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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龙舟”、“抬五帝”、“跳旗”又称石川船

会，也称善会，是“以张巡死守睢阳”这一可歌

可泣的英雄故事为题材，祭祀英烈而举行的

活动。多年来，石川村投资投劳修建了“五帝

城”。石川村人还按照当年的模式，制作了木

质龙舟、五帝神像和跳旗，保存着几百年来特

有的民间艺术风格和完整的游艺项目，走街

串巷地展示。

首先，两姓族人选派出身强体壮的值年

壮汉，组成一百四十余人的游艺与竞技队伍，

抬着塑立张巡、许远和南霁云神像的神船走

街串巷游艺展示民族威风。同时进行以纪念

五帝为主题的跳旗比赛（赛旗游艺）显示技

艺，增强节日气氛。

“游龙舟”、“抬五帝”和“跳旗”，一般在农

历大年（有闰月年份）的六月份举行。所谓的

“船会”的主要内容“游龙舟”，是纸制龙舟，龙

舟上有二十四位神像，分别为船头的大王雷

万春，船尾的小王南霁云，中央制一小庙，庙

中的神像为张巡和许远，还有十多尊形态各

异的勇士神像分列龙舟前后，另外还有一尊

奇特的神像是“二脸驮太子”，相传“二脸”为

观音菩萨的化身，在其肩上坐的是太子，龙舟

的两边有八名水手，呈划船姿势，龙舟、五帝

神像制作精细，具有很高的制作艺术。

“船会”中，游龙舟为重头戏,龙舟从村头

抬到村尾，又回到村头,来回两三次,每到一

处宽阔地带,抬舟的几十人把龙舟放在手肘

上,身体靠着龙舟,游荡起来打圈子,称之为

“荡船”。

“跳旗”是船会最精彩的一天，上午是“跳

旗”，就是擎着大旗赛跑。下午“祭旗”，各隅

旗手扛着大旗围着祭旗坛跑三个圈，考验着

旗手的耐力和力道，比较哪隅跑的圈数多，坚

持到最后，哪隅就获最终胜利，获得全村人的

尊敬。最后，把旗扯下，烧掉，祭旗结束。

游龙舟·抬五帝·跳旗：
“以张巡死守睢阳”为题材

发祥地：绩溪

在很久以前，三阳村的人们为祈求风调

雨顺，四季平安，五谷丰登，万事如意，每逢春

节及元宵节，接观音菩萨等重大活动时候，都

要在洪氏祠堂、水口庙观音寺及全村主要街

道，载歌载舞“打秋千”，至今已有四五百年的

历史了。

打秋千，最主要的是要有秋千，秋千架高

丈余，呈十字状，可前后旋转，四个女孩子扮

作秋千姑端坐在秋千架上。底盘有四个小木

轮，由十个青壮年推着秋千架前行，四位秋千

姑都是八九岁的女孩子，都是从三阳村的女

孩子中挑选出来的，相貌端庄甜美。据说以

前的“秋千姑”都是男扮女装的。

她们穿着白、红、绿、紫四种颜色的服饰，

秋千架游走过程中，里面的十字架也在不停

地转圈，像风车一般，让四个孩童轮换着在正

面出现。停止转动的时候，出现在正面的总

是白衣童子，扮演的是观音的角色。

秋千架上的四位千秋姑象征着春夏秋

冬，寓意着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

位秋千姑端坐在转动的秋千架上，放声歌

唱。唱的歌曲有《人间美景胜天堂》、《普陀

庵》。过去是用三阳的方言演唱，但是现在也

已改进，用普通话演唱。

秋千姑坐在秋千架上边荡边唱，韵味十

足。打秋千队伍绕着三阳村走一圈，称“踩

街”。锣鼓开道，舞龙助兴。身穿古装，脸带

彩妆的少男少女称为“地兴”，跟在秋千姑后

面保驾护航。队伍浩浩荡荡，全村的老百姓

纷纷走出家门，跟着秋千姑行进，把三阳村

的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好不热闹。

三阳的打秋千，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理解

的两根绳子吊一块板，人坐其上前后摇晃的

荡秋千。打秋千有特制的秋千架，它有一木

制底盘架，下安四个木轮，架腰扎二杠，六个

青壮年分站在腰杠两旁，可以推行着秋千架

前进。底盘架中央竖两根木柱，二木柱间支

起一十字架，十字架四端用绳索各悬秋千板

一块儿，其中一块儿是铁板，停止转动时起稳

定作用。底盘架四边用细杠支起小巧玲珑的

彩篷，遮于十字架上方，底盘架及彩篷皆装饰

精致、华美。如果说一般的荡秋千，只是一个

人或几个好友之间的一种嬉戏活动，那么三

阳打秋千，却是一个村子数千人的一种集体

行动。

三阳打秋千：
一个村子数千人的集体行动

发祥地：歙县

叠罗汉，古称“踏肩”，明代传入古徽州后，至今已有

500多年历史。

叶村叠罗汉在歙县三阳乡叶村是广受关注的一项

民俗游戏活动，它的起源与和尚有关。据说明末有个叫

惠安的和尚，来叶村村郊和尚寺挂单，因爱环境清幽驻

此地为住持。适逢乡试，想起当年屡考不中、受人讥笑

的往事，心有不甘，遂顶俗名应乡试，竟中头名解元。朝

廷欲封他为官，他却上表自承欺君罪，皇帝念其心诚不

罪，反赐“解元寺”匾，令其回叶村仍为住持，该寺自此称

解元寺。乡人将子弟送入寺中，日习文夜习武，僧俗结

下许多善缘。

叠罗汉的由来，一种说法是某年盗寇掠村，惠安带

领僧俗子弟御寇，乡人避入寺中。强盗攻寺，惠安与众

子弟搭人梯帮助乡人翻庙墙脱险，自己与子弟却葬身火

海之中，事后乡人通过叠罗汉纪念。

另一说某年解元寺失火，乡人往救，叠人梯向庙顶

泼水灭火，之后和尚仿人梯叠罗汉，纪念火灾教训和乡

人救火之德。

在每年正月，叶村叠罗汉由两三人到十几人不等表

演，通过骑坐在下层人肩上的方式实现叠高，并变换不

同的程式，动作变化多样、惊险刺激，并配合相关活动，

以起到祈福辟邪的美好希望。所以，这项游戏从根本上

来说，因为难度的限制，无法在全民中普及。

叶村叠罗汉依大小年不同。大年即闰年（农历闰月

的年份），所有叠罗汉程式套路要分两夜演完，旅居在外

族人要尽可能赶回村参加活动。小年活动套路可略减，

旅外族人亦不一定要求回乡参加活动。

叶村叠罗汉活动由罗汉班组织，罗汉班最初由洪氏

30岁至70岁男性族人组成，五至七人不等，自行推举罗

汉头一人主持叠罗汉事务。若干年里，罗汉头人选相对

稳定，罗汉班成员则不断变化。每年岁末，罗汉班在宗

祠集议新年叠罗汉有关事务，拟出一份推荐参加叠罗汉

族人名单。罗汉头根据罗汉班的决议，确定来年叠罗汉

活动的规模，如叠哪些程式、选多少罗汉等。同时，对罗

汉班的推荐名单进行年龄、力气、体重、灵敏度等各方面

考虑，确定角色，列为入选罗汉（每年 25 至 35 人不等）。

最后向入选罗汉分别发出《罗汉帖》，接到《罗汉帖》的男

丁，深感荣幸，将帖供于堂屋案桌正中，放下手头所有的

事务待命。

叠罗汉系列活动，一般从每年农历正月初六开始，

十八结束，为期十三天，其中排练九天，正式演出两天。

正月初六傍晚，罗汉头领着罗汉们敲锣鼓、放爆

竹，去解元寺接罗汉老郎牌位。现在解元寺已毁，如今

是在原址重建的一个约三平方米小庙，堂壁须弥座上

供着“解元古寺罗汉老郎尊神之位”的描金牌位。罗汉

们焚香礼拜后，罗汉头取下牌位，交由“金顶”（ 叠牌坊

最顶端的小罗汉，以化妆金色脸而名，亦称尖顶）捧，敲

锣打鼓回村，村人执棒香在村口夹道迎接，簇拥着将牌

位安置于排练处案桌上，谓老郎坐镇排练，供奉至本 年

叠罗汉活动结束。当晚，罗汉头带领赤膊赤脚的罗汉

们“练谱”。

据古人传下来的《罗汉谱》记载，“叠罗汉”共有 66

套，即66种造型，取六六大顺之意。

叶村叠罗汉：
66套惊险刺激的叠高游戏
发祥地：歙县

叶村叠罗汉

三阳打秋千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

“游龙舟”、“抬五帝”、“跳旗”又称石川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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