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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公园在瓯海区净水村三条

河汇入会昌河河口处，公园有三亭

一廊（三亭：藏舟亭、眺舟亭、同舟

亭，一廊：同心文化长廊），一馆一厅

一中心（一馆为龙舟文创主题馆、一

厅为台阁展示厅，一中心为文化传

播和拓展培训中心）。

台阁展示厅的温州台阁，是龙

舟公园的核心和点晴之笔。温州台

阁，也叫作水上台阁、温州彩舫，水

上台阁在龙舟基础上搭建亭台楼

阁，一般设有三层，中亭高耸，用木

材搭设，因形似亭台楼阁，故而得

名，为温州所独有，2013 年温州水上

台阁入选浙江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

龙舟公园有屈原塑像，温州端

午龙舟竞渡源自古越族龙图腾崇拜

的祭祀，至少已有二千五百年的历

史，据明万历《温州府志》载：“竞渡

起 自 越 王 勾 践 ，永 嘉 水 乡 用 以 祈

赛”，最早记载龙舟的古代典籍--东

汉的《事物原始》也认为：“竞渡之

事，起于勾践，今龙船是也。”宋时端

午龙舟竞渡在温州已很盛行了，其

时主要还是祈求平安和丰收，至明

清时端午才演变为屈原纪念日。笔

者曾去秭归拜谒过屈原祠，并写有

一诗，诗曰：“生受奸臣陷，冤沉汨水

深。离骚亮高节，楚赋写忠贞。米

粽香千古，龙舟传至今。白衣游故

里，化作大江魂。”我国各地关于龙

舟纪念的说法，除屈原外，主要还有

吴子胥和曹娥，但最后归于屈原。

叶适诗“一村一船遍一邦，处处

旗脚争飞扬，祈年赛愿从其俗，禁断

无益反为酷。”旧时会昌河沿岸，村

村端午划龙舟。各庙宇设有香官

神，专管划龙船。龙舟“上水”前，先

要祭神，祭神后开划，叫“上水”，龙

舟归去叫“收香”，斗龙结束叫“散

河”或“洗港”，并把龙舟翻转，次日

再翻正，抬到庙中保管，还要祭香官

神。现在许多乡村还保留这种风

俗。在划龙舟所在地区内，单位、家

庭都要出龙舟费用，请划龙舟的人

吃酒、放鞭炮，设祭迎接，叫“摆香

案”，富者多派，穷者少派，划龙舟的

摊派、强派也由此习俗而起，逐渐成

为恶俗，现此恶俗已被禁止。

龙舟的种类有大龙地（大龙）、

小龙地（小龙）之分。大龙有十八

档，两旁划船的三十六人，加鼓、梢、

锣、旗、唱神、托香斗六种执事十二

人，就需四十八人。划船者穿衣，一

船均依旗色：小龙船身十三档，划船

的二十六人，加船面管旗一，后梢

二，唱神一，司鼓二，掌锣二，托香斗

二，共计三十六人。鼓居正中，竞渡

时，划船的、敲锣的，全听鼓令声整

齐有力划桨，一冲到底，一时间，锣

鼓声喧，喊声震天，场面壮观。

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温州工

作，当时端午划龙舟还很盛行，后来

因为摊派、强派、殴斗之风、溺亡、械

斗屡有发生。1994 年温州市政府

下令禁止，龙舟竞渡也沉寂了整整

十年。2004 年，龙舟开禁，各地龙

舟管理小组、龙舟协会相继成立，

2011 年 8 月，举行温州市首届龙舟

大赛，2012 年以来，温州龙舟进入

黄金时期，中华龙舟大赛等各等龙

舟赛事落户温州，温州也获得“中国

龙舟名城”称号。今年的杭州亚运

会，龙舟比赛 10 月 4-6 日在温州瓯

海娄桥温州龙舟运动中心举行。把

亚运会龙舟比赛放在温州，也是对

温州龙舟运动和“五水共治”成绩的

肯定。

逛菜场小巷“双井坊”逛菜场小巷“双井坊”

周末的午后，正享受着无思无念

无欲无求的午睡梦境，菲同学的一个

电话，将我拉回现实。“双井头菜场文

艺转身为“双井坊”，去看看？顺便买

个菜回家”。中年少女的文艺梦最终

总是回归于生活。

双井头菜场可是咱温州人心目中

既有无限美味、又超级便宜的资深马

路菜场。老妈经常问：你们过来吃饭

吗？我去双井头菜场买点你们爱吃

的。老妈家离双井头并不近，但她却

舍近求远，等公交、坐公交车，费时费

力跑去双井头。就因为那边的菜品样

数多，而且又新鲜又便宜。

难以想象这样的巷子尽头会是一

个时尚街区？也许，这便是“乐在市

井”吧，烟火市井，热闹鲜活，有无穷尽

的生之乐趣啊！老旧的闹市区转角便

是新潮的街区，这一切不都是热腾腾

的人间烟火味吗？走到小巷尽头，终

于看到了古戏台对面的双层建筑。回

旋式的水泥楼梯围绕着一颗古树拾级

而上，一层和二层均是时尚店铺。咖

啡馆、餐饮店已经开业了一部分，部分

还在装修中。夕阳照在墙壁上挥洒出

柔和光线，远处可见世贸银泰的莲花

楼顶。

我们在二楼的好时镇点了杯饮

料，享受夕阳余晖温柔的呵护。窗外

的文字清晰可见：“这里的河是绿的，

这里有六块钱一碗的面，这里有不管

剪什么样的发型都只用付十块钱的理

发店，这里有喝咖啡的年轻人，蹲在地

上抽烟的建筑工人，这里没有你想象

的那么好，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

日子不就是这么平平淡淡吗，如细水

长流、又暗藏波澜。你看夕阳红了，一

天又要过去了⋯⋯

我们下楼再转转，遇见一家颇有

古早风味的店铺。这种彩色玻璃窗让

人想起了民国时期的老洋房，问店家

卖什么的？卖茶叶蛋。茶叶蛋也是温

州人的最爱。想起老妈以前也曾将陈

茶煮蛋，用牙签在蛋上戳几个洞以便

入味，再慢慢熬上好久好久，让茶叶的

味道慢慢渗入蛋白、蛋黄。温州人对

美食极其讲究，小小的一个茶叶蛋，制

作起来也是毫不含糊，追求极致。

出门便又来到古戏台。古戏台藏

匿于三港庙殿，中国古建筑的鲜明特

色给整个双井坊街区增添了浓浓的人

文韵味。古时候的平民百姓不识字

不看书，却能唱几句戏曲，传唱戏曲

中的故事和人物！戏曲真可谓是最

接地气的艺术了。温州是南戏故里，

像这样的古戏台，就 如 同 一 座 鲜 活

的博物馆。它沧桑老旧，却见证了

老温州的市井烟火、唱尽了这人世间

的悲欢喜乐！如今，何不来个老戏新

唱呢？

这曲曲折折的小巷，时常让我迷

路。记得去麦浪画馆学画的时候，我

总是记得要循着艺术小巷的路走过

去。小巷的改建几经变迁，麦浪画

馆 虽 然 搬 迁 了 ，但 小 巷 里 创 作的艺

术小巷墙绘，已经成为了小巷的美好

记忆。

走到街区口，才发现双井坊的入

口原来在 bobo 咖啡旁边。bobo 咖啡，

一个十年来为闹市区带来文艺栖息地

的咖啡馆。在这里，经常会举办画展、

沙龙、观影会⋯⋯喜欢和朋友在小院

子里晒个太阳、喝杯咖啡，离生活很近

又很远。

也好，从菜市场进来不是更能体

验市井乐趣吗？文艺中年到了吃饭时

间就又秒变菜场大妈，回家依然从菜

市场小巷走，顺道买点菜回家。此时，

店铺已经亮上了灯火，热闹的一天即

将重归平静。双井坊街区的蜕变也将

继续鲜活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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