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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惠子 张箭

6 月 2 日上午，安庆水上运动
中心，来自各地的 30 多支龙舟代
表 队 在 此 齐 聚 角 逐 。 名 次 揭 晓
之后，参赛选手们由衷地说，胜
负真的是过眼云烟，因为大多数
人千里迢迢赶来参赛，不是为了
名次，只为了心中那难以割舍的
龙舟情结……

划龙舟在心中的分量很重

陈来宝是 5 月 28 日下午从上
海匆匆驱车赶回老家安庆白泽湖
乡的。“包子都不做了，划龙舟
更重要！”陈来宝今年 58 岁，是
白泽湖乡白泽社区龙舟代表队中
年龄最长的一位，在队伍里很有
号召力。划了三十多年的龙舟，
宜秀区的三届龙舟赛，他一场都
没 有 落 下 。“ 不 光 是 区 里 的 比
赛，以前没有这种大型的比赛，
我还是照样回来参加村子里的龙
舟赛，这就跟端午节要吃粽子是
一个道理，如果没有划龙舟这个
环节，对于我来说，就等于没有
过端午节。”

陈来宝一直在上海做面点生

意，他主要负责馅料口味以及和
面的把关，是店里的主心骨。店
铺的市口不错，据说从早到晚客
流不断。可即使再忙，每年到了
端午节附近，按照陈来宝家人的
话 说 ， 他 的 屁 股 就 开 始 坐 不 住
了，早早地就跟店里人打招呼，
端 午 节 他 要 回 老 家 几 天 。 早 些
年，老家的乡亲们怕耽误陈来宝
在外地挣钱，就没通知他划龙舟
的具体时间，可老陈照旧早早赶
回老家待命。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老 陈 的 心 意 ， 龙 舟 赛 时 间 一 确
定，就第一时间通知他。陈来宝
的家人也都支持这位“老顽童”
的爱好，把店里的生意安排得妥
妥当当，让他安心比赛。

一辈子和龙舟分不开

还记得第一次划龙舟是几岁
的时候？68 岁的王贵彬想了一会
儿，“应该是 11 岁那年，跟家里
的长辈们一起上的船，我是年纪
最小的，我叔叔还夸我天生就是
划 龙 舟 的 材 料 。” 王 贵 彬 回 忆

着，至于第一次登上龙舟的年纪
就更小了，听他的长辈们说，自
己刚刚会走路就被爷爷抱着登上
了龙舟。

王 贵 彬 是 白 泽 湖 乡 黄 石 村
人。年轻的时候当过村干部，他
现在的身份是黄石村龙舟协会的
会长。“啥会长哦，我就是个管
龙 舟 的 。 你 可 别 小 看 了 管 理 龙
舟 这 事 儿 ， 订 制 龙 舟 ， 日 常 维
护，组织队伍，还有到了端午节
附近，赤龙，试水，参加各种比
赛。既然大家都说我在行，我也
就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了。”王
贵彬说，他们所在的黄石村三面
环水，村里通水性、会划船的人
比比皆是。“光我们一个村就有
二十多条龙舟，基本上每个村民
组都有自己的龙舟。今年区里组
织的龙舟赛，我们村就有 16 支代
表队参赛。”

对 于 比 赛 的 胜 负 有 多 大 期
待？王贵彬坦然地说：“谁不希
望赢呢？比赛中我们的队伍会拼
尽全力，如果没拿到好名次我们
也无所谓，比赛结束了我们回村

里，自家人继续玩。我们黄石村
人 的 端 午 节 是 在 湖 面 上 度 过
的。”王贵彬笑称，自己可能这
辈子和龙舟是分不开了。

龙舟赛吹响回家的集结号

“刚刚到山东打工的时候，
每到端午前夕，村里的长辈就会
打电话来，问我回不回去参加龙
舟 活 动 。 现 在 都 不 用 长 辈 召 唤
了 ， 端 午 节 前 一 个 星 期 准 保 到
家。”36 岁的黄峰是白泽湖乡大
枫村人，20 岁起外出打工，现在
是一名厨师。“不管在外面干多
大 的 事 业 ， 一 听 说 家 里 有 龙 舟
赛，就要克服一切困难回家，龙
舟赛的吸引力跟过年的感觉差不
多。”黄峰说，和他从小一块长
大 的 兄 弟 ， 有 的 在 安 庆 当 了 老
板，有的去外地挣了大钱，也有
人在家门口打工，可只要登上村
里的那条老龙舟，所有人都是最
亲密的队友。大家的心在一起，
只 为 把 这 段 积 蓄 多 年 的 “ 龙 舟
情”延续下去。

□ 记者 徐志远

无论你走得有多远，也不管
你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家永远是
我们的港湾；无论何时，家里的
饭菜都是最香的。因为家里有温
情、有暖暖的回忆和浓浓的爱。
而对于在异地工作的人来说，归
家是一件甜蜜的事情，尽管路途
之上确实很辛苦，但什么也不能
影响回家的迫切心情。

6 月 3 日，记者在宜城的街头
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了解他们
打算怎么过端午，不少市民给出
的回答都是要跟家人一起过。

市民丁文娟告诉记者，自己
平时都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回
去 ， 正 好 借 端 午 小 长 假 回 家 一
趟，陪长辈们吃吃饭也是一件幸
福的事情。

丁女士说，她今年 31 岁，女

儿 3 岁，她的老家在怀宁县马庙
镇，父母已经五十多岁了。每年
的端午节她都要回老家，和弟弟
一家以及父母亲在一起吃吃饭、
聊聊天，就感觉其乐融融的。端
午 节 当 天 ， 父 母 一 般 早 早 就 起
床，赶到菜市场买菜了，忙忙碌
碌 一 上 午 ， 到 了 上 午 十 一 点 左
右，许多佳肴就端上桌了，菜的
品 种 繁 多 ， 虽 然 都 是 普 通 家 常
菜，但都是熟悉的家的味道。

“每次过节回家的时候，父
母都会嘘寒问暖，询问我在安庆
的工作顺不顺利，平时忙不忙，
身体感觉累不累，我大多数时候
都告诉父母我在安庆过得很好，
你们不用为我操心了，倒是你们
二 老 平 时 也 要 多 注 意 保 重 身
体。”丁女士坦言。

韩志胜目前在安庆师范大学
上 学 ， 他 的 老 家 在 潜 山 市 源 潭

镇。在端午节来临之际，他告诉
记者，他很想回老家过端午节，
上高三之前，每年的端午节都会
去外婆家和亲戚一起过，上高三
之 后 由 于 备 战 高 考 时 间 非 常 紧
张，就没空去外婆家过端午了，
现在上大学了，感觉时间宽裕了
很多，所以这次准备回家和父母
一起到外婆家过端午。

记者了解到，在农村里过端
午还是很有节日氛围的，端午节
当天家中的大人都比较繁忙，一
大 早 就 要 把 艾 草 和 菖 蒲 摆 到 门
口，寓意辟邪。长辈们还要忙着
包粽子，小辈们也会打打下手跟
着掺和，年幼的孩子帮不上忙，
就欢快地在旁边跑来跑去，时不
时地问一声“粽子熟了没？可以
吃了吗？”热热闹闹的，感觉无
比的亲切。

“幸好自己所在的学校离老

家不远，回家比那些在省外读书的
同学方便多了。现在父母年龄也大
了，也希望我们为人子女的经常回
去看看。”韩志胜说，他准备去超市
里买一些节日礼品带回家。

采访中，多数市民表示还是
会选择和家人一起吃个团圆饭，
给 爸 妈 买 一 件 衣 服 或 者 买 些 水
果、绿豆糕等食物回家，全家人
在一起快快乐乐地吃顿团圆饭。

记者采访了老家在外地的王先
生，他说：“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
我的同事都订车票准备回家，我今
年有事可能回不了家了，不能和家
人团聚，只能自己独自在异地过
节。”王先生表示，尽管人回不了
家，但是一定会打电话回家，送上
对家人的节日祝福。

（题图为5月29日下午26支
龙舟队在石塘湖上竞赛演练。黄
有安 摄）

端午回家吃饭 品尝的是团圆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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