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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鄞县云龙镇甲村石
秃山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羽人竞
渡纹铜钺，色金黄，高 9.8 厘米，
刃宽12.1厘米，锋利如新。器身一
面无纹饰，另一面铸有边框，框内
上方为龙纹，双龙昂首相向，前肢
弯曲，尾向内卷。下部以弧形边框
线为舟，上坐四人成一排，四人皆
头戴高高的羽毛冠，双手持桨作奋
力划船状，冠上的羽毛似乎在迎风
飘扬。这件战国铜钺上铸刻的纹
饰，生动形象地记录了 2000 多年
前宁波先民的航渡生活。

这 4 个头戴羽冠的宁波先民，
已多次成为文化 LOGO，比如宁
波文物考古研究所的LOGO，2016
宁波东亚文化之都的LOGO。2017
年8月22日，在文化部召开的“第

十五届亚洲艺术节”新闻发布会
上，羽人竞渡纹被宣布为艺术节的
节徽。

因为羽人竞渡和体育运动、体
育精神有关，1990 年北京亚运会
期间，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这件
文物被复制成 3件，分别收藏于中
国体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浙江
省博物馆。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
会时，国家体育总局也将它作为中
国悠久的体育竞技实物史料，上报
给国际奥委会，作为申报依据之
一。

这件羽人竞渡纹铜钺，反映了
宁波先民龙腾虎跃、劈波飞渡的奋
发进取精神，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
的标志性文物，也被视为宁波精神
的象征性文物。 （王 芳）

“羽人竞渡”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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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水上运动的龙舟竞
渡，不仅体现了团结拼搏、奋勇争
先的体育精神，而且在一些特殊的
时刻还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

今 年 10 月 2 日 ， 台 风 “ 米
娜”虽已远去，但云龙镇冠英村
碾子弄至庙桥头一带路面的积水
深度仍有五六十厘米。当天，冠
英村一位新郎坐着龙舟迎接新娘

的视频在朋友圈流传甚广，别具
一 格 的 迎 亲 方 式 让 人 们 印 象 深
刻 。 原 来 ， 得 知 新 人 出 行 不 便 ，
身为云龙镇龙舟队舵手的沈万红
叫上了几名队友，划来一条龙舟，
把新郎和伴郎团接到新娘家里，再
从新娘家里把亲朋好友接出来，来
来回回划了四五趟。据了解，虽然
云龙的划龙舟习俗已延续了 2000

多年，但以前女子不能上龙舟，更
没有乘龙舟接新娘的风俗。因此，
10 月 2 日的“龙舟接亲”，成了发
生在云龙这个“中国龙舟文化之
乡”的大新闻。

云龙镇党委副书记王飞告诉记
者：“今年 8 月‘利奇马’台风袭
击宁波的时候，龙舟队自发成立应
急小分队，镇级龙舟队员和村级龙

舟队员全部自愿加入，一共有近
160 人投入了抢险救灾。”

有意思的是，10 月 12 日，云
龙镇前徐村还举行过一场特殊的

“龙舟迎亲”活动，由前徐村龙舟
队队员组成的两支龙舟队身着统
一服装为队友徐海波迎亲。村委
会主任徐科也曾担任过村龙舟队
的队长，他介绍，这场“龙舟迎
亲”两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除
了给队员的婚礼留下美好的记忆
外，也是想以这种方式吸引村里
的 年 轻 人 更 多 地 关 注 龙 舟 竞 渡 ，
踊跃加入龙舟队。在他看来，“龙
舟迎亲”完全有可能演变为一种
新民俗。

吸引年轻人关注传统文化
“龙舟迎亲”或成新民俗

据史料记载，在 1000 多年前
的宋朝，宁波地区就已盛行龙舟竞
渡这项运动。民国时，云龙庙会的
龙舟竞渡在十里八乡颇有名气。据
鄞州区文管办原负责人谢国旗介
绍，目前，云龙镇的龙舟竞渡已成
为浙江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民间
文化活动。2012 年 4 月，云龙镇

“龙舟竞渡”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2013 年 6 月，云龙
镇被命名为浙江省民间文艺传承基
地 （龙舟竞渡） 和宁波市优秀民间
文艺传承基地 （龙舟竞渡）。2014
年 6 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
云龙镇“中国龙舟文化之乡”的牌
匾。

2009 年，云龙镇开始恢复一
年一度的龙舟竞渡。据发起人、鄞
州锡青铜带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
海康介绍，恢复此项赛事，主要是
为了丰富百姓的文化生活，而且云
龙镇的龙舟文化历史悠久，前后陈
村有两艘上百年的龙舟摆在祠堂

里，1984 年至 1992 年，该村龙舟
队还曾取得浙江省五连冠的佳绩。
他向镇政府负责人提出恢复举办龙
舟赛后，当年就有 4 支龙舟队参加
比赛，长山江两岸一时人山人海，
村民纷纷拍手叫好。此后，云龙镇
每年举办龙舟竞渡，规模一年胜过
一年。目前，云龙镇各村的龙舟队
有 12 支，再加上渔业队、镇龙舟
队和企业队，全镇可以拉出去参赛
的队伍已有 20 余支。前后陈村甚
至组建了女子龙舟队，云龙镇也成
立了女子龙舟协会。

2015 年云龙镇商会成立，担
任会长的郑海康又组建了商会龙舟
队，这支 12 人的临时龙舟队，队
员平均年龄 61.5 岁。次年，老郑又
组建了由 28 名年轻人组成的龙舟
队 ， 平 均 年 龄 31.5 岁 。 2018 年 ，
云龙镇商会龙舟队升级为云龙镇龙
舟队，请来了天津全运会皮划艇冠
军李金达，这位余姚小伙的加盟，
使云龙镇龙舟队实力大增，在全国

各地参赛屡获佳绩。今年 6 月，在
福州举行的中华龙舟大赛上，云龙
镇龙舟队以 1 分 49 秒 072 的成绩获
得职业男子 500 米直道赛决赛第 4
名，这也是我市龙舟队在全国比赛
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北仑区同样也有龙舟竞渡的盛
会。2015 年 6 月，北仑区庆祝第十
个“中国文化遗产日”暨首届“秀
美浃江”龙舟赛在小港街道小浃江
青墩段流域进行，19 支龙舟队在
河道上挥桨角逐。2017 年，又有
21 支来自北仑、鄞州以及台湾地
区的龙舟队参加“秀美浃江”龙舟
赛，吸引数万市民前往观看。

在与云龙镇相距 5 公里的东钱
湖，龙舟赛也是一项远近闻名的盛
会，每年的农历九月十一为东钱湖
的画船节。世居湖边的忻家村老大
房、大沙房、永泉会各族房都购置
了龙船。每逢画船节，他们会邀请
外地的龙舟队到东钱湖参加竞赛，
龙舟竞渡这项活动就世代传承下

来。据了解，始于南宋孝宗年间的
东钱湖龙舟竞渡，从 1998 年开始
恢复举办东钱湖国际龙舟邀请赛，
此后这一赛事年年举办，在海内外
的影响越来越大。

2006 年 4 月，法国鲁昂市分管
体育的副市长贝斯托访问宁波时，
考察了东钱湖举办龙舟赛的情况，
准备第二年在流经鲁昂市的塞纳河
上举行龙舟比赛。2007 年 9 月，在
鲁昂市举办的首届国际龙舟节上，
宁波东钱湖龙舟队一举囊括了 250
米 和 500 米 直 道 竞 速 赛 的 两 项 冠
军。2008 年 11 月，已担任法国龙
舟运动促进会主席的贝斯托再次来
到宁波，观摩东钱湖第 11 届国际
龙 舟 邀 请 赛 。 他 表 示 ：“ 鲁 昂 市
2007 年 举 行 的 首 届 国 际 龙 舟 节 ，
正是在考察宁波的东钱湖龙舟赛之
后筹备的，这也是在法国塞纳河上
第一次按照国际标准举办龙舟赛这
样富有文化特色的体育比赛。”

为 发 展 壮 大 龙 舟 运 动 ， 2012
年 3 月，东钱湖龙舟协会成立，当
年就吸引了近 300 人参加龙舟常规
训练和比赛。2012 年的第四届中
国湖泊休闲节暨第十五届东钱湖龙
舟赛是东钱湖龙舟协会成立后组织
的第一场大型赛事，12 支参赛队
伍中有 6 支东钱湖本地的龙舟队。

云龙获评“中国龙舟文化之乡”
龙舟竞渡在我市各地长盛不衰

目前，全世界有 8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开展龙舟运动，有 5000 多
万名龙舟爱好者，龙舟运动的影响
力可见一斑。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
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林士
民参加过宁波多个重大考古发掘项
目，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
他就是亲历者之一。林士民介绍，
国内关于古代龙舟的实物非常少，
1977 年出土于余姚河姆渡的雕花
木桨，距今约 7000 年，是迄今为
止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早的船桨。

“ 河 姆 渡 遗 址 共 出 土 6 支 木
桨，均用整块硬木加工而成。桨身
和桨叶用一块木料制成，桨柄和桨
叶的连接处刻有花纹。”林士民介
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柄部

粗细适中，可容手握，多数加工成
圆形，也有少数是方形的。桨叶多
呈扁平的柳叶状，且自上而下逐渐
减薄，制作比较精细，外形和现在
江南水乡小船上用的木桨相似。

今年 3 月，中国皮划艇/赛艇
协会主席刘爱杰在宁波谈道：“船
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追溯世
界船文化的起源我们可以发现，余
姚河姆渡出土的雕花木桨表明在
7000 多年前宁波的先民已经有了
划船运动，这可以看作是现代龙舟
运动的最早起源。”

今年 90 岁的中国船史研究会
名誉会长席龙飞教授一辈子从事舟
船文化研究，在他看来，河姆渡文
化 非 常 了 不 起 。“ 雕 花 木 桨 的 发
现，说明河姆渡是中国舟船文化之

源。”席龙飞说。
除了河姆渡雕花木桨，宁波出

土的另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也说明宁
波的龙舟运动历史悠久。1976 年
出土于今鄞州区云龙镇甲村石秃头
野锚洞港的羽人竞渡纹铜钺，清晰
地刻有越人乘舟竞渡的直观图像，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龙舟运动最
早的实物例证。“经过深入研究，
羽 人 竞 渡 就 是 现 在 所 说 的 划 龙
舟。”林士民说，羽人竞渡纹铜钺
的年代应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这表明在屈原所处的时代之前，古
人已经有龙舟竞渡的活动了。相关
历 史 文 献 也 可 为 此 说 提 供 佐 证 ，

《事物原始》 引 《越地传》 云：“竞
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
也。”

由于羽人竞渡纹铜钺是目前为
止关于中国龙舟运动（水上运动）最
早的实物例证，2001 年，国家体育
总局把它作为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文
献资料，提交给了国际奥委会。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第一次发
现古代龙舟，也是在宁波。1973
年，施工人员在宁波和义路甬江印
刷厂门口挖防空洞时，意外发现了
唐代的外销瓷器。考古部门介入
后，在北侧江畔的淤泥中发掘出宁
波第一艘古船——唐龙舟。这艘龙
舟由一整条红松木制作而成，总长
11.5 米，宽 0.95 米，深 0.35 米。船
身有很多间隔均匀的小孔，小孔旁
就是竞渡者所在的位置，这些小孔
是船舷划桨支托架的安装点。根据
排水量、舟体重量和载重量分析，
这艘龙舟可以承载 17 人。2017 年 1
月，通过浙江省文物鉴定审核办公
室鉴定、浙江省文物局核准，和义
路出土的唐龙舟被评为一级文物。

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考古发
现，宁波被称为中国“龙舟竞渡”
的发祥地。

宁波出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
成龙舟运动最早的实物例证

龙舟竞渡：

从中国宁波走向世界

记者 林海 通讯员 鲍丹萍

这个周末这个周末，，国际划联首届龙舟世界杯即将开赛国际划联首届龙舟世界杯即将开赛，，来自全球来自全球 2828个国家和地区的龙舟队将在美丽的东钱湖进行个国家和地区的龙舟队将在美丽的东钱湖进行
一场世界级的较量一场世界级的较量。。这场世界顶级赛事为何落户宁波这场世界顶级赛事为何落户宁波？？龙舟文化对宁波的未来发展有何影响龙舟文化对宁波的未来发展有何影响？？为此为此，，记者走访记者走访
了有关专家和了有关专家和““中国龙舟文化之乡中国龙舟文化之乡””云龙镇云龙镇，，了解我市龙舟运动的历史和发展趋势了解我市龙舟运动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本版图片均摄自云龙镇龙舟联赛总决赛现场。 （胡龙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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