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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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借助于燃放
“
铁炮

”
时所产生的巨大反

作用力,推动龙舟加速前进。

参加竞渡的龙舟队员,主要 是 被 称 为
“
长年三老

”
的船工水手。旧时,他们大多

是哥老会的下层会员。哥老会出面,招之即
ˉ

来。其中划手便由本码头青年中选拔,个个

身强力壮,熟悉水性,都是游泳好手。 ∶

每年农历四月下旬,各码头龙舟,就相

继下水,进入赛前练习,以每分钟18桡左右

的速度划桨,中速行进,称为
“
游江

”
,也称

作
“
拜码头

”
,所到码头,岸上袍哥堂口,

还要燃放爆竹,对龙舟表示欢迎。农历五月

初五日,正式举行龙舟竞渡,比赛采取淘汰

制进行;竞渡 (民 间称为
“
抢兆

”
)开始,

参赛龙舟一字排列江边,船头指向对岸,但

听岸上三声炮响,争先驶向江心,船上两面

彩旗交替飞舞,锣鼓连天。划手 们 以旗 为

眼,以鼓为令,一声一桡,齐声呼喊号子,

划动龙舟飞速前进。

竞赛开始后,如发现有龙舟犯规抢先、

越位,或者损梢折桨、队员落水 等 意 外 情

况,岸上负责裁判人员得下令鸣放号炮,召
ˉ

回各龙舟,重新开始比赛。既到中流,则无.

论出现何种情况,该轮
“
抢兆

”
均 视 为 有

效。

竞渡龙舟临近终点,岸上的鞭炮声、观¨

众的喝采声,与龙舟上的锣鼓、号子声交织

成一片震天动地的呐喊,各龙舟奋力划桨,

拼死争先,务期夺标取胜,形成抢兆的最高

潮。殆到江边,踩龙头队员便自飞跃腾身上

岸,飞跑夺标,以身体的任何工个部份最先

触及标的物者,即为获胜。
“
抢兆

”
胜利者,除了已经获得竿头悬

挂的实物以作奖品外,还 由竞渡主持人当场

奖给优胜锦旗;队员每人头上奖 系 红 绸 一

段,称为
“
披红挂缙

”
。

富豪人家,还租赁船只,扎成彩船,泛 -

游或碇泊河中,以观赏竞渡,称为
“
飘江

”
。



更有好事者买放鲜活鹅鸭于河中,供游泳健

儿泅水捕捉,以博一笑,增加竞渡的娱乐色

彩。这些,都是大规模竞渡活动的余兴了。

注释 :

① 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 ·忠州四绝句 》。

② 苏轼 《东坡续集 ·忠州屈原塔 》。

③ 《全唐诗 》卷三五六 ,刘 禹锡 《竞渡曲 》。

④ 参见 《十国春秋 ·后蜀记 》。

⑤ 费著 《岁华纪丽谱 》。

⑥ 张溥 《五人墓碑记 》。

⑦ 杨慎 《太史升庵遗集 》卷五。

⑧ 杨慎 《总纂升庵合集 》卷二五。

⑨ 杨慎 《全蜀艺文志 》卷一七。

⑩ 见《全唐诗 》卷二七五。

◎ 简绍芳《杨升庵(慎)先生年谱 》。

② 《刘光第集 ·七言律诗未刊稿补抄》。

⑧ 《刘光第集 ·七言绝句未刊稿补抄 ·戏题

端阳锦 》: 
“
酹尔雄黄酒一杯,青蒲翠艾别风裁。

旁人争羡花杯美 ,都是从龙夺得来∷。这是刘光第光

绪辛已年题写在当年赵化镇龙舟会所制锦标上的。

④ 参见李新 《中华民国史 》和泸州 市政 协

《泸州文史资料 》第三期《佘英传》。

⑧ 参见毛子安、赵永康《泸州市体育志 》第

二章 《龙舟竞渡 》,1987年 四川省泸州市体育运动

委员会编印出版。         ·

⑩ 参见毛子安、赵永康 《泸州龙舟竞渡的回

顶》,载泸州市政协《泸州文史资料 》第十-期。

(上接第37页 )

将进一步觉醒,人格价值在她们的婚姻观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家庭的凝聚力主要不

再是金钱和法律,而是人的价值和尊严。同时,物质的不断丰富,也将带来妇女精神上的丰

富,她们对情感上的要求将更高更细。如果当妇女入格和情感已经觉醒的今天,还用三纲五常

的道德标准和三从四德的古训来要求和对待她们,无论物质怎么丰富,家庭也是难以巩固的。
至于新时期的离婚率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

“
80年代的男女陈世美

”
,有见利忘情

的庸俗小人,也有因极左路线时的强权政治造成的不幸婚姻和因贫穷造成的畸型婚姻。对于

后面两者,离婚则是好事。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先驱付立叶曾经精辟地指出: “
∵⋯妇女解

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夭然标准。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249页 )而妇女

要在精神上争取解放,首先得从
“
对有爱婚姻的追求和使无爱婚姻告终

”
起步。因此,对八

十年代的离婚现象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更不能因某种偏见把它归罪于新时期反映妇女问题的
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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