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海 龙 舟 漫 话

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目。扒龙舟、吃粽子，成为人们过端午节的习俗。过去，有

人认为扒龙舟可以驱瘟疫。民国期间编的《合浦县志》曾载：“春夏之交，时有瘟疫发生，

俗传龙船可以驱疫，谓每年闻龙船鼓疫势即杀。”

北海的扒龙舟，形成于何时，未见记载。清末著的《北海杂录》曾有一段扒龙舟的记

述：“五月五日，为端午节。角黍艾酒，风无甚殊，埠上惟广商敛资置一龙舟。届节则铺

张旗伞，绕游河内。此外，渔人舟予，或三五为群，各以小艇竞渡为乐。士女往观，类乘

一叶扁舟，河上逍遥，往来如织，亦一乐事也。”由此可见，北海最迟在清末，已有龙舟

的竞渡的活动了。但当时的龙舟竞渡，不应在河内，因北海市区内并没有江河，而应在市

区北面的海面上，或外沙的内港中。《北海杂录》说龙舟绕游“河内”，这“河内”也许是

指外沙的内港。

民间期间，北海每年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据说多数年份都举办龙舟赛。其活动经费一

般是由民间募捐的。筹办这项活动的，多由北海强北体育会或北海民众剧社这两个民间团

体来负责。其中刘德、林锡光、徐万全、蔡道春等人便是筹备这项活动的积极分子。

过去参加龙舟赛的，多是外沙、地角、高德、珠海东、沙脚、独树根等处的渔民或居

民组织龙舟队来参与。各个龙舟队在赛前要经过好多天的训练。

龙舟赛一般在端午节的下午二、三点钟开始进行。比赛线路是从游泳场至龙皇庙（民

权北路）这一段海面约 1,000 米的航道上，赛程约有 4,000 米。龙舟队必须来回竞渡两次，

绕标争夺。比赛时，海面上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数支龙精虎猛的龙舟队奋力

拼搏，你追我赶，击鼓声、棹船声、吆喝声、鼓劲声，此起彼伏，欢快热烈地交织在一起。

此精此景，动人心魄，催人振奋，令人宠辱皆忘，蔚为壮观。

龙舟赛的奖品，一般有金猪、米酒、活鹅、奖旗、西瓜等物。

端午节当天，与龙舟赛一起开展活动的，有时还有放鸭竞夺、闹花艇等有趣的活动。

放鸭竞夺，是在龙舟赛前进行的。主要是为了营造多一番热闹气氛。龙舟赛前，先将

大概几十只鸭用小艇摇出海面，在离海堤约 100 米处的海面上将鸭放游，任由各界群众游

出海面去争夺。那时，谁捉到鸭就归谁，谁捉的鸭多就算“英雄”。

闹花艇，一般是在龙舟赛的前后进行的。在端午节的晚上，闹花艇更为热闹。娄年，

这项活动有时约有三几对的花艇参与。龙盘开赛时，花艇也在赛场不远的海面上。这项活

动，也能为端千节增加一份热闹的气氛，尤其是在万人涌动的龙舟竞渡大场合上。

闹花艇，主要是由民间社团或私人出资组织的活动。当时，北海的音乐耍家张鸣清、

郑德河、辣椒（姓庞）等人，曾积极参与闹花艇的活动。花艇一般由两只或四只小艇拼成，

艇面上铺设木板，并搭扎彩棚和张灯结彩。大的花艇，每艇约有二三十人。在花艇上，有



敲锣打鼓的，有吹拉弹唱的，有些花艇还雇请能歌善舞的琵琶妹来演唱。花艇一般在龙皇

庙北边的海面上开展活动。在花艇上，绿男红女，笙歌悦耳，海风习习，丝竹悠扬。那时，

在寥廓的海面上．有龙盘竞渡，有花艇争闹，鼓声震天，渔帆片片，呈现出一幅如诗似画

的热闹胜景。

龙舟赛结束后，花艇晚上还在离海堤不远的海面上漫游，并开展吹拉弹唱的曲艺演唱

活动。在这星光点点、渔火闪烁的夜晚，还有不少人在海岸上围观，或雇请小艇跟随花艇

漫游欣赏。

解放后，北海在解放初期，还举办了好几次龙舟竞渡活动。1984 年，北海被列为对外

开放城市后，中断多年的龙舟赛，又在 1984 年的端午节恢复举办了。参加这次龙舟竞赛

的有北海港务局、华侨公社、地角公社、外沙公社等 10 个单位的龙舟队，香港渔民也参

与了竞赛。竞赛结果，华侨公社、地角公社和联合捕捞公司的龙舟队，分别获得这次龙舟

赛的前三名。这次龙舟赛，其热闹程度，据说是空前的。在 1,000 多米的海堤上，挤满了

围观的人群。在海面上，也有数百艘大小船只载满了围观的群众。据估计，这次龙舟赛，

约有 10 万人到场观看。

1985 年端午节，北海举办了首届屈原杯龙舟赛。参加竞赛的单位有新港镇（即原华侨

公社）、地角镇、外沙渔业公司、虾业发展公司、海洋渔业公、北海港务局、北海海运公

司，以及香港合资渔船，共有八个龙舟队，约有数万观众到场观看。比赛结果，新港镇、

地角镇、海洋渔业公司的龙舟队分别获得比赛的前三名。这次龙舟赛的经费，得到香港合

资渔船、南方货运有限公司、北海外诌等 59 个单位或个人的捐款赞助。比赛的奖品有：

奖金、米酒、西瓜、烧猪、活鹅、文化衫和锦旗等。1986 年端午节，也有七条彩色龙舟参

与了龙舟竞赛。这些龙舟头高昂，精神奕奕。开赛时，锣鼓喧天，鞭炮轰鸣，一串串彩色

气球冉冉升空，数百只鸽子放飞于龙舟竞渡的海面上。鸽子在空中欢快地穿梭飞舞，与此

同时，数百艘舰船顿时汽笛齐鸣。七条彩色龙舟在数万群众的欢呼声中奋力部竞渡，呈现

出一片欢腾的壮观景象。比赛结果，新港镇龙舟队又获得了第一名，蝉联了自 1984 年至

1986 年以来的三届龙舟赛的冠军，为旅越归国华侨赢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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