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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舞香龙”活动被列入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香龙的制作
传承越来越被重视。

东石型厝小学和东石钻石海
岸幼儿园还把“舞香龙”和“扎香

龙”引入校园。“我们小学 2016年
就开始开展‘舞香龙’课程，2017
年与蔡老师合作，专门请他来教
学生制作香龙，还专门请他订制
适合学生的‘小香龙’。”型厝小学

校长许福裕介绍。每周四下午课
后时段，香龙队的学员们会在老
师的指导下，开展“舞香龙”训
练。为了让学生能舞动香龙，蔡
文顿特地将香龙按比例缩小制
作，让他们能轻松举起来，也便于
教学。

为了让孩子们感受传统年
味，更好地促进香龙非遗项目的
传承，钻石海岸幼儿园在每年春
季开学时将非遗项目请进学校，
多次开展元宵游园会，邀请蔡文
顿入园手把手教授孩子们“扎香
龙”技艺。

“村里会扎香龙的人不多了，
有两个年轻人偶尔会来帮忙制
作，但也都是断断续续的。学校
能够组织学生学习，我很高兴，也
很乐意去上课。”蔡文顿说，希望
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加入扎香
龙、舞香龙的队伍中，让这项民俗
活动更好地传承下去。

东石76岁蔡文顿：
元宵香龙守护者 旅菲乡贤陈祖昌陈德雄

为溜江村老人发放新春红包

本报讯 5日上午，旅菲乡贤陈祖昌、陈德
雄为晋江金井镇溜江村 60岁以上老人每人发
放1000元红包，领到红包的老人喜笑颜开。当
天，总共发放了58万元红包。

“非常感谢乡贤陈祖昌、陈德雄先生为全村
老人发放春节红包。”溜江老人会会长陈永杉表
示，老人们收到红包都很开心。据悉，陈祖昌虽
远在菲律宾，却时刻不忘支持溜江村老年协会
的发展，每年春节都会为村里的老人发红包，关
心家乡老人的生活。从去年开始，他还带动旅
菲乡贤陈德雄一起给老人发红包。

简办婚礼发福利
湖中村老人喜领红包

本报讯 近日，晋江陈埭湖中村的 370名
老人高兴地领到一个大红包。原来，康登鞋材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德忍借爱孙结婚之喜，捐资
37万元为全村老年人发放红包，每个老人领到
1000元红包。拿到红包的老人喜笑颜开，都为
张德忍一家人的善心竖起大拇指。

据悉，湖中村一直有尊老敬老的风气，这几
年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很多乡亲都简办红白事，
把钱捐出来关爱老人，关心老龄事业。张德忍
一家常年关心村里的公益事业，此次再次借简
办喜事为村中老人送上福利，为湖中村移风易
俗、敬老孝老的风尚再添榜样。

本报讯 为了方便颈椎病、腰椎病等有康
复治疗需求但白天无暇调理的患者，晋江市陈
埭中心卫生院康复医学科特别开设中医康复夜
间门诊，让上班族不误工、学生不误学、老人看
病有家人陪伴。

据了解，夜间门诊时间为 17:00～21:00。
理疗适宜技术包含：艾灸、拔罐、放血、腰椎牵
引、颈椎牵引、针灸、韧针、刮痧、推拿。相关资
讯可关注医院官方公众号：JJCDZXWSY，咨询
电话：0595-85180167。

陈埭中心卫生院康复医学科
开设夜间门诊

总第225期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吴清华采写

本报讯 为了更好地满足辖区内群众对口
腔治疗的多层次就诊需求,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就医获得感、幸福感，晋江市陈埭中心卫生院洋
埭院区口腔科于 2月 1日开科了！门诊时间为
每周一至周日 8:00-11:30，14:30-18:00。门诊
地点是陈埭中心卫生院洋埭院区二楼口腔科。

据了解，该院口腔科科室环境干净整洁，宽
敞明亮，温馨舒适。该院口腔执业医师张玉红
毕业于郑州大学，擅长根管治疗、树脂修复、固
定义齿、拔牙等。

陈埭中心卫生院洋埭院区
口腔科正式开科

相关消息

晚晴匠人

元宵节刚刚过去，元宵当天的热

闹情景犹在，赏花灯、烧塔仔、攻炮

城、数宫灯……各种民俗活动让晋江

热闹非凡，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浓浓的

年味。

在晋江东石镇，梅峰村型厝的

“舞香龙”民俗活动成为今年最吸睛

的活动之一，吸引了无数人前去围

观。元宵当晚，舞动的香龙在雨幕中

幻化成流动的火龙，人们围着香龙开

启了狂欢模式。

在围观人群中，有一位老人默默

看着香龙舞动，他，便是这一条香龙

的制作者——76岁的蔡文顿。作为

型厝村舞香龙民俗活动的代表性传

承人，这些年，村里元宵活动用的香

龙都是由他扎制的。今天，让我们一

起听听这个制作“香龙”老人的故事。

元宵“舞香龙”是梅峰型厝村一项独有的
民俗，也是村里元宵游灯的重要内容，自北宋
刑部尚书颜怿建村以来，代代相传，从未间断，
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2010年，东石“舞香
龙”民俗活动被列入晋江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2013年被列入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驱病邪、庆丰收、求吉祥，一条“香龙”承载
了型厝村民们的新年欢乐，也承载了人们对红
火生活的祈盼。因而，负责制作香龙的蔡文顿
无论是制作前还是制作后，对这条香龙总是特
别用心。哪怕元宵过去舞香龙活动结束了，蔡
文顿还是闲不下来。正月十六早上，他便忙着
让人把插在香龙上的香拔掉，并把香龙运回位
于不二庵的制作场地。

“龙须都被香烧到了，这里也烧了。龙嘴
里插烟花的弹簧也掉了。”蔡文顿检查着香龙，
龙身上依稀可见昨晚激烈舞动的痕迹。但是，
因为扎得十分坚实，香龙整体依然很结实。“这
条香龙有 28米长，主要由稻草、麻绳和铁丝扎
成，有15节，每节用木棒支撑。”蔡文顿说，舞香
龙开始之前，香龙周身要扎满点燃了的特质
香，所以香龙必须扎得十分紧实。“香龙很重，
一条香龙往往有一两百公斤重，所以舞龙的都
是青壮年，几十个人轮流替换上场舞龙绕村游
行。”

蔡文顿说，香龙扎得好不好，要看历经了
激烈的舞香龙活动后，“龙身”会不会散架。所
以他习惯在活动结束之后看看撤下来的香龙，
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以期在下一次扎制时更
加注意。“香龙是用稻草扎的，天气一潮湿，很
容易发霉，所有活动结束后要把香龙身上的稻
草拆下来，只保留当龙骨的麻绳，下一次舞香
龙时再重新扎。”

眼前这条完成了使命即将被
拆掉的香龙是蔡文顿花了 8天时
间扎成的，其中龙头的工艺最为
复杂，光是龙头便要扎两天。

这还不算准备材料的时间。
年前，蔡文顿便忙着购买稻草。

“这些稻草是专门去南安诗山购
买的，一共有 300斤。”蔡文顿介
绍，闽南的稻子一年播种两季，因
而每年只有五月、六月、九月和十
月有新鲜收割的稻草，春节要用
的就必须十月份去购买，然后妥
善保存，保存不好稻草发霉就无
法使用了。

春节前，蔡文顿就开始忙
着翻晒稻草，正月初三，大家都
忙着走亲访友过节，他一早就
来到了制作香龙的场所。“他每
天早上 7点多就过去，要一直做
到晚上七八点。除了饭点停下
来吃饭，其余时间都在紧张地
制作。”蔡文顿的老伴说，每年
春节村里属他最忙，虽然有两
个年轻人帮忙，但每个步骤都
离不开他。

为了扎好香龙 ，蔡文顿和帮
手要不停地续稻草并用铁线扎
紧，不仅要技术更要力气，每一次

扎香龙，蔡文顿的
双手不仅会被铁丝
割裂出好多口子，还
会磨出水泡。经年累
月，他的双手都是伤痕，

“都习惯了，只要扎香龙，
这双手就是这样的，东一个口
子西一个水泡。”

蔡文顿从 1992 年才开始扎
香龙。年轻时，蔡文顿是舞香龙
的好手。“村里的年轻人都会舞
香龙，但不是人人都会扎香龙。”
舞香龙的时候，他便开始好奇香
龙的做法。“我对这些制作手艺
很感兴趣，很喜欢，所以每次村
里老师傅在扎香龙时都会尽量
去观看。”看多了，老师傅也会让
他做做力气活。后来，发现他上
手很快，就开始让他帮忙并指导
他制作。在老师傅的指导下，蔡
文顿很快就学会了扎香龙。不
仅如此，他还学会了举一反三。

“当时，龙头是用两个竹编的簸
箕相扣在一起，前扁后高看起来
更像一个蛇头，没有龙的气势。”
他想了想之后，重新设计了龙头
的样式，并且制作了香龙的舌头
和牙齿，让整个香龙更加形象。

“为了让香龙更有神，两只眼睛
发出亮光，我就想到了手电筒。”
蔡文顿将手电筒扎进稻草里变
成了“龙眼”，每当舞香龙时，打
开手电筒，这双“龙眼”就会发出
耀眼的光芒。

30多年来，蔡文顿已经记不
清自己制作了多少条香龙。除
了每年元宵节活动要使用的香
龙外，他还会制作各种活动要使
用的香龙，比如 1992 年晋江撤
县设市庆典活动上，东石镇方队
里那条舞动的香龙就是他参与
扎制的。去年 6月，位于晋江市
文化中心一楼的晋江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馆面向公众免费
开放，型厝的香龙在展厅里特别
醒目，这也是蔡文顿特别制作
的。

用300斤稻草8天扎成元宵盛事背后的守护者

希望“扎香龙”技艺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