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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沅 江 五 月 平 堤
流，邑人相将浮彩舟。”
又到了吃粽子、挂艾
草、赛龙舟的时节。当
年刘禹锡观龙舟竞渡，
有了流传后世的《竞渡
曲》，可见自古以来，赛
龙舟就是深受大众喜
爱的端午娱乐活动。

如今，赛龙舟不再
只是中国人自己参与
的端午竞技项目，更是
世界各地留学生们充
分融入、理解中国文化
的欢乐平台。各高校在
这一天或举办端午文
化节、或参加龙舟赛，
让中外师生点燃独属
于夏日的激情。

编者按编者按

华理通海湖，观龙舟竞渡
姻本报见习记者许悦

一艘艘龙舟在华东理工大学的奉
贤校区通海湖上你追我赶，舟上，来自
世界各地的赛手们正在跟着鼓点号子
奋力划桨，这一刻，他们不再是肤色人
种各异的留学生，而是同乘一舟、代表
学校共同拼搏的团队一员。

岸上观赛的各校师生也在为赛
手们加油呐喊，视线紧紧盯牢自己学
校的龙舟，被龙舟间微妙的差距牵动
着心神。

湖上正在进行的是一年一度的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龙舟赛，一场
紧张与刺激并存、欢乐与文化交融
的赛事。

十二年的传承与坚持

每年端午时节，华东理工大学
的通海湖都会迎来来自上海各高校
的留学生龙舟队参与比赛。今年，已
经是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龙舟赛举
办的第十二届赛事，由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
会主办，华东理工大学承办。共有来
自沪上 29 所高校的 28 支队伍（其中
有两校为联合龙舟队）参与竞渡。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龙舟赛最
初是在 2008 年举行的。当时上海市
教委、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研究会想
要举办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
竞赛活动，而华东理工大学刚好有一
个水域开阔的湖，可供举办赛事，于
是第一届龙舟赛就这样诞生了。”华
东理工大学教师陆敏渊介绍道。

十二年前的中国高校，留学生的
人数并不算多，甚至有的高校还未设
立国际学院。因此，首届上海高校外
国留学生龙舟赛的参赛高校与队伍
数量远不及今日。但留学生们高涨
的热情从未改变。有些高校更是专
门组成了龙舟队，由一届届留学生传
承下来。

“那时有的学校即便有留学生，
人数也不够组成龙舟队。发展至今
天的规模，可以看到上海市乃至整
个中国的留学事业发展壮大的轨
迹。”陆敏渊告诉《中国科学报》，这
项赛事不只是让留学生深入了解、
体验中国文化，更是展现中国外交
诚意和国际形象的平台。希望通过
这样的赛事，让留学生们把自己的
中国故事带回到自己的国家。

陆敏渊坦言，举办赛事的十二年
中，唯一的挑战就是如何使这项赛
事不限于比赛，如何使其具有更加
丰富的内涵，展现出中国的风貌和
外交诚意。

“从赛事的宣传文案、海报到领

导嘉宾的邀请等，
都需要工作人员反
复考量。为配合赛
事，在华理的一食
堂外，还会安排留
学生举行端午文化
路演，介绍端午节、
赛龙舟的由来，分
享节日美食。”

随 着 活 动 规
模、影响的扩大，每
年作为赛事承办方
的华东理工大学也
在不断成长。

志愿者的精神与身影

陆敏渊是“土生土长”的华理人，
从学生到教师，身份的转变也让他见
证了华理承办赛事的逐渐成熟。

“最初，对于留学生们的一些习
惯不太了解，比如举办赛事的月份是
一些留学生的斋月，没有加以关注，
后来随着承办次数的增加，对于留学
生们的文化习惯越来越熟悉，可以兼
顾不同民族、宗教的每一个学生。”

每一届龙舟赛，华东理工大学从
赛前培训、准备到赛程服务等，形成
了一个系统全面的体系。每年赛事
举行前的 3、4 月，其他高校就会组
织龙舟队前来华理接受国际龙舟教
练的专业培训。而比赛中，华理还为
各高校配置两名志愿者提供支持和
服务。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志愿者的筛
选也极其严格，对于志愿者的语言能
力、传统文化知识储备等都有着很高
的要求。“我在学生时代，也曾想要报
名成为志愿者，但是要求太严格，最
后没能成功。”陆敏渊笑道。

志愿者中同样能够见到留学生
们的身影，他们的认真与负责感动着
陆敏渊。

在本届龙舟赛中，某高校的一位
留学生从比赛开始时便肠胃不适、呕
吐不止，来自华理的留学生志愿者从
早上就一直陪伴在这位同学身边照
顾他，带他去校医院，联系老师……
忙前忙后，非常尽责。

“我们并没有着重对留学生志愿者
提过多的要求，但是他们尽职尽责的程
度超越我们的想象，他们拥有作为东道
主的责任感和荣誉感。”陆敏渊说。

龙舟队的凝聚与努力

来自尼日尔的苏雷是华东理工
大学龙舟队的副队长，今年已经是他

参与的第三届赛事。
作为龙舟队副队长，苏雷的工作

较为琐碎，却很重要。跟老师和教练
安排协调训练时间；通知所有队员训
练的时间地点；帮助龙舟教练给中文
不熟练的队员翻译……这些都是苏
雷需要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他还
要照顾每位队员的心情，适当的时候
给予鼓励。

“在比赛的前 2 天，我们安排好
了 18 个上船参赛队员，其他没被选
中的队员有些失落，队长和我就与他
们沟通，最后他们的心情好多了。”苏
雷说。

陆敏渊作为主要负责留学生龙
舟队的教师，对于选手们心境的转变
感受更为深刻。

龙舟队的组成成员中有像苏雷
这样的老队员，也有一些是被“拉”来
训练的。陆敏渊能够感觉到一些队员
比较兴奋，一些则更像是为了完成任
务。“但是我发现比赛越来越临近，选
手们对于自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主
动性、团体凝聚力都越来越强，乃至
学校留学生团体讨论的话题也经常
是围绕龙舟赛的，整体氛围很好、很
融洽。”

经过一系列激烈角逐后，上海对
外经贸大学代表队摘得桂冠，华东师
范大学代表队、东华大学代表队分获
第二、第三名。

“很遗憾的是，今年我们没有拿
到什么奖项，有些失落，但是我们
不会气馁，因为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拼搏过了。”苏雷说，赛龙舟不仅仅
是一项体育娱乐活动，更是培养、
展现人们集体主义精神和团结意识
的竞赛。

“今年只获得了第九名，但是选
手们的团队意识、凝聚力和责任感
却是前所未有的强。”陆敏渊笑道，
华理龙舟队已经规划好明年的训练
计划，争取在明年的赛事中“把奖拿
回家”。

6 月 3 日一大早，福州大学龙舟
码头上好不热闹。原来，福州大学师
生们正在进行龙舟下水首航。

说起这艘龙舟，可不一般。它是
全国首艘由高校独立制造的传统木
质龙舟，名为“福龙”。龙舟长 30 米，
宽 1.1 米，一条口含龙珠的金龙，点缀
着中国传统纹饰，仿佛从天而降。

它于 4 月 24 日在福州大学内启
动制作，制作期间，得到了地方传统
文化专家的大力支持，由福州大学邀
请了福州地区资深的龙舟手工匠人，
采用杉木木材，经过拼接、固定、上
漆、油画等多道工序，历时 18 天制作
完成。

毫无疑问，它是今天活动的主角。

首艘传统木质龙舟的来历

船身上的葫芦、莲花和鲤鱼配
画，一度成为围观学生拍照的重点。

葫芦有福禄祥和保佑氏族平安
喜乐的寓意；莲花在民间是一种除恶
辟邪吉祥物，代表着高洁神圣；鲤鱼
带有年年有余、平安顺利的意思。“福
龙”龙舟承载着一船的吉祥元素。

福州大学体育教学研究部副主

任汪焱告诉 《中国科学
报》，传统木质龙舟在船身
图案的绘画中，有很多民
俗、宗教内容的体现，而在

“福龙”龙舟的船身图案绘
制过程中，更多加入中华
文化中大众化、通俗的吉
祥寓意图案。相较普通龙
舟，“福龙”龙舟还结合了
大学文化元素。在色彩的
构图上，以红、蓝、绿等简
洁的几何图案为主，充分
体现大学校园文化的张
扬、活力，以及学子的青春

气息。
之所以要打造“福龙”龙舟，汪焱

表示，有着“地利”和“人和”的需求。
福州地区河网密布，历年端午都有进
行民间龙舟比赛的习俗。而放眼福州
大学校内，白鹭低飞、小桥流水，有着
适合龙舟训练的天然水域。

2017 年，福州大学成立了龙舟
队，其中女子龙舟队为福建省高校
首支。在 2019 中华龙舟大赛福建福
州站中，女子队分别在 100 米、200
米、500 米直道赛决赛中取得好成
绩。今年 5 月，福大成立了教工龙舟
队。为满足教工龙舟队的训练和比
赛需要，让传统文化的养分更好地
滋养大学校园，学校特意制作了这
艘龙舟。

龙舟正式下水之前，福州大学党
委书记陈永正兴致勃勃地为龙舟点
睛。他说：“划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
俗，这项团体活动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可以很好地体现团队协作、
奋勇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

端午节文化添亮彩

当天，由学校一线教职员工、台

港澳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外籍教授、
留学生共同组成的师生划手共同体
验了龙舟首航，并与福州高新区建平
龙舟队开展了邀请赛。在邀请赛上，
留学生们玩得不亦乐乎。

福州大学也门留学生杨乐已经
在福州生活了 2 年，说着一口流利汉
语的他作为首航队员，首次体验了龙
舟竞技。“在我的家乡，由于自然环境
比较干旱，没有类似的活动，今天体
验龙舟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龙舟竞
技是一项特别需要集体合作的项目，
划手们需要听着鼓点齐心协力，才可
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杨乐从前还去过石家庄和武汉，
但是参加端午节活动还是头一回。和
他一样，不少留学生对端午节文化很
感兴趣。

来自尼日尔的福州大学留学生
马吉德在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中，了
解过屈原和端午节的故事。当时，他
向授课教师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
题———为什么 要把粽 子丢到 水里
去？授课教师告诉他，丢粽子是为了
防止水里的动物接近投江的屈原。

首航当日，中华龙舟大赛福建福
州站龙舟嘉年华活动同时启动，活动
现场吸引了不少外籍专家、留学生、
少数民族学生前来现场体验端午节
文化。马吉德和杨乐等留学生在食堂
师傅的指导下体验了包粽子。原本以
为包粽子很难，但一上手，杨乐发现
并不很复杂，很快就学会了。

杨乐高兴地说：“虽然是第一次
参加端午节的活动，可是我们通过各
种活动体验到了浓郁的中国文化氛
围，并且组装了一艘龙舟模型，我觉
得很有成就感。”

接下来，杨乐还会参与龙舟队的
训练和比赛，并希望来年还有更精彩
的端午节文化活动。

民以食为天，端午节除了观龙舟
竞渡，另外一大乐趣就是包粽子。“彩
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这是诗人元
稹吃过的粽子，而在今天，粽子早已包
出了各种花样，馅料更加丰富，各成一
派，甚至还有了南北咸甜之“争”。

在留学生们的眼中，不论是什么
馅料、什么形状，粽子都是中国传统
节日中的一大美味。包粽子更是值得
体验的有趣活动。

包粽子是项技术活

“看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挺难
的。”来自南开大学的菲律宾留学生
德思丽正在为手上包着的粽子发愁。
作为很喜欢中国美食的“美食家”，她
正在努力再包三四个粽子，给自己的
朋友们尝一尝。

旁边的俄罗斯留学生斯羽兰也
遇到了难题，“我的线总是捆不住粽
子，我觉得我的第一个粽子可能失
败了”。

在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活
动室里，除了弥漫着的清新粽香，还
有这样一群跟着“师傅”学习、被包粽
子难住的留学生们。尽管包粽子这项
技术活对于留学生来说难度不小，却
并不会打消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美食
和文化的喜爱。

“刚刚老师告诉我，五彩绳是端
午节的吉祥物，在以前有辟邪的作
用，有吉祥美好的意思，我觉得这种
习俗非常有意义，我很喜欢。”来自
苏丹的赵玉龙一边说一边戴上了五
彩绳。

同样痛并快乐地体验着包粽子
的，还有远在厦门集美大学的留学生
们。他们正在参加一场紧张而刺激的
包粽子大赛。

正方形、六边形……在这些外国
留学生的手里，粽子被包出了新花
样。“这是我首次包粽子，虽然看着简
单，包起来却很难。”集美大学泰国留
学生马洁芳说。首次参赛的他难免有
些手忙脚乱，而旁边的俄罗斯留学生
柳芭则显得游刃有余，不仅包粽子的
动作娴熟，而且还有精力指导帮助其
他同学。

“我每年都会参加学校组织的包
粽子比赛。明年我就毕业了，回俄罗
斯后，我要向家人朋友介绍中国的传
统节日。”柳芭说。

集美大学的此次包粽子活动，共
邀请了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安哥拉、
哥伦比亚、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十多
个国家的 140 名国际学生参与。在活
动结束后，他们纷纷表示会把中国的
端午节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让更多
人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走进社区体验端午文化

除了在学校和食堂阿姨们学习
包粽子外，还有一些高校的留学生走
出校门，深入周边社区，和居民们一
起过端午。

穿汉服、编蛋袋、做香包、包粽
子、“撞蛋”……来自温州大学国际学
院的留学生们和温州市瓯海区南白
象街道南垟社区的居民共度端午。

这其中“撞蛋”是很多温州人儿
时端午节最喜爱的游戏，用熟鸡蛋的
一端去碰撞对手的鸡蛋，蛋壳先被撞
破的一方为输。大人有时会为孩子们
用彩线编织一个漂亮的“蛋兜”，将熟
鸡蛋放置其中，方便孩子外出与小伙
伴们玩撞蛋的游戏。留学生们也和社
区的小朋友一起学习编织蛋袋、体验
撞蛋游戏。

当然，留学生们也在社区居民们
的耐心指导下学习包粽子，从叠粽
叶、填糯米、放蜜枣到系马莲，男生居
多的留学生们的成品却意外的美观。

在江苏镇江润州山路社区，江苏
科技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正在和社区
居民参加“端午包粽大比拼”，每个参
赛小组都由几名留学生和几名社区
居民组成。

在社区蓝色桌布罩起的大长桌
上，留学生们手持粽叶，在社区阿姨
们的指导下争分夺秒地包粽子。再激
烈的比赛，也遮不住学生和居民们脸
上的笑容。有些留学生更是举起自己
的“成果”合影留念。

同样的，江苏科技大学
的留学生也体验到了端午
的蛋文化。除了学习用彩线
编织蛋套，留学生们还和居
民一起用彩笔装饰自己的

蛋，体验最具特色的当地端午风俗。

旧习俗也能玩出新花样

除了体验中国端午节的传统习
俗，外国留学生们也同样接触到了一
些旧习俗里的新花样。

粽子馅料可以放什么？除了传统
的糯米、咸肉粽，还有让人们吐槽的
月饼馅粽子外，湖南中医药大学的粽
子显然更胜一筹，健康养生又美味。

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的中国
学生与来自伊拉克、巴基斯坦、加纳
等国的外国留学生们别出心裁，一起
包起了药膳粽子。

该校食品科学与工程教研室主
任肖作为表示，此次活动的举办，是
希望让身在异国他乡的留学生们有
家的感觉，同时，通过亲自动手感受
中华传统文化，将课堂中学到的中医
药知识学以致用。

“看上去挺容易，做起来还挺
难。”来自伊拉克的贾思德已经是第
二次包粽子了。他对端午节的传统文
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这次的药膳粽
子显然让他有了新体验。

来自扬州职业大学的留学生们虽
然体验的是传统的糯米粽子，但是他们
体验端午节的媒介却与众不同。

时值端午佳节，江苏省扬州市广
陵区的龙头关社区迎来了扬州职业
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的留学生，以及另
外一位看似与端午活动无甚关联的
扬州博物馆志愿者老师。

“1988 年，在印尼勿里洞岛海
域，打捞上了一艘古代沉船，被命名
为‘黑石号’。就在这艘船上，发现了
一件来自扬州的扬子江心镜。”志愿
者老师展示扬子江心镜的图片，讲述
着古代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
要地位，以及扬州与东南亚国家之间
的联系。

“太令人惊讶了，没想到我和扬
州之间的缘分这么久了。”在场的印
尼留学生感叹道。

其实这是一场以文物为媒介，了
解端午节传统习俗和扬州历史文化
的“博物之曰”项目活动。志愿者老师
通过介绍扬州博物馆二楼大厅内的
楠木竞渡船、明代五彩张天师斩五毒
纹盘等文物藏品，生动形象地向留学
生和与其结对的社区小朋友们讲述
端午节赛龙舟、避五毒等风俗习惯，
让高冷的文物活起来，让传统的节日
活起来。

今年的端午已然过去，各高校
的留学生们都体验了各色活动。期
待明年粽叶飘香时，会有更多精彩
的活动，让世界看见中国传统节日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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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端午舟：首航龙舟的“私人订制”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王忆希许晓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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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留学生佩戴编织的彩绳

第十二届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龙舟赛现场

福州大学龙舟队比赛中 周师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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