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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竞渡龙舟竞渡  陈思汗陈思汗  摄摄

喜迎端午喜迎端午  朱大勇朱大勇  摄摄

有意向参加某地的一个文化活动，便以《桂林山水

吟》为题拟了一首小诗。诗成之后心血来潮，想让 AI

来个即兴评价，小试牛刀，看看这款到处都在议论到处

都在践行的新式武器好不好使。没想到，这一试还真

让我吃惊不小。

诗是这么写的：“群峰积翠三百里，半城烟雨半城

诗。两江四湖皆春色，象山龙脊尽雄奇。西街品酒人

不寐，漓水泛舟歌未已。愿作阳朔垂钓客，不羡蓬莱采

药师。”按照老婆大人指导的操作方法，一一打开页面，

复制后喂给“豆包”，提出简单指令，让其作出评价。也

就短短数秒钟，“豆包”基本不费吹灰之力即大功告成，

洋洋洒洒的评价倾泻而出，摘要如下：

“这首《桂林山水吟》生动地描绘了桂林山水的秀

丽景色以及独特的人文风情，展现出了桂林的魅力，读

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韵律美。诗中巧妙地选取了桂林

具有代表性的景点和活动，让读者能够迅速联想到桂

林的特色，如群峰、两江四湖、象山、龙脊、西街、漓江、

阳朔等，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桂林画卷。”

“首联：‘群峰积翠三百里，半城烟雨半城诗’，以宏

大的视角描绘了桂林连绵三百里的翠绿山峰，给人以

强烈的视觉冲击。‘半城烟雨半城诗’更是妙笔，将桂林

常常出现的烟雨朦胧之景与充满诗意的氛围相融合，

营造出了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

如梦如幻的山水之间……”

后面还有几句建议、鼓励之类语言，无足轻重，删

去了。我觉得，这家伙实在太厉害了，远远超出我的认

知水平。就我苦读勤作数十年的文字功底，要在瞬间

应答如流、蹦出如此锦绣篇章，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之

事。虽然净是些漂亮的废话，但读起来就是那么贴心

自慰。纵观我们普天之下的天才作家、古今写手，哪怕

是时代新宠、那些一泻千里一键万言的网络精英，就其

信手拈来神速成篇而言，怕也很难与之一比高下。我

一时被镇住了，隐隐感觉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写作革命

已悄然而来！

思之再三意犹未尽，把网文转给一位报纸副刊编

辑，随即网聊起来。我说：“很有意思，小诗是我写的，

叫豆包评价，也还像那么回事。工具用好了，真牛！”也

不知是想炫耀新诗佳作还是初尝初试的 AI 技艺，我对

初识豆包的惊讶佩服倒是真情实意。编辑朋友复我：

“看来 AI 写评论很不错，到位，四平八稳。不过跟人写

的比，可能没有独到的角度。”风清浪平，不动声色。我

补了一句：“编辑大人要小心费神了，一不小心就编了

豆包作品，如何识别？”也是好心提醒，忧国忧民忧自

己，担心我等传统的写作者被豆包们甩出几条街，成为

时代落伍者，最后被淘汰出局。哪知编辑大人早已见

多识广、成竹在胸。她说：“前段时间同事编了一篇 AI

写的书评，那本书是写新疆动物的散文，AI 评论写成

一个孩子的成长。如果没读过原文，很容易出错。现

在看稿，一是基本事实起码要对，二是没那么多 AI 味，

第三就是问 AI 这篇有没有 AI 写作痕迹。不过说到底

AI 还是工具，用好了就是核武器换掉冷兵器。”听编辑

这么一说，也就释然放心了。

近日读到刘诚龙老师一篇大作——《AI 拍马屁，

只需过机子》，极尽调侃诙谐之能事，把文人玩 AI 那档

子事说得五味杂陈灰头土脸。他写道：“文人玩 AI，玩

得特来劲，让 AI 查资料、写稿子、写评论，仿佛人脑已

死，电脑当立。AI 评论，善于把作家与作品之水平上

提一级二级，乡野村姑提级为小家碧玉，小家碧玉提级

为大家闺秀，大家闺秀提级为绝世佳人。目测，AI 写

文学作品还欠技术，作家还可安稳睡一两个晚上，AI

写文学评论似可夺批评家饭碗了。”人家不愧是文坛老

将写作高手，文笔老到语言辛辣，听他如此一说好像明

白了些许道理，是我多虑了，见识落伍了，新作的这首

小诗，定是被伟大的 AI 从“乡野村姑”提级为“绝世佳

人”无疑，被当猴耍了还沾沾自喜外加杞人自忧，可悲

复可怜了吧？至于诚龙老师“还可安稳睡一两个晚上”

的谆谆说教，虽没有“高枕无忧”来得痛快过瘾，先将就

一二得过且过，自然也不失为眼下之“识时务者”了。

洗漱完毕正准备上床“安稳”去，又收到一位文友

发来短文，文曰：“我坚信人的热血，还有触摸文学肌理

褶皱时的喜怒哀乐，或怒发冲冠或愁肠百结或低吟浅

唱或无语凝噎，都是 AI 所没有的。这就是碳基人和硅

基人的区别。AI 背景下如何写出有个人色彩个人独

特 体 验 的 文 章 ，是 每 一 位 作 家 要 深 刻 思 考 的 问 题 。

一场写作的颠覆性革命已经到来，写作已经是能够批

量化的生产，文章也随之成为一种新工业产品，如何捍

卫文学高地，让文学生命鲜活？唯有真诚，真诚无敌。”

文友是一位在职在位的小学校长，年轻敏锐脑筋活络，

长期坚持业余写作，对 AI 这类时髦玩儿早已轻车熟路

了然于心，所以短信也像在训导学生，在情在理简单明

了，却又引起了我的深思，既然是一场“颠覆性革命”，

恐怕就没那么简单吧？“真诚无敌！”是啊，诚哉斯言。

然而，大千世界物欲横流，人生何处觅真诚？既如此，

又何去何从？抑或如编辑大人所言，如何才能“用核武

器换掉冷兵器”？

夜已深沉，万籁俱寂，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夜莺

的低吟。我蒙头睡去，管他呢，明天的太阳一定会照样

升起。

《哪吒 2》自今年春节上映后火爆，冲入

全 球 影 史 票 房 榜 前 五 ，创 造 了 多 项 纪 录 。

“ 哪 吒 ”这 一 经 典 IP 也 由 此 火 爆 起 来 。

未 料 ，欢快的“哪吒奏鸣曲 ”掺入了杂音 ，

一 些 地 方 竟 开 启 了“ 抢 吒 儿 ”大 战 ，纷 纷

“认领”哪吒的家乡。哪吒本是中国古代神

话传说中的一个神仙，怎会有籍贯与故里？

“ 抢 吒 儿 ”、与 哪 吒“ 攀 亲 ”的 背 后 ，是

“ 华 夏 活 剧 ”的 名 人 故 居 之 争 又 爆 新 举 。

其 实 ，争 夺 文 化 名 人 故 里 掀 起 过 几 波 浪

潮 ，无 论 是 历 史 上 活 生 生 的 人 物 ，还 是 神

话 传 说 中 的 形 象 ，都 曾 被 不 少 地 方 争 抢

过 。 实 际 上 ，这 是 一 种 文 化“ 啃 老 ”，即 只

靠稀释或颠覆经典、争夺古人遗址来吸引

大 众 注 意 力 的 文 化 现 象 。 而 文 化“ 啃 老 ”

现 象 如 今 愈 演 愈 烈 ，已 构 成 一 幅 时 代 的

“负面风景”。

不是吗？无须细数这文化“啃老”在各

地上演了多少闹剧，其中两大“剧种”更具讽

刺意味：一为任性改地名；一为文化“拼爹”，

不惜“抢祖宗”。例如，电视剧《琅琊榜》热播

后，曾引起南方多地争抢“琅琊”之名。各地

借名牌、名著、热播剧效应吸引流量，而名

人、典故甚至名企也成为被“攀附”的对象。

诚然，如此举动也许对促进当地文旅产业发

展有一定作用，但各地为了打造名人故里，

未经科学规划和市场调研便盲目斥资上马

文旅项目，势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

浪 费 。 另 外 ，借 风 景 名 胜 之 名 争 抢 游 客 ，

全然不顾地名是记录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也会导致一个个千年古名、一座座历史古城

朝令夕改。

黄帝、炎帝、老子、墨子、孙子、诸葛亮、

曹操、朱熹……逢“古”必抢，抢得真实存在

的古代名人明显稀缺了，于是虚构的也不

忌，先是孙悟空，而今又是哪吒，连具有争议

的历史人物秦桧、武大郎、潘金莲等也争着

抢。这种扭曲的文化“啃老”现象之烈、之

祸，已黑白不分、是非不辨！

如此唯利是图，岂能坚定守正，又怎能

健康创新？必然被主流审美所唾弃。其实，

孙悟空、哪吒这些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本不

存在具体的家乡。而像这样耳熟能详的文

化符号和 IP，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的概

念。那些急着与哪吒“攀亲”者，若能以政策

服务创造出新的高能文学形象，用创新和实

力赢得大众的喜爱，才能实实在在地助力地

方发展。一味与那些本不存在的各路神仙

“攀亲”，暴露的只能是对守正的三心二意和

对创新的无能为力。

我的阿妈（祖母），1928 年生人，公馆镇陈屋

村人，个子不高，离开我们有十多年的光景了。

大人说起她，总会说她是个苦命又厉害的人。我

是阿妈带大的孩子，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一辈子

没能离开小镇的老太太呢？要怪就怪路边摊的

粽香猝不及防地闯入，而她的生日恰恰是端午

节。这粽香就像小时候打的水漂，在我心灵平静

的湖面上泛起阵阵波澜。

清楚地记得，1996 年夏天的一个无所事事的

午后，老太太在楼顶喂鸡，我钻进隔壁菜地里拔

了几棵芥菜，又不知道为何，就随手丢在菜地木

门边。第二天，邻居家上门讨说法，吓得我只顾

着躲在楼梯底，看着这平日“呼风唤雨”的老太太

给人家赔礼道歉。邻居离开后不久，她从角落抽

出火棍，往我屁股招呼了一把。那天晚上的饭桌

上，多了一碟白切鸡，她默默夹了几块搁我碗里。

收碗筷的时候，才听到老太太说，“贪贱吃穷人，

做人不要贪小便宜”。

那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哪怕我

曾淘气地在她衣柜爬进爬出，嫌弃她煮菜不好

吃 倒 进 厕 所 ，偷 了 她 枕 头 套 里 的 五 角 钱 买 酸

梅 粉……她都没打过我。

后来，她摔了一跤，就一直躺在床上，连轮椅

都没坐过，安安静静，干干净净，直到离世。

在临近端午节的日子里，看着桌上各式各样

的粽子，一点儿都引不起食欲，只剩无尽的追忆

和怀念。

这粽香，一定是裹满了眷恋、惆怅，才让我

眼睛发涩、发热……

抱怨像一种瘟疫，在牧场上蔓延。推磨驴与领头

羊不但抱怨，而且随时诉苦，到处卖惨。

推磨驴抱怨工作劳累，身份卑微，环境闭塞，空间

狭小，缺乏青草，没机会外出旅行，羡慕领头羊每天享

受青草、泉水、蓝天、白云和远方的风景，不仅诗意栖

居，还在羊群中享有崇高的领导者地位。领头羊天天

抱怨漂泊不定，栉风沐雨，餐风露宿，怨恨羊群的内

斗，恐惧野狼的袭扰，羡慕推磨驴料多事少离家近，强

烈要求轮换工作岗位。

驴羊轮岗，能力与岗位不匹配，主人怕耽误正常

工作，犹豫不定，左右为难。看门狗善解人意，也懂得

驴和羊的心思，于是，建议驴羊轮岗，先上夜班，体验

一下梦想中的好岗位，既不要影响羊群早出晚归，也

不要耽误磨面。

主人权衡利弊，接受了看门狗的建议，实行驴羊

轮岗上夜班制度。

轮岗后，驴只高兴了三天，羊仅高兴两天半，双

方强烈要求返回原岗位。主人问：“你们咋回事？轮

岗没几天，干得好好的，怎么又不自在，不满意了？”

驴说：“熬不了通宵，受不了野狼嚎，搞不定公羊起

哄，太难了！”领头羊说：“我个头小，力气小，耐力差，

受不了推磨转圈圈，头晕恶心郁闷，快崩溃了，干不

下去了！”

驴羊轮岗，换位体验，甘苦自知，轻重互知。从此

以后，他们各安其位，安分守己，情绪稳定，不再羡慕

嫉妒怨憎。

廉州府旧志中，最早记载端午赛龙舟习俗的是道

光《廉 州 府 志》，但 记 载 极 为 简 略 ，仅 有 一 句 ，其 为 ：

“ 五 月 朔 日 …… 竞 渡 曰‘ 扒 龙 船 ’。”“ 扒 ”是 方 言 词 ，

意为“划动”。

晚 清 时 期 的《廉 州 府 合 浦 县 民 情 民 俗 民 事 纲 目

册》则记载合浦县“水上居民”（疍家）的赛龙舟习俗：

“端午竞渡奢者用巨船，龙首尾及旗鼓备焉；俭者用小

船，锣一面、鼓一围、青竹一竿而已。或使巫者坐船

头，两腮贯令箭谓之‘神降’。争夺标谓之‘争花红’，

顾有因数贯青蚨突相哄争致头破血出者，竞争时男女

糜集、欢声震耳，颇能诱起兴味。”但《廉州府合浦县

民情民俗民事纲目册》对当时合浦县陆地居民端午节

习俗的记载却并未提到赛龙舟，这不禁让人觉得有点

奇怪。

而同一时期的《北海杂录》对赛龙舟习俗的记载

为：“五月五日，为端午节。角黍艾酒，风无甚殊，埠

上惟广商敛资置一龙舟。届节则铺张旗伞，绕游河

内。此外，渔人舟子，或三五成群，各以小艇竞渡为

乐。士女往观，类乘一叶扁舟，河上逍遥，往来如织，

亦一乐事也。”

《珠官脞录》对合浦县端午赛龙舟习俗的记载尤

为详细，其内容细分为竞渡、龙船、驱疫等 3 部分内

容。“竞渡”描述了端午节龙舟赛的流程及比赛时的热

闹场景：“竞渡之举，取以吊屈原也。俗祭屈原以舟拯

之，取其轻利，谓之‘飞凫’，后人遂变为龙舟。先是

四月杪，即有好事者沿门捐资，以租龙舟，为端午竞渡

之预备。届时群集江中，同时前驶，先至者夺得锦标。

观者人山人海，男女杂遝。按，竞渡为古兵士水戏，示

不忘武备意。如越王勾践、五代黄晟、吴越钱镠，义各

有取，后遂用以吊古。然绍兴竞渡为吊曹娥，江浙竞

渡为吊子胥，固不独吊屈原已也。”“龙船”则介绍了

端午龙舟赛所用龙舟的特点及舟上人员的分工，其

为：“龙舟身长而细，可容数十人。舟行之迟速，司舵

者最为吃力，常以壮夫而善于操舟者当之。因其一举

手间，于船身进行有莫大关系。此人辛劳而责任重，

非耐劳而好胜者不为。其余诸人，又其次矣。船中之

人全身裸露，惟以尺幅之布蔽其下体。头戴竹帽（名

曰‘竹笠’）并坐而执桨协力，鼓櫂一起一落，务极整

齐 ，进 行 极 为 迅 速 。”“ 驱 疫 ”则 指 出 民 间 认 为 端 午

赛 龙舟意在驱疫：“又年中春夏之交，时有疠疾发生。

俗传抓龙船可以驱疫。”

古籍中的合浦赛龙舟习俗
◎刘显钊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历史渊源悠

久，其形成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过程，并非单

纯因屈原而产生。

端午节最初与上古先民的夏至时令习俗密切

相关。先秦时期，农历五月被视为“恶月”，五月

初 五 因“ 重 五 ”被 视 为 阳 气 极 盛 、毒 虫 滋 生 的

“恶日”。古人在这天举行禳灾避疫活动，如悬挂

艾 草、菖 蒲 ，佩 戴 五 色 丝 ，饮 用 雄 黄 酒 等 ，这 些

习俗在《夏小正》《礼记·月令》中已有雏形记载。

闻一多《端午考》指出，端午节可能源于长江

中下游百越族（古吴越地区）的龙图腾祭祀。考 古

发现 7000 年前河姆渡遗址的独木舟遗存、春秋时

期青铜器上的龙舟竞渡纹饰，印证了龙舟文化早

于屈原时代。长江流域五月初五正值水稻插秧

后，古人通过赛龙舟祈求风调雨顺。

战国屈原（约公元前 340-公元前 278）于五月

初五投江的传说，最早见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和

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但在此之前，长江下游已

有纪念伍子胥（吴国）、曹娥（孝女）等地方性传说。

随着楚文化影响力的扩大，尤其是汉代“楚辞”成为

文学经典后，屈原忠君爱国的形象被儒家文化推

崇，逐渐成为端午节最主流的传说。原本用于祭祀

水神的粽子，被赋予“投粽护屈原遗体”的新寓意；

禳灾的龙舟竞渡转化为“民众划船救屈原”的集体

记忆。这种文化嫁接使得端午节从驱邪避疫的

实用性节日，升华为承载忠孝伦理的精神性节日，

极大增强了节日的传播力和生命力。

历史学家顾颉刚的“历史层累说”认为：中国

古代历史的记载是后人层层叠加构建的产物，时

代越后，对古史的想象越丰富，细节越具体。他

强调，历史文本的生成受后世政治、文化需求驱

动，真相常被神话和附会遮蔽。此说亦可用以考

察端午节的演变过程。

2006 年湖北秭归“屈原故里端午习俗”、江苏

苏州“伍子胥起源说（传说伍子胥死后被吴王夫差

下令投入钱塘江喂鱼）”同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

名录，体现了端午节“一源多流”的文化本质。

合浦端午节的划龙舟活动，历来由三甲社主

持举办。三甲社，位于合浦县廉州镇还珠社区三

甲社街 14 号，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 年），至今

保存完整，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三甲社前头还

有头甲社、二甲社，是古代社坊制度遗存，最初为

祭祀土地神场所，后演变为民间自治组织。除了

集祭外，还有治安、赈助、公益及代行政府事务等

功能。过去维系社坊制度的力量主要是宗族宗

法及少量公权力。如今，这两股力量已经退出了

三甲社，其功能也日渐萎缩，但每年举办龙舟赛

的传统始终没有断绝，现已成为政府文化旅游建

设中的一大盛事。当日的西门江畔，人头攒动，

人山人海。多数农时节令，基本是“阖家团聚”的

方式，端午节的独特魅力在于让老百姓沉浸在龙

舟竞渡的兴奋，沉醉于锣鼓喧天的市井欢腾，在

粽香与艾草交织的烟火气中，拾得一份酣畅淋漓

的自由与触手可及的幸福。如同节气在历史中

被不断赋予新内涵一样，与之相关的组织及活动

始终处于动态建构中，这正是中华文明“旧邦新命”

特质的生动体现。

◎陈仓/文 王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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