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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

高级文化指导师
以茶为媒普及非遗知识

本报讯 (记者 笪伟)6月13日下
午，“周周有约·探寻非遗——宋代点
茶系列活动之五《非遗民俗知识讲
座》”在紧邻金山风景区的“宋联可点
茶工作室”举行。

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研究馆员、
中国民俗学会会员、高级文化指导师
罗戎平作为主讲人，为 20 多位茶道
爱好者讲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大家关心
的非遗项目“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做了解读。

罗戎平还就我国和世界其他国
家如日本、意大利、韩国、法国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的经验做法
作了介绍，对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
的“白蛇传”中的情节如“端午惊变”

“水漫金山”等与镇江的历史渊源做
了讲解。

在现场，大家还沉浸式地观赏了
宋代点茶的流程，感受到了古人的优
雅和惬意。

本报记者 笪伟

挥桨逐浪、奋勇争先。如今，龙舟
越来越成为能够带来强烈认同感和凝
聚力的夏季节日活动。南方，有“宁可
煲烂(撞烂)，不可扒慢”的超强信念与
水上漂移的强悍实力；北方，花样百出
的走位风格招来网友“北人不善水战”
的友善戏谑；更有前阵子网上爆火“拿
不到冠军就要游回南京”的南京公安
龙舟队热梗……

日前，市赛珍珠研究会顾问、镇江
籍收藏家金存启先生，在镇江文史读
者群里发了两张有着百年历史的镇江
龙舟赛照片，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和
热烈讨论。记者就这两张照片，电话
采访了这位身在首都，常年坚持收藏
镇江老照片的镇江人。

金存启介绍，10年前，国际网站上
拍卖一张镇江龙舟竞赛的明信片，明
信片上是一幅照片，正是镇江龙舟竞
赛的壮观场面，“这是一张拍摄于1907
年的照片，当时有两名英国摄影师来
镇江拍摄了一系列的照片，这些照片
由比林公司印制成明信片发行。根据
对这张照片的分析，其拍摄地点应位
于靠近当时镇江大京口的长江江面
上，即现在中华路路口的北面。龙舟
的前方正对着云台山，江边镇江关前
带有旗斗的旗杆清晰可见。竞赛的龙

舟高昂着龙头，船身上画有龙的鳞甲，
高高翘起的龙尾旁还插有一面彩旗。
照片中两艘比赛正酣的龙舟，正全力
以赴地划向前方，船上喊号子的人员
已激动地站在了船上搭起的架子上。
江边人头攒动，停泊在江边的船上和
沿江边大马路的建筑上都站满了观看
比赛的人群。”

金存启先生还分享了当年竞拍的
一段趣事：“这张镇江龙舟赛明信片照
片的热烈场面深深震撼了我，当时我
以势在必得的态度在最后的出价阶段
出了 200美元竞拍价，竞拍结束后，另
一位竞拍者以 203 美元获得，后来才
知道那位更势在必得的是一位在上海
工作的镇江人赵老师，由于我们两位
镇江人的竞拍，使得那位斯洛伐克卖
方获渔翁之利，现在如果再遇到这种
情况，我们两位镇江人一定会互相沟
通一下的。2015 年，我如愿以偿在
eBay网买到再次出现的镇江龙舟赛的
明信片。”

“8年前，德国人彼得·列夫克开始
整理其祖父遗留下来的老照片，并陆
续在网上出售，这些照片中不乏极其
珍贵的，有的足以填补我国在那一段
历史时期的某些空白。2021 年 4 月
初，彼得在网上挂出了他祖父 1906年
拍摄的 3张照片，照片的标题为‘扬子
江上的龙舟节’，但未注明拍摄地点。

当看到照片上的北固山、象山、焦山
时，毫无疑问这三张照片的拍摄地点
就在镇江！”金存启立马拍下这三张照
片。当收到它们时，发现里面还附有
那位总领事当年为这三张照片写的标
注，德文意思为“拍摄于靠近海关一带
的扬子江水域，那里正准备进行龙舟
竞赛”，拍摄时间是 1906 年 6 月 26
日。这三张历经了 100多年岁月的老
照片，第一张是一艘划行中的龙舟，如
果将船上一位站立的人身高定为 1.70
米，按此比例测量船的长度，龙舟长度
要达到 20米以上。从照片上看，镇江
当年这片长江江面非常宽阔，远处的
北固山、象山、焦山清晰可见，焦山北
面的松寥山和海门夷山两座小岛也隐
约可见。龙舟的最前部饰有龙头，整
个船身都画有龙鳞，船的尾部装饰有
龙尾。站在船头最前面的似乎是一位
长者，戴着宽檐的帽子，打扮得有点像
古装戏里的渔翁。长者后面的是两位
擎旗手，高高的旗杆上各飘扬着一面
方形旗帜，这或许是龙舟赛主办方或
龙舟赛赞助方的旗帜。龙舟两侧各坐
18名划手，从照片上看，划手个个身强
体壮，估计部分划手很可能是来自京
口救生会，瓜镇救生义渡红船上的水
手。船的中部是船舱，船舱两侧前部
各竖立着两块牌子，这牌子很像是衙
门公堂里放置的“肃静”和“回避”牌，
古代这种牌子上一般都画有虎头，所
以也称虎头牌。紧跟着牌子后面，在
船的两侧各排列着 12种兵器，将照片
放大仔细辨认，有金钟铲、斧、钺、戟、
长矛、大刀等，这些兵器平时也应该摆
立在衙门公堂的两侧。整条船上的人
员粗略计算有60 人，船尾插有一面很
大的三角形旗帜，这应该是一面清朝
时期的龙旗。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照
片上显示在龙尾的下方还悬吊着一个
人，经放大一看，原来是一位男孩，男
孩长长的辫子垂向江面，由于龙尾的
遮挡，船上的人很难发现这名调皮的
孩子。采访中，金存启笑着说：“当初
我刚拿到照片的时候，以为龙尾下的
这个孩子是趁大人不备溜上船戏耍
的，后来经过多方考证，当年划龙舟
时，已经有了随船的系列表演，这个孩
子模样的人，应该是一名正在龙尾演
出的演员。”

金存启说，第一张照片后来有证
据证明其拍摄年份，应该在 1908 年。
第二张照片拍摄时间是彼得祖父在华
工作期间，后来他和彼得联系确定其
祖父于1900年-1910年任汉口和上海
总领事。

金存启感慨地说：“镇江作为一座
历史文化名城，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民俗，照片无声，可能让
后来人看到这一幅幅何等热烈、壮观、
激动人心的场面啊。100多年过去了，
我们似乎还能听到江边那热烈的号子
声和欢呼声。这声音已超越了历史，
超越了时空，它给人一种激励，给人一
种激奋，它象征着镇江人民那种团结
一致、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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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报！
镇江“小燕子合唱团”
飞进中国音乐小金钟奖

本报讯（贺华俊 记者 笪伟）近
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公布了2024中国
音乐小金钟—— 首届全国青少年合
唱展演团队名单，经过层层选拔、激
烈角逐，镇江小燕子合唱团入围全国
20强，作为江苏唯一入围的代表队将
赴河南郑州参加现场展演。

镇江小燕子合唱团成立于 2009
年，在管燕等专业教师的带领下，在
奥尔夫教学理念的指引下，以合唱普
及教育为抓手，团队合唱水平得到不
断提升，曾在中国少年儿童合唱节、
中国北京国际合唱节、韩国济州国际
青少年合唱节、匈牙利“音乐桥”国际
艺术节合唱比赛、江南国际合唱节、
省五星工程奖合唱类、市金山合唱节
等国内外诸多专业合唱赛事中获得
殊荣。

此次参赛，小燕子合唱团在时间
特别紧迫的情况下，迅速组织排练，
在长期严谨，科学训练的基础上，顺
利完成两首难度很大的曲目的排练
任务，最终成为江苏省唯一入围的团
队，拿到这张超高含金量的入场券。
他们将继续组织排练工作，在原有两
首曲目基础上，再准备两首新作品，
共带着四首作品参加最终总决赛。

近年来，市音协和合唱联盟高度
重视合唱事业的推动和发展，此次小
燕子合唱团获奖，为镇江乃至全省的
合唱事业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

感谢镇江籍收藏家金存启的精心收藏——

百年前镇江赛龙舟照片重现江湖百年前镇江赛龙舟照片重现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