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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船遍一邦，处处旗脚争飞扬。”说的就

是温州赛龙舟的景象。

在温州，几乎每个村子都有龙舟，每到端午时

节，温州各地龙舟竞渡的景象可谓万人空巷，激昂

的鼓声响彻整个瓯越大地。正是基于这一基因，

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龙舟比赛落户在了温州。

全省共建，亚运共享。由钱江晚报联合学习

强国浙江学习平台、杭州亚组委宣传部共同推出

的《亚运进行时》系列报道来到温州，感受当地的

龙舟文化。

走进杭州亚运会龙舟比赛地温州，千年历史的龙舟文化再次焕发新生

亚运风起，瓯越大地奋楫扬帆
本报记者 张峰 通迅员 李文瑶

2000多年前已伐木作舟
温州龙舟运动底蕴深厚

在温州，瓯江和温瑞塘河这两条母亲河，在养

育出历史悠久的瓯越文化的同时，也诞生了极具

特色的龙舟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水乡人的龙

舟情结。

据温州龙舟协会主席亓宾介绍，“温州河网密

布，林木繁盛，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伐木作舟，有

了龙舟雏形，而明万历《温州府志》载‘竞渡起自越

王勾践，永嘉水乡用以祈赛’，表明温州赛龙舟的

历史也已超过千年。而且赛龙舟之前有着一整套

祈福仪式，比如开殿门、进河、祭龙等，这是独属于

温州的文化印记。”

除此之外，与亚运会比赛所用的 22 人、12 人

龙舟不同，温州传统龙舟船大人多，阵容浩大，除

了鼓手、旗手、划手等常规配置，还有打锣、关艄、

催缆、托香斗、参龙等角色，而且还有小龙地（36

人）和大龙地（48人）之分。而每乡龙船各有固定

颜色的旗帜，一乡之内，有几支龙船的话，也要用

旗色区分。因此龙舟赛之时，整个江面五颜六色，

煞是好看。

不过，温州龙舟的发展并非一帆顺利，20 多

年前，龙舟活动曾因“三顶帽子”（迷信、浪费和冲

突）被官方禁止。但民间划龙舟的热情却一直没

有消减，各地偷着划的事情经常发生，温州市政府

开始意识到，一味地堵不是办法，只有合理引导才

能既保留传统，又消解矛盾。

传统运动焕发勃勃生机
龙舟运动走向世界

如何破除阻力将龙舟运动“解禁”，今年已经

71 岁的浙江省龙舟协会主席王成云付出了不小

的努力。王成云曾任温州市龙湾区委副书记、苍

南县委书记、温州市副市长，任期时多次提出开禁

划龙舟的建议，推广龙舟运动也一直伴随着他的

履职之路，“在这过程中，我们渐渐理顺了政府部

门与民间组织、传统文化和封建迷信、堵与疏等关

系，龙舟活动才得以重见天日。”王成云说道。

2011 年，温州龙舟协会正式成立，开始在温

州地区统一龙舟竞赛规则，并对龙舟队及队员进

行严格的资格审查，还陆续修整了几条河道指定

竞赛区域，从此温州民间龙舟活动走上了文明、安

全、和谐、有序的健康发展之路。

自 2011 年第一届由官方组织的龙舟大赛举

办以来，全市人民划龙舟的热情再次被激发，温州

市政府接连多年举办了中华龙舟大赛、龙舟文化

节等活动，2015年的比赛吸引了203支龙舟8700

多人参加，打破“最多参赛队的龙舟赛”和“最多参

赛运动员的龙舟赛”两项世界吉尼斯纪录。

如今早已退休的王成云仍旧在为温州的龙舟

发展奔波，努力让温州龙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目前欧洲 80%以上的地区都有温州人，而有温

州人的地方，就能看到我们龙舟的身影。”

龙舟运动成为新时尚
年轻人接过了父辈的桨

随着龙舟运动的复兴，温州新一代年轻人正

在从父辈手里接过那根乘风破浪的船桨。

虽然10月份天气已经转凉，别的地方的河面

上已经很难再见到龙舟的身影，但记者在温州龙

舟公园的河面上还是听见了阵阵鼓声。这是温州

泰谷龙舟队正在训练，他们即将参加安徽的一个

龙舟比赛。

今年30岁的李静焱是队伍的划手，土生土长

的温州人。他告诉记者：“喜欢龙舟是受到祖辈、

父辈的影响，而当自己成为划手之后又被这项运

动的魅力所吸引。龙舟是个人力量与团队力量的

双重体现，既要求划手个人有较高的身体素质，也

对整体配合有很高的要求。我们这支队来自各行

各业，都是因为热爱才走到了一起，所以不光是端

午期间，别的地方有比赛我们也会报名参赛，之前

我们还代表温州去意大利参赛，拿了冠军。”

在李静焱看来，划龙舟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

也是一种时尚的运动，所以在温州永远不缺划龙

舟的年轻人。

温州市体育局局长张志宏告诉记者：“这几

年，龙舟运动走进各中小学、高校、企业、机关，各

行业龙舟队先后成立，温州市每年还会举办从市

到乡各个级别的龙舟联赛，形成了端午划传统龙

舟，平时划竞技龙舟的氛围。”

温州龙舟运动基地建设中
体育发展借亚运之风上台阶

温州人对龙舟的喜爱是深入到骨子里的。在

接到承办亚运会龙舟比赛的任务后，瓯海区迅速

响应并落实了温州龙舟运动基地的土地。温州龙

舟运动基地整体布局“一场二馆一水上基地”，总

用地面积 1052.2 亩，其中用于亚运会比赛的龙舟

运动基地 524.2 亩，除此之外还将同步建设一个

占地 235.3 亩的瓯海奥体中心，为瓯海区居民的

体育运动提供一个更好的场所。

龙舟基地秉承“龙跃东瓯境·浆舞丝路情”的

设计理念，走进还在施工中的基地，远远就可看到

整体建筑外形又长又窄并高低起伏，像龙一样从

水中跃起后静卧在人间，因此被称为龙楼。龙楼

依河而建，中心一座高57米的舟塔像一根划龙舟

的船桨冲天而起，从龙楼往外看，就可以看到全长

1.2 公里的赛道已经拓宽完毕，2022 年亚运会期

间，这里就将看到千舟竞渡的精彩赛事了。

瓯海中心区建设中心党组副书记李秀洪表示，

“除了承办亚运会比赛，我们还希望把龙舟运动基

地打造成一个龙舟文化博物馆、展示陈列馆、龙舟

运动体验馆，让传统的龙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

不仅是瓯海区，整个温州的体育事业、城市形

象都在亚运的东风下得到快速提高和长远发展。

龙舟之外，温州还将承担亚运会足球小组赛，温州

体育中心的改造和温州奥体中心的建造也都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当中，预计明年3月份，三个亚运场

馆都能准时竣工。

张志宏告诉记者，“举办亚运会赛事对温州来说

是一次巨大机遇，给城市发展点燃了新引擎，相信我

们的体育事业发展以后也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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