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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传承舞香龙，东石
型厝小学、东石钻石海岸幼儿园、潘径中学等学校
把“舞香龙”和“扎香龙”引入校园。

“我们小学 2016年开始开设‘舞香龙’课程，
2017年与蔡文顿先生合作，请他来教学生制作香
龙，还专门请他定制适合学生的‘小香龙’。”型厝
小学校长许福裕介绍，每周四下午课后时段，学校
还会邀请该村的舞龙队员入校教学，开展“舞香
龙”训练。

通过亲身参与和实践操作，学生们不仅能学
习到舞香龙的技艺和知识，还能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同时，学校组织的各种比赛和演出活动，
让学生们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和才华。

为了让孩子们感受传统年味，更好地促进舞
香龙非遗项目的传承，型厝小学于2021年10月建
设“香龙文化展厅”。“2022年 9月，我校再次对香
龙文化展厅进行装修，与学校禁毒宣传室及心理
辅导室整合成一条‘研学路线’，吸引了南天小学、
玉峰小学、洪塘小学及东石镇中心幼儿园的师生
前来开展研学活动。在研学中，师生参观香龙文
化展厅，亲身体验舞香龙，同时学习禁毒知识、参
加心理健康团建课，可谓收获满满。”许福裕说。

对于如何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传承香龙，许
福裕已经规划了一张蓝图，“接下来，我们将把舞香
龙这项非遗项目编写入校本课程，让学生深入了
解传统文化。同时，我们还将开拓一些兴趣班，如
用超轻泥制作香龙、用编程制作乐高香龙、用剪纸
剪出香龙等，多角度让学生感受香龙的独特魅力。”

除了型厝小学，钻石海岸幼儿园自创办以来，
每年春季开学时都会将非遗项目请进学校，多次
开展元宵游园会，并邀请蔡文顿入园手把手教授
孩子们“扎小香龙”。潘径中学于 2023年 11月将
舞香龙活动引入学校，今年2月，来自马来西亚的
中学交流团在潘径中学体验了舞香龙。

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不仅让学生受益匪浅，
也为舞香龙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通过
年轻一代的参与和传承，晋江型厝舞香龙这一非
物质文化遗产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本报记者 林小杰

在东石镇梅峰型厝村，元宵的
夜晚总会被五彩斑斓的香龙点缀。
在璀璨的火光下，有一位舞龙传承
者，用15年的坚守，诉说着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与传承。他就是蔡志抄。

15年前，蔡志抄是一名对舞香
龙充满好奇的大学生。一次偶然的

机会，他与舞香龙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名观
众成为舞香龙队伍的一员。

回忆初次舞动龙身的时刻，蔡志抄眼中
闪烁着兴奋与怀念。“第一次举起龙身时，内
心的兴奋感远远超过身体的疲惫感。因为我
的身材比较高，所以被安排在‘龙二’的位置，
也就是靠近龙头的位置，这样可以把整条龙
举得高一点，龙的姿态会更威严。”蔡志抄说，
从那时候开始，他便对舞香龙充满了热情，每
一年都参与其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蔡志抄终于得到了舞龙
头的机会。舞龙头代表着舞龙队伍的核心，但
也是对舞龙技巧与体力的双重考验。然而，他
并未被困难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传承舞香龙
文化的决心。

“一条龙长28米，重150公斤，龙头就有
35 公斤，这劝退了许多初学者。”不过，蔡志
抄坚持练习，不断琢磨龙头的动作与节奏。

如今，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舞香龙文化
的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年轻人
外出打工，春节很少在村里，所以参与舞香龙
活动的人越来越少。”这让蔡志抄感到担忧，
他害怕这一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后继无人，
他希望有更多年轻人能够参与到舞香龙活动
中，一起传承这项文化。

今年的泉州民俗踩街活动，东石型厝舞香
龙在自媒体大火了一把，也将这项民俗文化传
播到全国，这让蔡志抄感到些许安慰，他知道，
自己的坚守没有白费，舞香龙文化焕发了新的
生机与活力。

“希望舞香龙不仅是晋江的非遗、泉州的
非遗，今后还能够成为福建非遗甚至是全国
非遗。”蔡志抄说。

型厝舞香龙：不灭的千年传承
本报记者 林小杰 陈巧玲

型
厝
小
学
学
生
表
演
舞
香
龙
。

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响起，一条火光闪烁的巨龙从人群中蜿蜒而出，龙头高昂，龙眼炯炯
有神，火光映照下，插满贡香的香龙熠熠生辉。在锣鼓声和鞭炮声的伴奏下，巨龙开始舞动，时而翻
腾跳跃，时而盘旋飞翔，仿佛在天空中遨游。

这就是晋江东石镇梅峰型厝村传承千年的元宵节游灯舞香龙民俗活动，该活动有舞香龙、烧火
鼎、烧火把、酒盏灯、踩轿脚等，而舞香龙是重头戏。

尽管元宵节已过去半个月，但梅峰
型厝村街头巷尾依旧张灯结彩，问起村
里的孩童什么是香龙，他们都能回答得
头头是道。今年大年初六，泉州民俗踩
街活动时隔20年再度回归，型厝舞香龙
亮相其中，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文化盛
宴。另外，舞香龙这一民俗文化频频亮
相央媒，向全国人民展示闽南特色民俗。

据传，舞香龙习俗始于北宋时期。
那时，因梅峰型厝村常有水患并流行时
疫，人口损失不少。时值元宵，家家户
户扎火把、点酒盏灯、烧火鼎、舞香龙，
连续游灯三夜，驱瘟除疫。村民们为了
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便自发组织
起来，模仿龙的形象制作香龙，在龙头、
龙身插满贡香，通过舞龙的形式来祈
福。自此，型厝村舞香龙这一独特的民
俗活动代代相传，历久不辍。

“舞香龙传承至今已有1000多年，寓
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们村有超70%
的青壮年男性都参与过舞香龙民俗活
动。”梅峰型厝村舞香龙负责人蔡东列说，
自己年轻时也是舞香龙的队员，还参加过
1992年晋江撤县建市庆典大会，受邀进
行踩街表演。蔡东列表示，为了这次踩
街，他们特地做了一些造型，比如“卧虎藏
龙”“飞龙在天”“龙腾四海”等，让表演更
加丰富多彩。

舞香龙看似简单，却是一项苦力
活。今年参加泉州民俗踩街活动，梅峰
型厝村一共派出了 65名壮汉。“这条龙
身长 28米，舞动时插上 1500支特制的
贡香，每支贡香有42厘米长，总重达150
多公斤，单龙头就有35公斤多。”蔡东列
说，一条香龙需要 13名壮汉共舞，因为
龙身太重，60多名壮汉要分成多组轮番
上阵，每舞动2分钟就要更换一批人。

由于舞香龙需要耗费许多体能，并
且经常烧坏衣服，这项民俗文化也面临
着传承的问题。“现在村里大部分青年
都不太热衷参与舞香龙。”作为舞香龙
负责人，蔡东列一直在思考如何传承这
项民俗文化。他告诉记者，他从2010年
开始为舞香龙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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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止这项民俗活动随着社会
的发展而流逝，村里老人会采取了很多
保护措施。每年元宵节前，老人会都会
带头进行该项目的发动、管理和实施，
包括统一服装、辅以适当经济补贴等，
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激发年轻人的热
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目前，梅峰型厝村舞香龙有82名队
员，其中 15名为“00后”。“现在，有许多
年轻人愿意来参与舞香龙这项民俗活
动。不过，由于他们动作还比较生疏，
主力队员依旧是30岁到40岁的壮年。”
蔡东列说。

舞香龙是一项技艺性很强的民俗活
动，需要传承人具备扎龙、舞龙、踩轿脚、
火鼎公婆等技能。这些技能的传承主要
依赖于老一辈艺人的口传心授和实践经
验的积累。因此，传承人的培养是舞香龙
这项民俗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

扎香龙是舞香龙活动中的重要环节，
也是一项充满传统韵味和工艺美感的技
艺。香龙的制作过程通常包括选材、设
计、扎制、装饰等步骤，每个步骤都蕴含着
匠人的智慧。

香龙以麻绳为“筋”，外裹稻草扎成

“龙身”，前扎“龙头”，口、角、目具备，“龙
目”以手电筒为睛，“龙尾”扎成叉状，“龙
身”密密插上点燃的贡香。

“香龙的制作相当繁杂琐碎，制作一
条完整的香龙需要 10天至半个月。目
前，比较有影响力的扎香龙传承人是蔡文
顿先生，他今年77岁，从事参与扎香龙已
经有30多年了。”蔡东列介绍。

作为扎香龙技艺传承人，每年正月初
三是蔡文顿最忙的时候。“每年大年初三，
大家都在过年，他就要钻到制作香龙的场
所，早上去晚上才能回来。”蔡文顿的老伴
告诉记者，30多年来，蔡文顿每年如此，
要赶在正月十三前完成香龙的制作。

对于扎香龙，蔡文顿打心眼里喜欢。
“我这个人就喜欢手艺活，年轻时，我也是
舞香龙的好手。”蔡文顿说，村里的年轻人
都会舞香龙，但不是人人都会扎香龙，所
以他对扎香龙一直非常好奇。

“每次村里老师傅扎香龙时，我都会
跑去看。”后来，蔡文顿发现自己也能够简
单地扎一些龙身，之后，在老师傅的指导
下，他很快学会了扎香龙。

不仅如此，他还对原有的香龙样式进
行了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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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追求完美的
蔡文顿重新设计了龙头的样式，并制作了
香龙的舌头和牙齿，让整个香龙更加形
象。此外，他还对“龙目”进行了改进，将
两个手电筒扎进稻草里，如此一来，即使
在夜里，香龙也能炯炯有神。

如今，全村懂得扎香龙技艺的人已经
不多了，这成为蔡文顿心里的一个结。“扎
香龙的环境并不好，因为要经常接触麻
绳、稻草，不仅全身弄得脏兮兮，还会全身
瘙痒。此外，在扎香龙的时候，要不停地
续稻草并用铁线扎紧，不仅要技术更要力
气，双手起泡是正常的，而且经常会被铁
线割破。”蔡文顿说，经年累月，他的双手
都是伤痕。目前，蔡文顿有一名助手，他
希望助手能够传承自己的手艺。

从乡村到全国
传承千年“舞”出圈

从广场到校园 非遗文化“创”出彩

从传承到创新 技艺传承“扎”出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