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这样说，龙
舟从中国走向海外，
造就了全球的现代龙
舟运动。团队协作，
奋勇拼搏，已成为世
界竞技类龙舟运动的
共同价值追求。拍一
部以‘龙舟’为题的历
史文化纪录片，我们
跳出龙舟讲龙舟文
化，到五大洲捕捉龙
舟的中华文化元素和
中外文化共通价值！”

6 月 10 日端午节
当天，大型纪录片《龙
舟》将登陆湖北卫视
晚间黄金档，为观众
送上一道端午盛宴。
该片由湖北省委宣传
部指导，湖北广播电
视台联合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宜昌市委宣
传部出品，湖北卫视
历时两年摄制。

《龙舟》总制片人
谭海燕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龙舟是中
华文明进程中的标志
性文化符号之一，纪
录片《龙舟》以龙舟为
媒，用拼搏、平等、包
容等关键词传达人类
共通的故事和情感，
展示一个世界范围内
的“龙舟宇宙”。

龙舟传达全人类共通价值

谭海燕介绍，历时两年多精心打磨，《龙
舟》主创团队外拍行程跨越五大洲，赴英国、德
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埃及、日本、墨西哥、韩
国、马来西亚等12个国家实地拍摄，累计查阅
约500万字的文献和资料，采访了国内外近30
位相关专家，涵盖考古、体育、民俗、历史等多
个领域。

《龙舟》从端午节习俗切入，分为《千古归
途》《万物繁花》《心灵造像》《盛装凡尘》《与子
同行》和《岁月晨光》六集，每集30分钟。推出
《龙舟》的目的，是以龙舟这个世界符号提炼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用“中国故事，国际表
达”的方式，向全球传递底蕴深厚的中国智慧。

6月9日，记者提前看片，对《龙舟》每一集
中的海外镜头印象深刻。如在澳洲、马来西
亚，纪录片直接展示了当地的龙舟运动场面，
澳洲的龙舟运动者多为华人，马来西亚保有龙
舟运动的地方文化特色。

更多的海外画面跳出龙舟，拍摄了与龙舟
相关的文化。如建造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
英国巨石阵，展示西方人在史前时代也发现了
夏至这一阴阳转换的时间节点，在欧洲逐渐形
成仲夏节，而作为中国上古农耕文明产物的二
十四节气中的夏至节，先民们也发现这一天白
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之后正午太阳高度开始
逐日降低，而夏至节与端午节如影随形，一般
在盛行龙舟赛的端午节前后。

在解释中国端午、龙舟、屈原这三个文化
元素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复杂的文化复合现
象时，摄制组前往德国图宾根大学，该校的考
古人员曾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4
万年前远古人类雕刻的猛犸象狮子人牙雕，用
牙雕作证，展示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遗产都是在
不断地被拼接、融合、创造。

片中以文献证实了中国龙舟文化早在唐
代就向海外传播，日本最早的百科全书《和名
类聚抄》清晰记录了唐朝洛阳龙舟竞渡的盛
况。同时反映了日本的鬼文化、墨西哥亡灵
节，与有划龙舟习俗的端午节一样，具有仪式
性的意义，它们通过仪式感，完成对逝者的祭
奠，释放人们内心深处的隐秘情绪。

谭海燕告诉记者，近代以来，龙舟随华人
移民的脚步扩展到全世界，当地人逐渐参加到

龙舟运动中来。到上世纪80年
代，龙舟运动逐渐成为体育赛事，
如今已成为亚运会比赛项目和奥

运会表演项目。“一条龙舟，不仅穿
越千年，也穿越了这个星球。这条在

激流里奋进的龙船在与世界不同文明
的对话中，以旺盛的生命力使中国精
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文化传承中
生生不息。”

谭海燕感慨，六集《龙舟》将传统
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进行链接，探讨在

文化的多样性中龙舟背后的东方哲学智慧，传
达全人类的共通价值，展示龙舟这个载体蕴含
的深厚人文精神。

用考古学、人类学成果揭示龙舟文化

记者注意到，《龙舟》不是简单的历史文化
溯源，而是大量运用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的科
学证据和论证。如从基因考古探究“三皇五
帝”神话等中华民族的上古起源和根脉；以文
献证实中国龙舟竞渡在国外的传播；披露世界
上第一套体育邮票——龙舟竞渡图邮票诞生
于中国，而这枚邮票是1895年由西班牙人绵
嘉义，根据端午节福建闽江赛龙舟的场景绘制
设计而成的。

创作团队对“端午、龙舟、屈原三位一体”
进行多棱镜般的观照。第四集《盛世凡尘》中，
在提到古人为什么以粽子作为端午的食物时，
从现代食物科学的角度分析粽子的主要食材
糯米，有趣地讲述了糯米中含有的“支链淀
粉”，在做熟后会一直保持柔软的性状，口感绵
软香甜且不易变质。

《龙舟》还找到龙舟和现代生活的连接
点。第五集《与子同行》中讲到贵州台江苗寨
的龙舟习俗传承故事。年轻人在端午这天，无
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都必须回到村里，参加一
年一度的集体龙舟赛。此外，《龙舟》的切入没
有停留在民俗学，用华中科技大学女子龙舟队
中的真实故事，探讨在龙舟这项运动中个体和
集体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又蕴含着怎样的团
队协作的价值追求。

主创团队成员史枫告诉记者，主创团队运
用新媒体技术加持，视觉化解析龙舟所蕴含的
绝美文化符号，形成“异源合流”的画面效果。
先导片《端午·龙舟》以“东方式”审美，呈现出
文化意象多重空间。先导片2023年端午节首
发后，国内网络播放量超过4.5亿，海外网络覆
盖超2000万人。为呈现最优质的画面，团队
利用AI技术、3D扫描等技术，架构起历史与
当代的视知觉联系。

5月20日起，《龙舟》在央视科教频道首
播，播出后网友纷纷评论、点赞：“一水同舟，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文化的力量”“龙舟竞
渡浪击江河湖海，演绎了中华的历史与文明。”

“以前拍龙舟的纪录片，多是记录某一个
地方或者某一场赛事。把龙舟放在全世界的
范围，跳出龙舟讲龙舟文化，全面展示龙舟文
化在世界的共同价值，目前来看这部《龙舟》是
第一部。”

史枫说，龙舟运动已在80多个国家和地
区得到广泛传播，作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文化
符号，仅次于中国美食和中国功夫。拍摄外国
资料最直接的意图，是展现龙舟传播的广泛
度，以及世界对龙舟文化的接受度。隐含的表
现，是用龙舟作为符号，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概念。 记者万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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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五大洲拍摄，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进行链接

《龙舟》展示中华文化与文明互鉴

贵州苗族独木龙舟赛事现场。

导演组在埃及拍摄金字
塔和“太阳船”。

马来西亚龙舟队训练的
场景。

贵州苗族独木龙舟赛。

湖北洪湖凤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