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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竞渡一般在平原江河里

进行，但南海西樵人却另辟蹊

径，在西樵山上开创了“半山扒

龙船”的历史，并将这项民俗活

动的精神内核继承下来。“团结

拼搏、开拓创新、力争上游、勇立

潮头”，成为如今西樵和南海精

神的关键词。

时隔多年，2022年西樵山锦

龙盛会活动于6月3日举行，“半

山扒龙船”的擂鼓声和呐喊声在

天湖公园再度响起，向外界展示

活力新南海、新西樵。

当天，不少市民、游客早早来

到活动现场“霸头位、睇龙船”。

随着一声枪响，300米龙舟往返

赛小组赛率先拉开“半山扒龙船”

的帷幕。只见舵手把控前行方

向，鼓手指挥划桨节奏，划手下腰

奋力划桨……在队员们的协作

下，龙舟平稳快速前行，水中搅动

所溅起的水花接连不断，誓要跟

同航道的其他龙舟一决高下。

“西岸！加油!”“西岸！最

掂!”在下午的决赛中，西岸体协

龙舟队在天湖上劈波斩浪。

“300米龙舟往返是第一次尝

试，对队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夺冠后，西岸体协龙舟队挥

臂高呼，激动不已。队长冯作辉

兴奋地分享夺冠关键：“冲进决

赛，队伍更关注每一个技术细

节，如桨入水的角度、拉水时间、

桨频、冲刺时机的分配！”冯作辉

说，“半山扒龙船”很新鲜，希望

能多举办这样的龙舟活动，与民

同乐的同时，传播龙舟精神，传

承民间传统运动。

来自西樵镇儒溪村的青年

龙舟队由一班龙舟“发烧友”组

成。“我们小时候会跟随父辈、

祖辈去‘扒龙舟’，当时觉得有

趣好玩，逐渐就爱上了龙舟这

一运动。”领队关瑞领介绍，在

龙舟文化的熏陶下，龙舟爱好

者组成了村内的龙舟队伍。早

在赛前一个月，儒溪村便确认

了两支参赛队伍的队员，他们

排除困难，为赛事专注训练。

活动当天，看着湖边人山人海，

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50多岁

的关瑞领感慨地说：“真是久违

的热闹！扒起来更精神。”

赛龙夺锦展现精气神赛龙夺锦展现精气神

早在明嘉靖年间，西樵就

有“半山扒龙船”的民俗活动。

据记载，西樵泉水多、水量

足，每逢端午，西樵山上八村村

民都想进行龙舟比赛，无奈山

势开阖起伏，泉流弯曲，没有适

合的水体扒龙舟。明代大学士

方献夫辞官归来，在西樵山设

书院讲学，得知民愿后，出面组

织山民劈山筑湖，汇合山中白

山泉、翠岩泉和双鱼泉，集水成

湖，从湖旁筑石成坝，引水成

河，并亲自题名为“龙船窦”。

开龙之日，舟从云中出，鼓

声动四山，引来山下万民登山观

看，热闹非常。当时在山中读书

或隐居的文人，也开展竞渡征诗

联和征文大赛，成了南粤有名的

传统习俗和文化盛事。

改革开放后，西樵山天湖先

后举办过几次“半山扒龙船”活

动，以1980年那次最为人们所

津津乐道，吸引马万祺、冯景禧

等南海乡贤、海内外侨胞及周边

市民约10万人到场观看，盛况

空前。那不仅是一次民俗节庆

活动，更是一场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的招商引资活动，让海外侨

胞、港澳同胞重新认识了南海，

开启了回乡投资办厂的热潮。

6月3日的锦龙盛会，不仅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竞技、特色人

文与城市新景有机融合，全面引

导全民健身运动，带动文旅深度

发展，更继承了1980年那场盛

会的传统，发挥向外界展示城市

形象和招商引资、助力高质量发

展的功能。

目前，南海区正处于“思想

再解放，改革再出发”的关键时

期，以产业转型带动经济社会全

面转型，加快建设广东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全面打

造现代化活力新南海。而西樵

镇也正全力提速传统产业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挺进大健康食

品产业的新赛道，谋划建设桑园

围中心水脉重要节点项目，不断

丰富文旅消费业态。

“南海靠改革走到今天，必

须靠改革赢得明天！”南海区委

书记顾耀辉表示，希望以水为

媒，以龙舟为纽带，凝聚乡情，向

社会发出改革开放永不止步的

决心，发出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

的强力号召，让外界看到一个现

代化活力新南海！

正因如此，该活动成为南海

区、西樵镇向外界展现一个充满

活力的、宜居宜业宜游的新南

海、新西樵的窗口，以此充分调

动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感召一

大批乡贤携资本、信息、技术、人

脉回归家乡、建设家乡，让“乡贤

经济”成为西樵镇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

“我们现在所站的观龙楼，

在20世纪80年代举办第一次

的‘半山扒龙船’活动时并未建

有，当时只是搭竹棚，而这座楼

是活动后由我岳父陈伸先生捐

资兴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澳

门南海同乡会副会长刘富业依

然记忆犹新。

从见证当年泥泞的山路，到

如今文旅设施完善的西樵山，刘

富业认为，本次活动意义重大，

彰显西樵镇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也提升了西樵的知名度与美誉

度。“希望西樵能多举办这样的

活动，让更多人愿意来西樵、投

资西樵。”他说。

珠海市南海商会会长梁文

见认为，在家乡南海举行这样的

活动，不仅能传承和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还能激发广大乡贤爱祖

国、爱家乡的热情。同时，这也

是一个团结和带领海外乡贤在

各项事业中奋勇争先，珍惜为家

乡、社会奉献力量的好机会。

“团结拼搏、开拓创新、力争

上游、勇立潮头”是“半山扒龙

船”的精神内核。因为龙舟竞渡

（粤语俗称“扒龙船”）最需要的

就是团结和进取精神。而西樵

人“扒龙船”不限于平原江河，而

是善于挑战自己，另辟蹊径，越

过泉流弯曲等自然“瓶颈”，开创

“半山扒龙船”的先河。

随着时间的推移，“半山扒

龙船”精神深深嵌入西樵人的基

因里，精神内核也不断发生裂

变，影响着西樵的发展和历史进

程。从“南狮发源地，黄飞鸿故

乡”到“中国龙狮名镇”；从陈启

沅在西樵创办中国第一家机械

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到

“西樵面料”打响名号，西樵镇获

评“ 全 国 十 大 纺 织 产 业 集

群”……

如今，西樵已进入改革发

展的“深水区”，面对经济发展竞

争激烈、空间不足、产业结构“偏

传统”等现实问题，急需一股精

神力量作为社会的“强心剂”。

“半山扒龙船”精神再次发挥其

力量，并产生了裂变。

早在去年8月召开的西樵

镇第七次党代会上，西樵镇便提

出要拿出“半山扒龙船”的改革

精神，秉承“过了西樵大桥就是

西樵人”的包容精神，以更广阔

的视野、更开放的胸怀，高标准

建设成为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

的南海西部区域中心，缔造美好

生活在西樵。

西樵镇委书记李毅佳曾在

开展“思想大解放，改革再出发，

缔造美好生活在西樵”大讨论活

动中提到，要重拾“半山扒龙船”

的精神，重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

间，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2021年12月1日，“西樵尖

兵”这一名词首次出现在西樵镇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动员大

会暨三大片区村改大攻坚授旗

仪式，而“西樵尖兵”的背后离不

开“半山扒龙船”精神的支撑。

“西樵尖兵”不仅代表着推动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西樵各项事

业发展的“尖兵”队伍，更代表敢

于克服困难、突破瓶颈、团结拼搏

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半山扒龙

船”精神的现代化演变。

在“西樵尖兵”精神的带领

下，西樵镇不仅启动建设西樵山

大健康高新技术产业园、发布

《西樵镇镇域城乡融合战略规

划》和“樵有料·益晒你”优化营

商环境服务品牌，吸引全球调味

品龙头企业海天集团落户；还以

九大项目带动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完成三大千亩连片村改项目

集中攻坚拆除600亩。

2022年西樵山锦龙盛会活

动前一天，西樵镇还举行了广东

西樵山文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的揭牌仪式，并宣告成立西

樵镇文旅产业链联合党委及西

樵镇文旅党员志愿服务队，并于

当晚展开西樵镇产业环境及重

点项目推介。这一连串动作正

是西樵重拾“半山扒龙船”精神、

体现“西樵尖兵”精神的实践，为

推动西樵高质量发展、缔造美好

生活不遗余力。

从“半山扒龙船”到“西樵尖兵”
一场精神内核的裂变

从“半山扒龙船”到“西樵尖兵”
一场精神内核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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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民俗有段“威水史”

历史溯源

凝聚乡情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赓续精神

记 者 观 察

看“半山扒龙船”

精彩视频

■300米往返赛夺旗时刻。

■传统龙船在巡游过程中向岸边观众泼洒龙舟水，为大家祈求吉

祥安康。

■水上舞龙表演者技艺高超，节目精彩纷呈。

■选手铆足全力，奋力划桨。

■传统游龙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