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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族“独木龙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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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多民族省份，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众多，苗族独木龙舟就是其中较有特点的一项，随着民族传

统体育和传统文化的复兴，龙舟的参与已经越来越广泛。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黔东南独木龙舟的传承和发展进行探究，

梳理其演变过程和发展现状等，找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期为独木龙舟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一些可行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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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纲要

明确指出，要传承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加强优秀民族体育、民间体

育的保护、传承和推广等。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呈现着各个少数民族具有的独特民族个性、文化特色以及价值取向

等[1]。因此，它在培养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优良品质、身体健康建设、

加强民族团结以及促进各民族间的和谐发展，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

力的实践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贵州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少数民族众多，独有的少数民

族体育活动也五花八门，多不胜数。苗族独木龙舟就是其中之一，

苗族独木龙舟历史悠久，参与性强，且与现代竞技体育有一些共通

特点。贵州苗族独木龙舟是贵州黔东南苗族村寨独有的少数民族体

育项目，每年农历 5 月 25 日-5 月 27 日，贵州施秉县、台江县居住

在清水江边的苗族人民都要举行独木龙舟节[2]。同时，随着龙舟的发

展和政府参与组织，每年参与龙舟节的队伍也越来越多，龙舟已成

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我国传统文化标志的一项独特的体育活动。 

1 龙舟的起源 

从现代人们的共识上来说，大部分地方的龙舟源于纪念楚国伟

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也有说法是为纪念伍子胥。除此之外也有些其

他的说法：云南和福建的龙舟活动是为了纪念当地的英雄，贵州苗

族的龙舟则是起源于恶龙的神话传说[3]。 

据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的发掘证明，早在距今 5000 到 7000

年前，就已经有了独木舟和木浆的使用。《沅陵千年龙船》收录了大

量学者对沅陵龙船的论述，书中指出早在 5000 年前沅陵就已经有龙

舟活动。沅陵龙舟的起源是祭祀五溪各族的始祖盘瓠[4]，盘瓠生有 6

个儿子 6 个女儿，并繁衍成为：苗族、侗族、瑶族、土家族、畲族、

黎族 6 个民族。盘瓠死后 6 族人为了招其魂魄 6 族各自打造龙舟，

逐条河流划着龙舟呼喊其魂魄，后逐渐演变成划龙舟的祭祀活动。 

现代人们普遍所认知的端午龙舟活动都是为纪念伟大的爱国诗

人屈原。相传楚国被秦国灭后屈原因不愿做亡国人，于五月五日在

悲愤和绝望下投入汨罗江。屈原投江后，当地百姓顺江打捞，湖上

渔夫听闻也加入寻找爱国贤臣的队伍，争相划船寻找，便成了龙舟

竞渡的起源。后因尸体寻不见，众人为了不使鱼虾等伤其躯体，就

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喂鱼虾。后来端午划龙舟，吃粽子是为了纪

念屈原便成了广为全国人民所接受的一种说法和传统。 

除此之外也有传说是为纪念伍子胥，伍子胥被吴王误杀，并在

五月五这天将装有伍子胥尸体的袋子投入江中，吴地百姓为纪念忠

良伍子胥在江上划龙舟纪念。而在江淅一带，龙舟起源则传说是为

纪念孝女曹娥。相传曹娥之父不慎江边落水，曹娥沿江找寻十七日

没有寻到，于是在五月五日投江殉父，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草娥，有

了划龙舟的活动[5]。 

苗族独木龙舟起源于神话传说，相传清水江边有个叫“保公”

的渔夫，一天带着他的独孙去江上打鱼，突然一条恶龙从水中跃出，

把他的独孙咬死并带回龙潭当作枕头，追踪到来的“保公”一把火

把龙宫付之一炬，把恶龙烧死了[6]。此后一位妇女去河边洗衣，发现

被烧死的恶龙横卧江面，愤怒的人们于是将恶龙肉分而食之。当天

夜里，恶龙给人们托梦，说自已害死了“保公”的孙子，罪有应得。

今后人们可以用木头做成龙一样形状的船，每到农闲在江里划几天，

就似龙还在江里游动一般，它就会兴风作雨，让世间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人们为龙的悔悟所感动，便试着做成龙舟在江里划，果然

风调雨顺，于是年年龙舟下雨成为传统。 

表 1  龙舟起源 

河姆渡先人龙舟 沅陵龙舟 楚国龙舟 黔东南苗族龙舟 

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 祭祀始祖盘瓠 祭祀屈原 恶龙传说：祈求丰年 

总的来说，龙舟的起源和传说基本都与祭祀和纪念活动相关，

龙舟不只是一项节目的活动内容，而是包含了一整套的祭祀内容，

表达了人们祭祀和纪念先辈，同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的

愿望[7]。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一些方面与现代竞技体育相类似的民族

体育活动。 

2 独木龙舟的现代演变 

苗族独木龙舟在新中国成立后历经了一系列的变迁过程，从文

献梳理可以发现，这个变迁史，事实上和新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

黔东南苗族龙舟的发展变化也见证了新中国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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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龙舟的阶段发展 

时间 阶段 文化演变具体表现 

解放初期 繁荣 
1.1955-1956 政府支持，供应粮食。 

2.附近村寨闻声参加。 

大跃进时期 地方干预和改造 
1.劳动力被抽调参加劳动，龙舟赛时间推迟或者提前。 

2.鼓舞女性划龙舟，龙舟下水都成问题。 

1962 短暂的传统复兴 
1.黔东南州划拔经费，清水江地区龙舟全部参赛。 

2.媒体报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 停滞 1.龙舟被毁坏 

1985-至今 恢复和发展 

1.外出务工，龙舟氛围冷却。 

2.2005-2008 非遗保护，再次升温。 

3.媒体报道和宣传。 

独木龙舟从组织形式到仪式都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从以前由

村寨中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持，到现在当地政府为了提高影响力和发

展特色旅游等而直接参与当地龙舟赛事的组织。独木龙舟的仪式程

序也开始简化，人员安排方面从挑选变成自愿参加，宗教仪式由主

导地位变成形式，龙舟竞渡环节增加了现代元素进入，使其更加精

彩，仪式主体的变化也非常明显，只要是村寨中的人即可，随着现

代媒体的加入，大批游客涌入，龙舟赛也逐渐变成了当地发展旅游[8],

吸引游客的特色民族旅游项目。 

3 独木龙舟的特点 

3.1 独特的民族特色：独木龙舟是贵州省清水江苗族分支中的

一项传统体育活动，至少流传了几千年。它不仅反映了整个苗族巫

术和鬼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水道文化[9],也显示了社会规则和沟通模式

在清水江苗族,血缘和婚姻有关,反映了内生,集成和多样化的苗族文

化的意义。 

3.2 富有竞技性和观赏性：龙舟竞赛拥有一些和现代竞技体育

一样的决胜规则——以时间决胜负[10]，这就要求参加的选手充分展

示自已的力量与团队配合，才能取胜，这就赋矛了龙舟这项运动很

好的竞技特点：速度。这正是现代竞技体育能吸引人的关键。 

3.3 传承性别单一：独木龙舟基本都是严禁女性触摸和参加，只

有男性才有资格学习和参加，在竞赛期间，不同人群和异性都会被

禁止，并且学习和参加的男生必须是宗室的，组成一支队伍，有很

严格的身份之别。 

3.4 文化传承性：正常的苗族青年对于独木龙舟不会刻意的学

习，通过每次参加龙舟赛进行学习，言传身教的学习。在举行龙舟

竞渡赛时，每个村寨都保持上次的活动秩序，自我组织和管理赛事，

原始组织形式，基本上不受政府干预。 

4 独木龙舟的现状 

4.1 从自发到政府组织 

龙舟竞赛以前只是以各个村寨的自发组织进行，的年轻人学习

独木龙舟方式就是从每年的比赛中学习，这也导致了很多仪式和规

则被删减和遗忘[11]。近年来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民族传

统体育的保护和传承，独木龙舟竞赛也开始由政府有计划划拔资金

进行组织，让这一项传统体育项目得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2021 年

6 月 11 日在贵州施秉县举办的：“水墨云山·中国施秉”全国独木

龙舟邀请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支龙舟队伍，共计七百余

名运动员参加[12]。通过组织这样的比赛，无疑对独木龙舟的保护和

传承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4.2 娱乐性大于竞技性 

独木龙舟由于其民族特性，其诞生就是赋予了这项运动独特的

节日祭祀因素。它是一个单一的部落事件，也是苗族姓氏与宗族间

民间活动的一个重要事件。所以独木龙舟的举办一开始就只是作为

节日活动而存在的，所以它只是被作为一项村寨的祭祀仪式进行传

承，参赛的队伍也不会像现代竞技体育一样进行科学、系统的常年

训练，一般都只在举办之前临时进行一段时间的训练就参加比赛。 

4.3 传承人口缺乏 

在苗族独木龙舟体育运动项目发展中， 大的问题就是传承，

传承途径是决定传承广度和深度的一个重要性因素。随着社会经济

高速发展，人们更多的是关注怎样改善自家生活条件，所以很多村

寨的年轻人都会选择外出打工等，导致龙舟节无人可以参加比赛，

人们对于独木龙舟竞渡赛的热情和激情就下降一大截[13]。这样也就

自然而然地导致独木龙舟传承人口缺乏，参与者更多的只是凭着兴

趣和爱好。 

4.4 原始文化的再认识 

在苗族独木龙舟文化的发展中，由于其节日祭祀印记明显，致

其仪式复杂，规规较多，对于一些封建迷信，我们大可取其精华，

去其糟泊[14]，对于宣传民族风俗风情的进行保留项目（祭神、鼓头、

舞蹈、礼节等），对于老套的繁重的环节（独木舟的用料限制、泼鸡

血、举办形式等）可以省略[15]，以谋求更好更快发展。 

5 结论 

5.1 独木龙舟从诞生到现在，走过了一段曲折的民展路径。从现

状上看，虽然仍受制于众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经济、文

化、政府投入等，但近年来国家体育强国建设、乡村振兴等系列战

略的实施政府开始加大资金投入和组织。应以此为契机实现民族传

统体育的振兴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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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长难句，译者可先理清句子结构及成分，在充分理解原文语义基

础上，采取分译法，适当断句，便于译入语读者理解。 

例 5 During extraction, the pressure of a gas condensate reservo

ir must traverse through the dew point, resulting in the condensation

 of large volumes of hydrocarbons that can only be recovered by rei

njecting dry gas to maintain reservoir pressures above the dew point

 for improving the condensate recovery.（46 词） 

译文：在开采过程中，凝析气藏的压力必须穿过露点，才会使大

量碳氢化合物冷凝。而通过回注干气，将储层压力保持在露点以上，

被冷凝的碳氢化合物才能被恢复，这样可以提高凝析油的采收率。 

分析：例 5 中，the pressure of a gas condensate reservoir must 

traverse through the dew point 为主句，“resulting in the condensatio

n of large volumes of hydrocarbons”为由主句引起的结果状语从句，

是对主句部分所造成的结果的具体说明，因此，这两部分可独立成

句，意为“在......情况下，碳氢化合物才能冷凝”。而由 that 引导的

结果状语从句中附带的主语从句”that can only be recovered by...re

covery”意为“在......情况下，被冷凝的碳氢化合物才能被恢复”，与

前句描述的状态完全相反，亦可独立成句。经过对原文信息切分，

使得译文逻辑更加清晰，也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四、结语 

本文在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结合 Petroleum Reservoir 

Management 汉译案例，从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对石油类文本的翻译

方法进行了研究。就词汇方面而言，译者可在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

用逐字译法对词义明确的词汇进行翻译，以体现石油类文本用词的

严谨性、准确性；对需要考虑上下文语境的词汇而言，译者可用引

申法对其进行翻译，以提高该类文本用词的专业性。就句法层面而

言，译者可在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采用顺译法、逆译法和分译法

对长难句进行翻译，使得译文通顺、流畅、可读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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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充分利用贵州大数据中心的优势，互联网+充分开发传统体

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分类、专业化管理，注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传承人的培养，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识，让传统体育文化依

托于民族旅游发展，相互促进。以此带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

为实现乡村振兴和体育强国目标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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