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语与划龙船
■施正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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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的味道
■金春妙

周末聚会，闺蜜允送给我们

每人一袋她亲手包的粽子，丝丝

缕缕的粽香弥漫在鼻尖，荡漾在

车厢里，散发出好闻的味道，仿

佛端午的气息就在眼前。

端 午 不 仅 仅 纪 念 爱 国 诗 人

屈原，它有独属于自己的味道，

女人们的粽子情结，儿童的撞蛋

游戏，水手的龙舟飞渡⋯⋯端午

的记忆总是先于节日抵达心头，

怀乡的滋味盈满每个等待的日

子。

端 午 节 的 序 曲 是 从 包 粽 子

开 始 的 。 过 端 午 ，粽 子 是 重 头

戏。老家有“囡儿宝，粽头嵌红

枣”的歌谣。粽头指的就是特大

号粽子，家有女儿的温馨在节日

就凸显出来。一年四季八节，都

是女儿张罗着把日子过得热气

腾腾，烟火十足。女儿送给娘家

的是大粽子，要用大粽叶子包，

把叶子折成漏斗型，放进一半的

糯米，嵌进去四五颗蜜枣，再用

糯米覆盖，包扎，捆上许多绳子，

挂在晾衣杆上等待蒸煮。煮熟

的大粽子得有一斤来重，有的还

不 止 一 斤 ，自 家 吃 的 则 是 小 粽

子，一般就只嵌一颗蜜枣，吃的

时候蘸点白糖，又糯又香。粽子

有甜粽和咸粽，甜粽的主料是糯

米，里面的配料有红枣或豆沙，

部分还会配入板栗、花生一类的

东西。咸粽的主料是晚米，里面

的 配 料 有 肥 肉 、虾 皮 、咸 菜 等 。

粽子甜的也好咸的也罢，最暖心

的是包粽子人的一片心意。

祖母在世时，对吃穿用都不

甚讲究，唯独对传统节日虔诚对

待，像清明蒸炊糕，端午包粽子，

事必躬亲，充满着仪式感。祖母

一生育有四子二女，她对于女儿

是否送粽头不太在意，在意的是

把几房儿媳聚在一块儿，围坐在

屋檐下，四五双手在盛着糯米、

蜜枣、晚米、肉馅的脸盆上忙碌

着，一个个粽子在手指上下翻飞

中诞生，悬挂在竹竿上，像沉甸

甸的果实。包好的粽子泡在盛

有灰汤的大锅里，先旺火烧开，

再文火慢慢煮。灰汤是用稻秆

灰浸泡烧开的汤，用灰汤煮的粽

子有一股特別的清香。粽子刚

出锅，祖母就催促着各房媳妇把

这些装满情谊的粽子，送去各自

娘家。那是她们的盛世年华。

菖蒲悬挂墙上，艾叶斜倚门

上，植物的清香和雄黄的酒精味

儿混合在一起，屋檐下青瓦滑落

的雨滴都沾满它们的味道。孩

童们排着队伍等待自家老人雄

黄 酒 的 检 阅 ，老 人 用 食 指 蘸 雄

黄，点在孩童额头和耳后，以示

驱虫和辟邪。小孩的心思全在

胸前那五彩的蛋袋上，袋子里装

着自认为最坚硬的巨无霸鸡蛋

或鸭蛋，四处挑战伙伴的蛋壳硬

度，撞赢了欢呼雀跃，撞裂了垂

头丧气，回家换一个再来，直至

家里所有蛋的蛋壳凹陷或碎裂

才鸣金收兵，不敢再战。然沮丧

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重又被锣

鼓点燃。

咚 —— 咚 咚 ，咚 —— 咚 咚

——，没 有 锣 鼓 ，不 成 端 午 。 龙

舟的鼓点呐喊出一个有力量的

端午。铿锵的鼓点，刚劲奔放，

气势磅礴。槌起槌落，龙舟在水

面飞速疾驰。喷溅的水珠，见证

桨起桨落划一的默契；隆隆的炮

声，激发铮铮铁骨搏击的力量。

最好看的是几只龙舟竞渡，围观

者无数。家乡位于瑞平塘河腹

地，水域宽广，是龙舟竞渡的天

然赛场，几乎村村备有龙舟。记

忆中林北村的龙舟是白底黄色

花纹的，我们尊称为黄龙，平常

放在我家旁边的米厂里，每到端

午 前 夕 ，“ 黄 龙 ”被 重 新 洗 刷 一

新，郑重祭祀过才抬下水。龙舟

船手必是村里身强力壮的青年

后生，女人是不允许划龙舟的，

传 说 被 女 人 坐 过 的 龙 船 不 利

市。诸如禁忌还有不少，比如，

龙船划到桥下，水手们会泼水赶

散 人 群 ，他 们 可 不 想 从 大 家 的

“胯下”经过。每当水珠四溅时，

笑骂声响成一片，那是水手们的

盛世年华。

如 果 龙 舟 上 有 你 熟 识 的 亲

人，那种自豪优越可以津津乐道

半月，直到周围的人被你炫耀得

耳朵起茧，嗔怪道：好啦好啦，你

比划龙舟的某某还牛，行了吧？

你才悻悻噤口，同时暗暗期待自

己快快长大，亲自驰骋水面，做

一回这片水域的霸主。

随着粽叶收于仓库，蛋袋藏

于抽屉，龙舟归于米厂，祥和欢

乐的端午才落下帷幕。包粽子

的妇女，划桨的水手，撞蛋的儿

童兴意阑珊，端午节怎么这么快

就溜走了呢？于是，他们在咀嚼

回味端午发生的各种细节中，憧

憬等待着下一个端午的盛世年

华⋯⋯

没有划龙舟的端午节，安安

静静，只是一个符号和休息的借

口，也是脚步匆匆的人们团聚或

蹭饭的理由。但是鸭蛋和粽子是

必须要吃的。

去 年 端 午 节 去 老 家 吃 个 便

饭，和老头老太太有一搭没一搭

地聊天。在老家的桌子上，看到

盘子里一个青绿色壳的鸭蛋，就

想起小时候那件端午“碰卵”趣

事，至今想起趣味无限，令人发

笑。前几年我的少年弟兄们在一

起聊天时也提起过呢。

“碰卵”就是撞蛋，即大家各

自手持一煮熟的端午蛋，用力将

蛋的椭圆头部两两相撞，比赛谁

手中的蛋更硬。这是端午节那天

孩子们的游戏，此习俗的起源和

寓意我不得而知。

那天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在

蔡宅小学读书时的某年端午节，

小伙伴们都带了蛋去学校里撞

蛋，赢的人可以获得对方的蛋。

那次有个鼻涕挂到胸前的蔡

宅少年郎无比“神勇”，他有一个青

绿色壳的鸭蛋，这个鸭蛋所向披

靡，凡是与之碰撞的蛋，全部都是

砰地一声，壳破油滋，或者“粉身碎

骨”，然后被他收归囊中。

那天，这个“鼻涕塌”撞蛋整

整赢了上百个蛋：鸡蛋、鸭蛋、鹅

蛋⋯⋯堆满了抽屉，塞满了书包，

以至于要托人叫他的父亲让他弟

弟弄个装稻谷的箩筐过来装战利

品⋯⋯

但是，这件“诡异无比”的事

情有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狗血结

局：撞蛋的大赢家“鼻涕塌”挨揍

了。

原因是最后有人起疑心，非

要检查一下他的蛋，结果一查，哦

天啊，他手里拿的是一个青色大

理石打磨而成的、外表与真鸭蛋

无异的、铁硬铁硬的假蛋！

石头做的蛋。也就是说，跟

他交锋撞蛋的人全部都是真真正

正地做了一件用来形容自不量力

的古老的成语：以卵击石！

然后，“鼻涕塌”被按在蔡宅

学校的操场上，狠狠咒骂的、幸灾

乐祸的、尚未交锋的孩子们，一拥

而上，拳打脚踢。而不远处那一

箩筐战利品，也被抢了个精光。

至今，我还记得那天飘荡在

蔡宅操场上空“鼻涕塌”的“嗷嗷

嗷嗷～哦天啊别打了～嗷嗷嗷嗷

～打死罢哪～”的哭叫声。

还有一条弧线。我记得的。

那天大伙揍完之后，一个绰

号叫“珠梅鱼儿”的少年，捡起“鼻

涕塌”的作案工具——石头蛋，

呸！一口浓痰声中，用尽吃奶的

力气，把这个撞破了无数个端午

蛋的石头蛋，朝蔡宅小学东首远

处广袤无际的绿色旷野和撒落其

间的乱坟堆掷去。

这个石头蛋，在 30 多年前的

那个端午天空中，划过一道优美

无比的弧线，落在了不知道的哪

个角落，也永远落在了我们那一

代人的记忆的时间流里，时不时

地在端午节前后的某个聚会上，

荡起一片深远的回音⋯⋯

这件事情最让人啼笑皆非的

结局是：当“鼻涕塌”在操场上杀

猪般地嚎叫、哭得愁云惨淡的时

候，不远处的河里，龙船鼓正“咚

窿窿咚窿窿”响彻云霄，划手们霍

霍霍地比着谁的荷尔蒙浓度更厉

害⋯⋯

没有一个大人过来安抚挨打

的“鼻涕塌”。相反，一个喝雄黄

酒后满脸通红的中年男子说：该

死！

这个中年男子就是“鼻涕塌”

的爹。他知道了真相后，觉得十八

代祖宗的霉被这个熊孩子给倒了，

于是在骂骂咧咧的同时，“啪”一

声，决绝地打了儿子一个巴掌。然

后呢，“啪”一声，这个当爹的也挨

了他老婆——随后赶来的、一声不

吭的“鼻涕塌”他娘一记“后颈架”。

“碰卵”的故事
■蔡桂顺

划龙舟是端午节的习俗，也是汉族在端午节最重

要的民俗活动之一，在我国南方很流行，在北方也有

划旱龙舟的习惯。关于其起源，有多种说法，有祭曹

娥、祭屈原等，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末期。但近年瑞安

民间划龙舟活动存在摊派、低俗、迷信、无序等现象，

偏离了活动的初衷，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群众意见非

常大。自 2009 年开始，市里顺应广大群众意愿，结合

文化瑞安建设实际，全面禁止民间划龙舟活动，同时

坚持堵疏结合，从 2012 年开始有序发展竞技龙舟活

动。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下瑞安划龙舟的方言俗语和

一些特殊习俗。

瑞安方言中有句俗语：龙船夹横划，个个是头

家。意思是指划龙船者不服从统一指挥，动作各行其

是，按个人意思下桨，乱套了。还含有划手都争做老

大（头家），互相不服气之意。要真正领悟俗语的生动

形象，首先要大略知晓瑞安早年划龙船的一些特殊习

俗。

以每只龙船为单位，先作简介如下：

一、船员：划手 32 位；舢桨前、后两位；旗手、敲锣

各一位、鼓手两位，端香斗、唱神各一位（有的龙船大

些，划手 36 位，小型的，划手 26 位）。划手通常皆为年

轻力壮汉子；舢桨即掌舵者，能窜舢尤佳。据老人说，

掌舢高明者，舢桨不用下水，只凭双脚站稳船头或船

尾，靠力度掌握方向。其余船面人员中，旗手一般为

孔武有力者，展示全船形象；鼓手、端香斗的为当地有

威望者；唱神一般为神道行业内行人员。龙船头家，

即是一地划龙舟的总负责，有兼上船击鼓的，也有因

年龄身体原因，只管总体筹划，没有亲自上船的。

“鼓是令、舢是命”，船上人员必须听鼓手指挥，

凭鼓声统一行动。

二、服饰：划手一般统一穿与龙船同色调 T 恤，头

戴尖顶竹盔，穿灯笼裤。船面人员穿同色调纺绸衫，

系腰带，赤脚（红鲵令的服饰为上身赤膊，烈日下晒成

紫酱色，尤显男人剽悍气魄）。

三、程序：首先是开龙船鼓（最早农历四月初一

开鼓）；其次是请香官神（每只龙船有 36 位香官神）；

三是净船；龙船上水前，要净船。用菜子梗点火，从

头至尾传送过去，即为“净船”。完成仪式后才可以

接触河水。四是上水（必须选在深夜，肃静，不得喧

闹）；划手一对对牵手上船，以保持平衡。入位后每

人分一只碗，先用碗划水三下，然后扔掉碗，改用手

划，不用桨。禁止妇女观看。接着开鼓，发喊，摇

旗。接着划三趟。

按传统习俗，龙船上水后必须先到龙船娘所在地

划三趟，方可出河。龙船娘所在地会设香案迎接。

四、香案：龙船一般以村庄为单位，凡该村籍女儿

外嫁的，龙船划到其夫家所居住村庄，夫家必须设香

案迎接。龙船在设香案处划三趟，然后收香案，同时

回礼。龙船后跟随一只香案船，负责收香案。

五、船号：龙船有“龙船额”，以地方庙宇为号。无

龙船额的地方一般不敢造龙船，不参与划龙船活动。

各地龙船名号不同。如：红鲵令（瓦窑）；旗杆青

（旗杆）；较场白（较场）；黄龙（岭下）；白龙（虞池

宫）；大青（硐桥）⋯⋯太白老龙（西门河头）为全县龙

船娘，资格最老，端午节出塘河时，唯一可在船上安

龙头、龙尾。

六、特色：瑞安划龙船的方式有异于各地。最典

型的一是转档：划手听从鼓声，刹桨，就地向后转身；

划三趟皆来回转档，船只保持直线，不掉头。二是窜

舢：掌舢者分为前后，前者可放下舢桨，在船面跳跃，

艺高者能转身落脚，据说最高明的能转身 360 度，平

稳落在船头，因船速快，动作高难，配合不好，难免落

水、颠扑摔倒等，故最能博观众喝彩。三是缠红：岸上

观众与船上人员有亲友关系，往往用红绸在亲友身上

缠挂，以示祝贺。被缠红者上岸后一般要设宴招待祝

贺者，一些地方有头脸的人物往往身上被缠多条红

绸，亦可凭此显示威望。

瑞安方言俗语：“龙船夹横划，个个是头家”。因

为瑞安的龙船头、尾各有掌舢者，转档系划手在船位

上直接转身，船不必掉头。且龙船体长，轻便，适宜直

行快划，一旦转身，极有可能翻船。故绝对不能“夹横

划”。

船上的击鼓者是现场总指挥，如果船面人员不服

从指挥，就应了开头那句俗语“夹横划”了。

作为民间颇具特色的运动，没有组织纪律，失去统

一指挥，便会乱了阵脚，活动无法进行下去。类似的情

况不仅划龙船运动中存在，个别民间团体不也遇到过

这样的尴尬局面吗？虽有组织、但无纪律，不能形成合

力，缺乏统一指挥，个个是头家，人人夹横划，想干出大

名堂来，恐怕难矣。

昨日母亲来电，我才想起很

快就到端午了。

外婆老家在塘河边上，到了

端午赛龙舟的时节，爬上小楼就

可以占据最佳的观赛位置。儿时

端午的早晨，总被河边的锣鼓喧

天闹醒，我和哥哥就一股脑儿跳

下 床 ，扒 着 窗 子 兴 奋 地 朝 下 张

望。母亲笑道：“还没着呢，出船

得等到中午那会儿了，先来吃早

饭。”我们恋恋不舍地挪到饭桌

边 ，见 到 各 式 各 样 的 粽 子 便 乐

了。香香糯糯的粽子，咬上一口

便感觉被幸福填满了，最喜的是

蛋黄粽和蜜枣粽，不足 7 岁的我

一口气能吃两个。吃完饭母亲送

我们每人一个她亲手编的彩线网

兜，我便迫不及待地挑选鸭蛋装

进网兜里向哥哥发起挑战——撞

蛋，然后气势恢宏地败下阵来。

几次失利后又转移目标，出门去

找邻居的小伙伴。上了街才发现

家家户户门上一夜之间都插上了

艾叶，母亲告诉我们这是用来驱

瘴避邪的。当时不以为意，多年

后再到乡下见到人家门上的艾叶

只觉亲切和怀念。

到了正午时候，最受期待最

热闹的节目开始了。塘河边早挤

满了人，母亲叫我上楼去看，我不

肯，偏要往人堆里钻，父亲便让我

骑在他肩上，好将河面上的盛况

尽收眼底。在一阵阵鼓点中，各

个村的龙舟从桥洞下划了出来，

一一亮相，形态各异，色彩缤纷，

人群里爆发出欢呼声给船队助

威。外公和舅舅年轻时候都是划

龙舟的好手，到了我们村子的船

出场，我便在船员里寻找他们的

身 影 ，找 着 了 就 兴 奋 地 招 手 呼

喊。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一条

条蛟龙划破水面，飞速前进着，你

追我赶，互不相让。顿时人声鼎

沸，岸上的观众比参赛者还紧张，

起劲儿地喊着口号。我追着船队

沿岸跑着，上气不接下气却乐此

不疲。那场景一直印在我的脑海

里，真是快乐无忧的童年啊！上

中学后便再难有那份快乐，龙舟

比赛也因存在诸多消极因素而停

办多年，我更加庆幸拥有这样一

份端午的记忆。

去年端午没有回去，家里寄

来了密封好的粽子。吃着熟悉的

味道，幸福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

思乡也更甚了。再过几天又到端

午，离家也已小半年，不知家中老

人身体是否仍很健朗，不知今年

的塘河是否会迎来归乡的人们。

桨声依依，载着我驶入梦乡。

记忆里的端午
■蒋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