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后青年拜师学艺
传承传统龙舟鼓法
上东社区通过升级改造观龙台和筹建龙舟文化

阵地，提升群众对龙舟文化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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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锵，咚咚锵，去啊，去啊……”锣鼓声
与呐喊声交织在一起，谱出一曲地道的九江
“龙舟谣”。日前，30 多名上东龙船爱好者齐
聚奇山新星文化楼，参与一场别具意义的拜师
宴，见证上东青年向老鼓手拜师学艺，传承九
江传统龙舟鼓法。

老鼓手“掌鼓”三十余年

娴熟地拿起鼓杖，激情澎湃地敲打着龙舟

鼓，各种鼓法灵活转换，将龙舟鼓声的独有韵

味展示得淋漓尽致，让围观的街坊连连拍掌赞

好。虽然今年已年过六旬，但上东龙舟奇山慈

悲老鼓手余权多的风采不减当年。

“改革开放后，九江恢复龙舟活动，我从那时

起才接触龙舟。”余权多说，刚开始时，他只是个扒

丁，但他对龙舟鼓法兴趣甚浓，总是留意着老鼓手

的打鼓方式，自学九江传统龙舟鼓法的要领。

1980 年，余权多开始担任奇山慈悲的龙舟

鼓手，正式开启 30 多年的鼓手生涯。“鼓手是

每条龙舟的总指挥，控制队伍的一举一动。”他

提到，尤其在比赛中，鼓手必须根据赛程设置、

扒丁状态等综合考虑，灵活转换不同的鼓法，

调动出队伍的最佳状态。如眼看桨频开始不

一致时，需要转换成“单鼓”打法，再次调整节

奏。而在比拼激烈时，他会选择打“七声鼓”，

激励扒丁勇往向前，提升队伍争胜气势。

“七声鼓就是战斗鼓，一定要打得有气势。”

余权多说，“七声鼓”除了节奏上区别于其他鼓法

外，最重要的是鼓手打鼓时，整个手臂是有力而

舒展的。在高潮的部分，鼓手甚至是高举双臂，

呈“大鹏展翅”状。此时，配以全体队员洪亮的呐

喊声，犹如士兵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气场全开。

相较之下，如“单声鼓”“三声鼓”等鼓法，鼓手打

鼓时手臂幅度较小，气势远远不及“七声鼓”。

由于鼓打得好，每逢遇上龙舟赛事，龙船

会总会找余权多来当鼓手。他打鼓打了 30 多

年，备受各方认可，直至四五年前，由于年纪大

才退下一线。

“如果传承不了‘七声鼓’等九

江传统鼓法，对于龙舟人来说是个

很大的遗憾。”上东 80 后青年曾满

祥 提 到 ，在 九 江 ，现 时 懂 得“ 七 声

鼓 ”鼓 法 的 老 鼓 手 已 经 寥 寥 无 几 ，

而 且 他 们 的 年 龄 普 遍 处 于 六 七 十

岁。这些宝贵的传统鼓法，随着时

代 更 迭 ，逐 渐 被 人 遗 忘 ，甚 至 正 面

临着失传的严峻挑战。

作为龙舟爱好者，曾满祥希望尽

自己的能力，将九江龙舟传统鼓法

传承下来。“我不仅要自己学，学会

后我还要教更多的人。”他提到，如

果没有人传承传统鼓法，不久之后，

在九江也没办法听到这么地道的龙

舟鼓声。为此，他希望通过拜师学

艺，向老鼓手学习传统鼓法，将九江

传统龙舟鼓法一直传承下来。

“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深爱

着龙舟运动。”他回忆，在他两三岁

时 ，父 亲 已 经 为 他 投 来 龙 船 头 位

置，让他亲身感受九江深厚的龙舟

文化。待他长大上学时，每年最期

待 的 莫 过 于 国 庆 扒 龙 船 。“ 国 庆 前

一晚简直兴奋得睡不着觉，但国庆

当 天 仍 然 龙 精 虎 猛 。”曾 满 祥 笑 着

说 ，当 时 ，他 也 会 相 约 同 学 一 同 去

上东观龙台看紧张刺激的龙舟赛。

几 年 前 ，曾 满 祥 更 是 牵 头 聚 集

了 一 帮 同 样 热 爱 龙 舟 文 化 的 80 后

青年，组建了永宁社龙舟俱乐部龙

舟 队 。 当 初 ，面 临 着 龙 舟 破 烂 、经

费 不 足 等 情 况 ，他 积 极 牵 头 捐 款 ，

发 动 村 民 、热 心 人 士 、港 澳 同 胞 慷

慨解囊，最终筹集到 18 多万元重新

建造两只新龙舟。

由于队员平日都忙碌于各自工

作，他们只能利用晚上空余时间训

练。但在乡亲们的支持下，他们不

负众望，在省、市、区的各类大赛中

斩 金 夺 银 ，彰 显 九 江 龙 舟 人 的 风

采。

10 月 23 日晚，30 多名上东龙船

爱好者齐聚奇山新星文化楼，见证曾

满祥正式向余权多拜师学艺，学习传

统鼓法的精髓。他们现场即兴带来

一段段精彩的锣鼓表演，吸引九江中

学学生驻足观看，并投以热烈掌声。

传统鼓法的代代传承，只是上东

社 区 深 厚 龙 舟 文 化 底 蕴 的 一 个 缩

影。从 1979 年开始，每逢国庆节，上

东社区都会在上东河涌段举办传统

龙 舟 赛 。 首 届 参 赛 龙 船 只 有 10 多

艘，随着赛事影响力越来越大，参赛

的队伍每年都有所增加。赛事举办

至今已时跨 39 个年头，已成为镇内

最受瞩目的龙舟赛事之一。

现时，上东现有传统龙舟 34 艘、

凤艇 1 艘、标准龙 6 艘、自发组织龙

舟俱乐部 6 个。2014 年，上东社区更

是成立上东龙舟俱乐部，凝聚和团结

社区的龙舟爱好者，目前共有 18 个

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弘扬龙舟文化，发展龙

舟运动，2017 年，上东社区更是对观

龙台进行升级改造，将观龙台及对开

涌段打造成设施齐全、集训练比赛于

一体的活动场所。同时，在观龙台建

筑内筹建上东龙舟文化阵地，提升群

众对龙舟文化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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