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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二十年前的端午龙舟赛
王如晓 挖泥鳅

陈汝雄
今年端午节，我与原同事小周一

起前往白蕉村观看精彩的龙舟赛，队
员奋勇争先的激烈场面使我情不自禁
地想起 20 年前（即 2004 年）端午节在
白蕉村看龙舟赛、吃翻秋年例的情景，
至今仍历历在目，倍感亲切激动。

时间追溯到 2004 年，端午节前，
来我们单位工作不久的小周，将该
村延续百年的龙舟赛热闹场面及免
费吃年例的场景说得活灵活现，令
同事们心痒痒的，真想抽空到现场
欣赏一下。

当天，我们四位同事早早起床，在
小周的带领下，开车前往距离市区 50
多公里的白蕉村。因为当年道路路况
还很差，足足颠簸了一个多钟才到小
周的家。白蕉村位于沿海博贺湾大道
北侧，我们沿着大道行车，说是大道，
也不过是一条五、六米宽的水泥海堤
罢了。下车伊始，看见小周家紧靠大
道边，是一座建有 3层小楼的院子，门
窗都插有菖蒲、艾草之类的东西。传
说这样可以避鬼神、避邪气、保平安。
小周妈妈见我们远道而来，十分高兴，
一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粽子、鱼仔、咸
鸭蛋及白粥等招待我们。我们一边吃
一边听她讲端午节的历史和赛龙舟的
奇闻趣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觉得

颇为新鲜，不时问这问那，追寻前因后
果。她说，端午节当天，白蕉村不仅赛
龙舟，还做年例。不管身处天南地北，
白蕉村人都会回到家乡，举村欢庆，观
看龙舟比赛，家家户户请亲朋好友前
来同乐，热闹非凡。

据说，白蕉村端午节赛龙舟已有
逾百年历史，自从有龙舟赛开始，村中
就成立了龙舟理事会，每年选出“龙舟
头”主政村中龙舟赛大小事务。近年
来，因赛事规模逐渐扩大，又成立了龙
舟协会，专门协助理事会工作。白蕉
村不但是“龙舟赛”名村，又是著名的

“蚝村”，有上万亩蚝田。还是红色村
呢，抗战时期，南路抗日第一枪便是在
白蕉村边的芦苇荡打响的。

小周妈妈说，端午节前，凡有参加
龙舟赛的村，都派人敲锣打鼓巡村。
龙舟下水前还要拜祭龙船，工序复杂
繁多，洗船者为上届冠军或村中族
老。洗完龙船，还要拜河神与龙王，然
后再装上龙头与龙尾点缀一番，才算
准备完成。

端午节当天，阳光明媚，万里无
云，是一个极好的天气。我们来到海
边，放眼望去，海堤沿岸红旗招展，彩
旗飘扬，人山人海，挺热闹啊！我们挤
过人群，终于来到了大堤上，只见海面

上停着数十条龙舟，每条龙舟上都坐
着十多个壮汉，他们手握船桨，蓄势待
发，等待着指挥员的哨声响就冲刺。
我细细地看看，每条船头站着一位指
挥的人员，船头和船尾各有两名打鼓
的人，其余的都是划船的人。将近上
午十时，两岸顿时沸腾起来，升空的气
球、迎接的彩船、划过的龙舟，构成了
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你们看呀，那
些龙舟多么威风呀，像凯旋归来的胜
利者。选手们分别穿着红短衣、蓝短
衣、黄短衣、白短衣、青短衣，头上绑了
块白布，上面写着“奋斗！拼搏！加
油！加油！争取第一！”等口号，他们
如同军队战士一样威风。只听见一声
尖锐的哨声，小周说：“比赛开始了。”
只见龙舟迅速向前，在划船人员的奋
力划桨下，龙舟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快
地向前移动。此时，鼓声震天，岸上的
人们在为他们加油鼓劲，划船的勇士
们也更加卖力了，你追我赶，谁也不想
落后。龙舟不一会儿就划出很远了，
人们欢呼雀跃，大家都兴奋极了。

快到目的地了，划船勇士们好似
力气大增，每一只龙舟的速度更快
了。这时，击鼓手又，开始鸣鼓了，划
船手顿时很有节奏地跟着喊起：“嘻！
嘻！咚咚咚！嗬！嗬！嗬嗬嗬。”天公

也好似来助威，太阳更猛烈了，真是鼓
声、人声、助威声，声声震耳，一片欢乐
的海洋。

龙舟的速度越来越快。仿佛龙群
在江水中急速飞腾。渐渐地，渐渐地，
1 号、5 号、9 号构成了领先集团，100
米！50 米！20 米终点越来越近。只
见 5 号的力量一发不可收拾地爆发
了，把后面的两条龙舟远远地甩在后
面，然后冲线了！

这艘龙舟开始不见优势，但始终
保持着一定的速度，到关键时刻突然
加速，很快反超，结果成了冠军，此情
此景，场上喝彩声此起彼伏，欢呼声震
天响。

值得欣喜的是，2004 年 11 月，广
东省“龙舟之乡”揭牌，茂名市电白区
（县）顺利通过广东省“龙舟之乡”考核
工作组的考核验收，被广东省体育局
授予广东省“龙舟之乡”称号，这是电
白的光荣，也是白蕉村的光荣。

真是光阴似箭啊！20年眨眼间而
过，今年端午节又迎来了白蕉村第112
届龙舟比赛。正如小周说的，白蕉村
百年龙舟赛已成了村中人“团结拼搏、
勇于争先、勇往直前”的龙舟精神的展
现，它如人体基因一样注入到每个村
民的生命里，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生长在农村，那时的农
村物资匮乏，食物短缺，生活艰苦，一个月难得吃上
一次肉，为补充营养，常常是自力更生，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要想吃上鱼肉最好的办法就是到田间
地头水渠水沟里抓鱼捞虾，农忙时灌溉需要用水，
水渠水沟里满是水，是很难抓着鱼的，总不能把水
渠的水放干来抓鱼吧，只好在稻田里抓些小鱼小虾
小螺。到了冬天，无需耕种水稻，农田不用灌溉用
水了，水渠水沟里的水干涸了，此时是抓鱼的好时
机，但往往鱼跟随流水跑到下游的江里河里去了，
水渠水沟的鱼类所剩无几。然而，在干涸的水渠水
沟淤泥底下却藏着许多泥鳅、黄鳝之类，只要用把
小铁耙把淤泥翻开，底下就是一堆圆鼓鼓的漂亮泥
鳅，甚至还有黄鳝，有时幸运的话，还能在水渠水沟
旁壁的小洞穴里挖出青蛙来。泥鳅被誉为水中人
参，营养价值极高，挖出来的泥鳅装进竹篓，带回
家，或用豆腐一起炖汤，或直接下油锅炸成喷喷香
的金黄色，都是诱人解馋的上等佳肴，这成了我们当
年改善生活的重要渠道之一。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读高中时，放了寒
假，我与生产队里的同伴约好到村子附近那条通往县
农科所的大马路边自己生产队农田里的小水渠挖泥
鳅，等我们来到大马路时，远远看见有位好像戴副眼
镜的中年人在农田中间的小水沟里捣鼓什么，这身影
看着很眼熟，却又不像是我们村里的人。于是我们走
近一看，原来是我们班的英语教师区老师，因为我们
读高一时的顿岗中学分校就在我们村一公里外的南
岔岭下。只见区老师熟练地用一截木棍在翻挖沟底
的淤泥，很快便有泥鳅从泥底里钻出来，他迅速用手
抓起泥鳅便往衣服口袋里放，尽管弄得双手双脚和口
袋都沾满了泥巴，一身脏兮兮的也全然不顾。看见眼
前这一幕，我根本不敢相信这位平时斯斯文文的区老
师也能有如此这般熟练的操作，觉得不可思议又感到
很好笑，因为他没有用鱼篓来装泥鳅，而是把挖来的
泥鳅直接装进衣服口袋里。见此情此景，我们赶快用
小铁耙帮区老师挖泥鳅，直到把他全身衣服的口袋都
装满了泥鳅回学校为止。之后，我们才为自己挖起泥
鳅来。

后来，高中毕业之后，我来到了茂名，在广东石
油学校读书，之后回老家探亲时，听高中时的同学
讲，我们县里的几所中学有一批老师落实政策先后
调走了，其中我们公社（镇）中学教英语的区老师，
他也调回了以前的单位——华南师范学院（大学）
任教了。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当年，农村没有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
剂等，农田里和每条沟渠中都有许多的鱼虾泥鳅黄鳝
田螺青蛙之类，这些都是大家最喜爱的绿色环保野生
食品。当年的冬天，在干涸的田间沟渠里挖泥鳅成了
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是当年食物匮乏时补充营养改善
生活的不二选择。这段往事至今仍深深烙在我的脑
海里，留下难忘的印记。

红峰农场 12 名知青成了电影纪录片中人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电影院还是露天放映场，在电影正片开映之

前，都加放一两辑新闻纪录片，又称新闻简报。其时，民间便有这样的调侃：
朝鲜电影说说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尔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
新闻简报。当年，电视还未普及，借放电影之机，加放一些国内国际时事新
闻，让广大观众知晓，实属必要。

在这个时候，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新闻纪录片《一代新人在成长》，内容
是城市广大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
下，在农场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正茁壮成长。在农场这个广阔天地里，在生产劳动
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喜人的成绩，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先进个人。化州县红峰农场
就是该纪录片的拍摄地之一，同时，红峰农场12名知青也成了片中人！在当年，这
可是一个特大新闻、特大喜讯！作为红峰农场，作为片中人，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
自豪！为此，农场上下，一片欢腾。纪录片拍摄完毕，农场12 名参与者欢天喜地，
在拍摄现场拍下了这幅弥足珍贵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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