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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多样的龙

“每年我们都会制作一条新龙，
这是今年刚做好的，我们十几个人一
起做了1个月才做好。”近日，走进万
宁市万城镇西门社区婆祖庙一侧的
龙厢，今年42岁的西门社区舞龙制
龙人王凯一边抚摸着高约2米的龙
头，一边对海南日报记者说，他从小
喜欢舞龙制龙，至今已有近30年时
间。

眼前，一条长约60米的青色巨龙
在屋中“盘踞”着，龙头高扬，龙目圆
瞪，把一间约80平方米的房间填充得
满满当当。这正是万宁传统青红两条
龙之一的青龙。“传统青龙有80米长，
每年根据具体情况，长度会有所变
化。”王凯说，在装扮龙的时候，细节处
的配色可以自由调整，但不能变的就
是，必须要以青色为主色调。

万宁本地民俗文化研究者符忠
良介绍，自明代起，万宁就有两条神
龙降临的传说：一是古万州（现万宁
市）州治西门青龙，二是州治南门外
的宾王村红龙，如今舞龙也是这两个
地方的最为有名。“相传西门青龙为
龙母，宾王红龙为龙公，一雄一雌，青
龙比红龙稍大，所以我们红龙一般是
60米长。”万宁市万城镇宾王社区
舞龙队负责人卓天然说。卓天然
从18岁开始舞龙，今年已70岁，
被本村人尊称为“龙长”。

而在儋州，龙的形制则更多样
一些。最近，为了筹备元宵节的舞龙
演出，以元宵节舞龙著称的儋州市中
和镇各片区，正在分别筹备扎龙、舞
龙事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
事、儋州东坡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韩国强主编
的《州城览胜》一书
中提到，中和镇龙

的种类多样，
“有浑身赤如

烈焰的火龙、有流翠染黛的青龙、有
金鳞闪闪的金龙、有龙头虾身的虾龙
……火龙、青龙、金龙神态各异、栩栩
如生”。

儋州中和镇有八条街道，每条街
道划为一个片区，每个片区均会准备
自己的龙。负责中和镇七片区的扎
龙艺人吕汉旺，亦正在收集合适的本
地竹子等制作材料。吕汉旺打算制
作两条龙，包括一条大龙与一条小
龙。大龙为金红色卧龙，整体形态两
脚在前，有一对翅膀，高度和宽度均
约2.5米，长约3.2米，总重量100多
斤；小龙则为一条金龙，为金色，长度
在8到10米之间。“卧龙是最近两三
年开始制作的形态，不需要舞，只需
要抬，比较省力。”吕汉旺说，他做过
的龙既有传统的舞龙形态，也有卧龙
形态，主色调上以红色、金色最多，也
有绿色和蓝色。

匠心十足的龙

制作一条龙并不简单。从万宁
青、红两条龙大张的龙嘴往里看，可
以看到内部一根根细竹条环绕交错
的竹编结构。“每年十月秋收结束后，
我们就开始准备扎龙，先自己去砍伐
或选购有韧性、直而不弯的本地老竹
子，劈条晾干，冬至节气过后，就可以
开始扎龙了。”王凯说，龙头、龙尾是
技术含量最高的部位，各需要一位专
门匠师负责。

以扎龙头为例，一个龙头需要5
至6根上等竹子，每根竹子劈成12
条竹条，根据传统龙头形状，按“先里
后外”的顺序，烤软弯曲成形。架好
龙头的基本结构并扎紧捆牢后，再扎
龙须、龙鼻、龙耳、龙嘴、龙眼、龙角
等。“完成龙头通常需要20天左右时
间，涉及约200多个结节，全身则大
约需要4000多根竹条，绑定4000多
个结圈。而且绑扎竹条的时候，不能
用钢丝、铁丝，一定要用藤丝、麻绳，

现在也有用五色绳的。”王凯说，龙骨
架扎好后，龙头用镭射彩纸装饰，龙
身则蒙上麻布，由专业画师彩绘。

而在儋州中和镇，龙头的制作方
法稍有不同。韩国强介绍，一般龙头
都是用竹片编扎出框架后，再进行加
工。但也可取黏泥塑造出龙头造型，
然后用纸蘸糯米依照模型粘贴厚约
5厘米，继而置于阳光下晒干，掏空
黏土，即成龙头模型，再画上颜色搭
配即可。后者优势是可塑性大，而且
重量较轻，便于舞龙者操控。

“一般扎得好的龙头要求龙嘴大
开、双目怒视前方，龙角要挺立、龙鼻
要隆起、龙眼要有神、龙嘴要龇裂，龙
眉形如烈焰。”韩国强介绍，这正是

“龙角后倾无威、龙鼻长则无严、咧嘴
不阔无势、龙须不飘无仙”。

“以前舞龙需要人控制龙头、龙
身、龙尾的转向，现在考虑到舞龙者
的体力问题，有些还会在龙头中安装
机械化的机关，通过操作机关控制龙
头，舞龙者就轻松了。”吕汉旺说。

奔腾翻跃的龙

在万宁，新龙制好后，需要在腊
八节当天躬请前往河边“请水挂红”，
也叫“开眼点睛”，而后舞龙队舞着新
龙沿途到各座宫庙拜神，一路锣鼓、
鞭炮雷鸣。之后，青龙回到婆祖庙歇
息，红龙则回到宾王村萧家祠歇息，
待正月初一时再挨家挨户拜年赐福。

舞龙时，各社区狮子队、麒麟队、
高跷队、花鼓队、彩车花灯等队伍一
起出动，大庆元宵。舞龙珠者，高摇
龙珠，指挥引路，龙头紧随龙珠，时高
时低、时缓时急、翻滚腾跃。卓天然
介绍，舞龙时经典动作有三个，一为
走“之”字路；二为盘龙，也就是龙头
居中，龙身围绕盘缠，最终聚成“龙
塔”；三为穿龙，也就是将龙头和龙尾
从龙身中间穿过去。

舞龙的过程中，村民争相观看，
大人小孩争着“钻龙肚”（从龙身下钻
过去）、抚龙身，以祈求吉祥。“最吉祥
的位置是‘钻龙脖’，如果是小孩子，
还可以从龙脖子下面钻进龙头，然后
由舞龙者将小孩从龙嘴递出，寓意新
的一年无病无灾。”王凯说。

有的村民则在三四层楼顶悬挂
鞭炮，悬挂上红包利是，随着鞭炮声
响起，数十名舞者紧密配合，龙身盘
缠螺旋上升，结塔可达10余米高，而
后由舞龙珠者摘下红包，寓意莘莘学
子，文风蔚起、科举高中、雁塔题名
等。在儋州，有些人家亦会在屋檐下
挂上红包，让龙“摘青”。

舞龙不轻松，仅龙头，动辄三十余
斤重。“龙每年长短略有不同，但基本
都有20多节，一般节数为偶数，每一
节都需要一个人舞动，一般一次性就
要有20多人，还要准备替补。”王凯说。

卓天然舞了几十年龙头，十分清
楚其中的不易。“一个人一次最多舞
20分钟，就要换人，每一次舞完，浑
身的衣服都被汗湿。”卓天然说，宾王
舞龙队在舞龙时，龙身每个部分准备
1个替换人员，而龙头则需要5人，龙
尾则需要3人。

“传统的舞龙包含大、小两种，大
龙20多米，由成人演出，一次至少需
要15到18人；小龙有的10米，更小
的还有6米，一般是由小孩子演出，3
到10人不等，既是为了舞龙制龙技
艺的传承，也可增强舞龙的观赏性、
趣味性。”吕汉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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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民族
节日情感表达的载
体之一，舞龙习俗，
据传自殷周时代就
在民间流行，历来是
百姓祈求风调雨顺、
福运安康的重要依
托。在海南，舞龙同
样是许多市县节庆、
重大活动时的重要
表演项目，这一习俗
早已深深沉淀在百
姓的生活中。尤其
在春节时，祥龙在锣
鼓声中腾跃舞动，送
福纳吉、除邪扶正，
为人们注入迈向新
一年的力量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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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中和古镇的民间艺人
在扎龙。 柯人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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