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月初一连演9场 登上央视
非遗项目焕发新活力

独创旗阵套路 收获“南龙王”称号
舞龙文化传入校园

传承300多年 七代人的坚守
老中青共舞一条龙

寻龙记·舞龙 开栏语：今年是甲辰龙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龙有关的体育项目备受人民群众喜爱。在体
育之城晋江，以梅岭锦塘舞龙、东石梅峰型厝村舞香龙为代表的龙文化盛行。即日起，本报推出专题报
道“寻龙记”，带大家一同探寻晋江舞龙和舞香龙的传承印记，感受非遗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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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坐在父辈肩膀上，看
着舞龙长大的。”

“年轻时也曾想放弃舞
龙。现在想想，一个人有一个
擅长的东西，就很了不起。”

“每个人都同心协力，这条
龙就一定舞得漂亮。就像推广
舞龙文化，一群人去做肯定会
走得更远。”

……
在锦塘舞龙队出现的每个

地方，都能看到洪锦雄忙碌的身
影，他有时是英姿飒爽的舞龙队
员，有时是霸气严厉的舞龙教
练。作为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舞龙代表性传承人，洪锦雄数
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地传授舞
龙技艺，传播舞龙文化。

洪锦雄出生于1981年，梅
岭锦塘人。成长于舞龙世家的
他自幼耳濡目染舞龙文化，5
岁开始接触舞龙，12岁进入舞
龙队训练，16岁接过父亲的接
力棒代表福建队参赛，17岁亮
相全国舞龙大赛。

1997年，锦塘舞龙队代表
福建到深圳龙岗参加全国舞龙
大赛。“一套自选套路和一套规
定套路，练习时间只有 17 天，

中午也不休息。”洪锦雄透露，套路中有躺的
动作。彼时正值6月，虽然中午练习前会先
在场地泼水，但训练躺在地上时依旧抵挡不
住滚烫的热度。

屋漏偏逢连夜雨。临行前一晚，一名队员
食物中毒拉肚子，连夜打点滴后，该队员天亮时
又跟着队伍坐车直奔龙岗。“没有替补的人，就
算扎着针也要上。”洪锦雄说，尽管大家都尽了
全力，但最后并没有获得期望的成绩，这让大家
很沮丧。正是这次比赛，坚定了洪锦雄“传承舞
龙文化，让更多人看到锦塘舞龙风采”的想法。

在传承舞龙文化的过程中，洪锦雄始终
坚持与时俱进。一有空，他就会构思不同的
动作套路，从造型设计到场地和时间编排，再
到鼓乐和服装搭配，他都亲力亲为。现在，锦
塘舞龙队的套路多达500多套，每次都能带
来不同的精彩演绎。

在洪锦雄的规划中，未来发展锦塘舞龙
有两个方向。一方面继续深入学校，从小培
养学生舞龙，了解家乡文化，成为锦塘舞龙的
宣传者、代言人；另一方面是带动锦塘后人继
续传承好、发扬好舞龙这份独特的历史文化，
集众人之力，将锦塘舞龙一代代传承下去，打
响锦塘舞龙品牌。

“无论是舞龙表演，还是传承舞龙，靠的
都是集体的力量。如果舞龙队没有默契，舞
出来的效果就不好；如果每个人都同心向上，
这条龙一定能舞得漂亮，舞出更多精彩。”洪
锦雄充满期待地说。

传
承
百
年

锦
塘
﹃
南
龙
王
﹄
焕
新
生

本
报
记
者

李
诗
怡

秦
越

近段时间以来，晋江市平山实
验小学体育馆内彩龙腾飞、彩旗飘
扬，梅岭锦塘舞龙队在这里加紧操
练，备战将于 3 月 11 日在晋江深沪
举行的福建省舞龙舞狮精英赛。

作为晋江舞龙文化代表，梅岭
街道三光天社区锦塘自然村是闽南
舞龙文化发源地，被誉为“南龙王之
乡”。锦塘舞龙队历经 300 多年风
雨，至今已传承七代，入选晋江市级
非遗项目。春节以来，锦塘舞龙队
不仅登上央视，还时隔 20 年亮相泉
州民俗踩街活动现场，在各大平台
一展“南龙王”风采。

据记载，锦塘舞龙起源于清朝康熙年间，
舞龙队由锦塘自然村洪、黄、曾、蔡四个“角
头”的村民组建，最初作为祭祀活动表演，后
来演变为竞技项目，传承至今已有 300 多
年。鼎盛时期，锦塘自然村几乎家家户户都
有舞龙队的成员。历史上，锦塘舞龙队曾斩
获不少佳绩，仅 1985年，就获得泉州舞龙大
赛一等奖和福建省首届舞龙大赛特等奖两项
荣誉。

洪德法是土生土长的锦塘人，今年74岁
的他自小与舞龙队结缘。“锦塘的龙又称半肚
龙，套路基本是武术套路的演化，分为龙珠、
龙头、龙节、龙尾，以锣鼓为号。由于半肚龙
龙身轻盈纤长，舞起来的时候整条龙可以做
出翻滚、腾云、眨眼等动作，极具观赏性。”洪
德法说，村里祖辈对舞龙很感兴趣，当时的龙
都是村民自己动手制作的，“龙头自己绑，用
布做成龙身，颜色也自己画。”

半肚龙是锦塘舞龙文化的一大特色。在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锦塘半肚龙龙身几次发
生变化。最初只有一条长布和木棍，民国时
期，龙的形态发生变化，龙头重约35公斤，后
改编减重，到上世纪 80年代改编至几公斤。
1995年，国家体育总局对全国舞龙竞赛进行
整编规定。为参加各级舞龙竞技比赛，锦塘
舞龙队将原先 17节的龙身改为符合比赛要
求的 9节龙身，长度由原来的 50多米缩减为
18米，龙头重4公斤。

蔡健全加入舞龙队已有40多年，今年60
岁的他年轻时就是一位舞龙好手。“我们村像
我这个年龄的基本都会舞龙，我的父亲和兄
弟也都会。”热爱跑步、腿脚灵活的蔡健全负
责举龙尾，“龙头稍稍一动，龙尾就要跟上好
几步，所以举龙尾的人要动作敏捷、速度快。”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晋江、泉州的大型文
体活动都少不了锦塘舞龙队，尤其是泉州民
俗踩街活动。“当时各县市都会派出多个‘阵
头’参加泉州踩街。锦塘舞龙队代表晋江参
加，还曾获评‘泉州第一阵头’，压阵出场。”蔡
健全自豪地说。

2002年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锦塘
舞龙队的不少成员为了生计外出经商，舞龙
传承也因此转入校园。2016年，舞龙入选第
五批晋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洪锦雄成为
舞龙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底，洪锦雄等人
提出重组锦塘舞龙队的想法，得到了社区居
民的一致支持，训练基地就设在锦塘雅苑小
区内。

位于训练基地的陈列室，被队员们亲切
地称为“聚龙堂”，里面摆放了大大小小十多
条龙，墙壁上则挂满了奖杯、奖牌、证书和照
片，记录着锦塘舞龙队的传承之路和辉煌成
就。洪剑映是“聚龙堂”的常客。今年 51岁
的他在舞龙队重组后，第一时间加入，“出生
在锦塘的孩子基本都是耳濡目染，小时候就
经常看舞龙。舞龙虽然辛苦，但是自己感兴
趣的，再辛苦也开心。”

如今，锦塘舞龙队队伍愈发庞大，集结了
老中青三代舞龙人，年龄最小的十几岁，最大
的 70多岁。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舞龙
的热情，大家无偿参与其中，凝聚成舞动巨龙
的强大力量。

近年来，在洪锦雄的大力推动下，锦塘舞龙相继走
进校园、小区，至今培养学员近千人。

2007年，洪锦雄开始在平山实验小学教授舞龙技
艺，“前几批学生最难教，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基础，只能
一遍遍教。学校成立舞龙队后，学生平时看得多了，学
起来就相对容易。”舞龙如今已经成为平山实验小学的
特色名片，连续获得三届全国学生专场龙狮争霸金奖，
并入选“全国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学校”名单。

“舞龙靠的是集体，一个人是没办法完成的。平山
实验小学学生中很多都是锦塘的孩子，通过学校引导
孩子们学习舞龙，等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后，锦塘舞龙队
就后继有人了。”洪锦雄说。

这些年来，除了平山实验小学，洪锦雄还相继走进
平山实验幼儿园、平山中学、泉州轻工学院，指导学校
成立舞龙队，大力开展舞龙活动。

黄焮如来自泉州台商投资区，是泉州轻工学院大
二的学生。大一时，她被学校舞龙队的表演深深吸引，
加入学习舞龙的行列。虽然身高不足1.6米，但无论是
舞龙还是挥舞彩旗，黄焮如的气势一点儿也不输人高
马大的男队员。“女生舞龙相比男生肯定更有挑战性，
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聊起舞龙，黄焮如的话语中满
是兴奋。

洪锦雄表示，舞龙十分考验体能，以往更多的是男
队员参加。不过，现在不论是社区还是学校，参加舞龙
的女队员越来越多，且个个“巾帼不让须眉”。

如今的锦塘舞龙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收获了许多
关注和喜爱。这背后，离不开洪锦雄对该项目的不断
创新发展。

2022年，全国民族龙狮文化展示活动“梅岭杯”第
四届中华民族青少年龙狮争霸（学生专场）暨全国传统
舞龙争霸公开赛举行。锦塘舞龙队的参赛作品《龙腾
九州》获得赛事第一名，勇夺“南龙王”称号。

《龙腾九州》是锦塘舞龙队的代表作。这个作品在舞
龙中插入旗阵，并融入闽南文化、海洋文化等多元文化的
创意编排，从开场的战船造型到旗阵和舞龙的和谐搭配，
锣鼓铿锵有力，场面气势磅礴，令人耳目一新。

“旗阵是锦塘舞龙队独创的套路，编排难度和执行
难度大。一个人不到位，整体造型就无法完成。”洪锦
雄介绍，设计和操练《龙腾九州》花费了8个月，每处细
节都精心打磨。

如何让舞龙更平易“近”人，让普通人也可以体验
舞龙？针对这个问题，洪锦雄创新设计了高杆彩龙。
相较传统舞龙，高杆彩龙体型小、重量轻、受场地影响
小，且只需一个人操作，不仅可以和观众更好地互动，
还能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体验需求。

对锦塘舞龙队的全体成员来说，这个龙年春节格
外难忘。

仅农历正月初一一天，舞龙队就参加了9场演出。
其间，他们还登上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锦绣中国
年》。“从除夕到正月十五基本没有停过。虽然非常累，但
感觉是值得的。”洪锦雄说，“每次表演都是一次宣传。”

在农历正月初六举行的泉州民俗踩街活动中，锦塘
舞龙队派出了一大一小两条龙、近 60人的舞龙队伍。

“以前踩街是一口气表演到底。在这次表演过程中，增
加了和观众互动的环节，大家都很热情。”蔡健全说。

精彩表演的背后，是每一位表演者的辛苦付出。
此次踩街全长 1.6公里，需要表演方阵一路行进式表
演。表演时，舞龙手尚可以替换，但负责敲锣打鼓的队
员，从敲响乐器的那一刻起，就得坚持到表演结束。当
天，年过七旬的洪德法足足敲了一个多小时的鼓。他
笑着说，晚上吃饭时，自己端碗的手一直在抖。

这场表演，不仅勾起了老一辈的回忆，也让新人久
久难忘。

“现场很热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踩街表演，感觉
全身有用不完的力气。”今年17岁的王金涛来自锦塘，
学习舞龙六七年了。“第一次练习完，手臂酸了一周。”
这并没有吓退王金涛，反而坚持到了现在。“希望可以
为家乡的非遗传承贡献青年力量。”这是王金涛学习舞
龙的朴素心愿。

如今，像王金涛一样热爱舞龙的年轻人正源源不
断加入进来，让这项古老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焕发出
新活力。

农历正月十五，梧林传统村落。在燃烧的烧塔仔
前，张道杰高举手臂，大力挥舞手中的旗杆，色彩鲜艳
的彩龙在夜空中腾飞舞动，为现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
场视觉盛宴。

舞龙技术精湛的张道杰是一名“00后”，在泉州轻工
学院上学时迷上了舞龙，成为洪锦雄的得意门生。如今
虽然已经毕业，但张道杰还是天天到锦塘训练基地报到，
和大伙一起练习、参加活动。张道杰透露，今后，他打算
把锦塘舞龙带回家乡石狮，让更多人了解、爱上舞龙。

今年春节期间，锦塘舞龙训练基地迎来发展新机
遇，被授予“福建省舞龙基地”。洪锦雄认为，这是一个
全新的起点。他说，“如今，锦塘舞龙已经走向竞技舞
龙和传统舞龙的结合。我们希望通过链接更多优质资
源，拓展基地空间资源，让舞龙队的后辈有更多施展空
间。同时，可以引入观众，参观了解舞龙历史，欣赏表
演，扩大对外交流，更好地保护传承舞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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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锦塘舞龙队参加泉州踩街活动。

1985年，锦塘舞龙队在村中表演。

1997年，锦塘舞龙队代表福建参加全国舞龙大赛。

2023年，锦塘舞龙队亮相“村BA”东南赛区开幕式。

2022年，锦塘舞龙队获得“南龙王”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