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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參加湛江人龍舞的成員，都一定記得這個微妙的轉變過

程：上一秒還和父親玩着「騎膊馬」的遊戲，下一刻就後仰成為「龍
身」的組成部分，仰望蒼穹，身隨鑼鼓聲擺動，舞出驕龍英姿；發

育時期暫別表演，再次上場已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化身成

為穩如磐石的 「龍樁」，扛着孩童組成的 「龍身」踏

出穩健步伐，將「龍的傳人」的團結奮進和積極向上

的精神表露無遺。400多年斗轉星移，湛江人龍

舞依然歷久不衰，被譽為 「東方一絕」。

「人龍舞像是刻在東海島人的DNA

中，成員大多是當地村民，平日打工，

周末訓練，孩子們也有自己的學習

生活，但一旦召集起來，就可以

舞出氣吞山河的氣勢。」湛江

人龍舞的市級非遺傳承

人、湛江人龍舞藝術

團團長王宏偉如

是說。

「 龍 的 傳
人」 愛舞龍。湛江人

龍舞是一種古老的舞
蹈，起源於明末清初。祖祖

輩輩生活在東海島東山圩的老
人依稀記得小時候聽過的故事：明

末一將領率其餘部南撤，走到東海島
東山鎮正逢八月十五，當地鄉紳為了讓士

兵過好中秋節，就把流傳於孩子中間的一種
雜耍組織起來進行表演，營造節日氣氛，沒想到

大獲好評。從此，人龍舞有了雛形。
人龍舞盛行於清乾隆、嘉慶年間。清雍正十年，雷

州守備師移駐東山圩，改名為東山水師營，有官兵253
人，並在東山圩設有武秀才考場，考試一般設在八月十
五。自此，東山圩得以迅速發展。當時，東山圩上、下
街各有一支人龍舞隊伍，於是，人們白天看武試，晚上
看 「人龍舞」 ，兩支人龍舞的隊伍相互也展開技藝比
賽。一時間，東山圩熱鬧非凡。如此年復一年，約定俗
成，人龍舞一直舞到今天。

力大無窮 龍頭身扛3個娃
有別於其他地方的舞龍，人龍舞之所以被稱為 「人

龍」 ，在於其表演方式，完全是由數十個大人肩扛小孩
平躺的身體組合接連而成龍形， 「更加考驗表演者的體
力和耐力，特別是龍頭和龍尾。」 王宏偉告訴記者，龍
頭由一個壯漢身扛3個小孩而成，其中3個小孩分別代表
着龍舌、龍角、龍身，總重量約250斤，非常考驗壯漢的
承受能力；龍尾則由一個壯漢扛着一個小孩組成，因為
龍尾有很多擺動的姿勢，因此壯漢馬步一定要穩，而小
孩則要有靈活有力的腰腹，否則很容易受傷。

隨着年齡增長，表演者在 「人龍」 中所扮演的角色
也在轉變，是人龍舞又一特別之處。孩童時，是被人背
負的龍舌、龍角、龍尾，青壯年，是肩負他人的龍樁、
龍頭，從被人托舉到托舉他人，恰似人的成長和傳承。
一段人龍舞生涯，成就了人生的昇華和蝶變。

民俗瑰寶 村民從小舞到大
王宏偉記得自己第一次表演是在春節， 「那是正月

初九，人還在床上睡覺，就被二叔從被窩拉到了湛江體
育中心。」 第一次上陣的王宏偉毫不怯場， 「小孩子都
有過 『騎膊馬』 的經歷，參加人龍舞對孩子來說跟玩沒
什麼區別，加上從小看着家人表演，動作都大概了
解。」 從龍頭開始，再依次到龍身、龍樁、龍珠，王宏
偉演遍了 「人龍」 每一個角色，一步一腳印傳承着人龍
舞文化。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每逢春節、元宵、中秋佳節和
一些重大喜慶節日，東山圩村必連舞幾個晚上 「人
龍」 。在王宏偉的記憶中，當時上下兩街戶戶張燈結
綵，家家傾巢而出，人流如潮，熱鬧非凡。 「那時還流
行鬥龍，就是比長度，因此20歲的小伙子還會把經過的
小孩扛起來就加入舞龍隊伍中， 『搶小孩』 成了村民們
最啼笑皆非的回憶。」

很多民間習俗需要保護，是因為與現
代生活漸行漸遠，缺少年輕人加入，湛江

人龍舞卻例外，其獨特的表演方式和成員構成，注定了不
缺新鮮血液，但這恰好也是它在傳承中遇到的最大難題。
因為現在的孩子矜貴了，家長們很害怕訓練或表演過程中
孩子們受傷，也擔心影響孩子們的學習。同樣作為家長，
王宏偉很理解這種心情。

不僅是在時間上充分考慮孩子們的需求，在動作設計
時王宏偉也特別注意安全性。王宏偉告訴記者，競技龍動
作要求相對簡單， 「現在一般都不會設計太多高難度動
作，而是通過音樂和舞步編排來突出隊形和動感。」

不缺年輕人，但人龍舞傳承也面臨一個嚴峻的問
題——缺青壯年。和其他的非遺項目不同，人龍舞演員有
一個空檔期，那就是身體發育的時候， 「一般到高中的時
候會退出，再回來就從龍身變成龍樁了。」 王宏偉告訴記
者，2016年他接手藝術團的時候，演員的平均年齡高達50
歲。

這幾年，王宏偉費盡心思將村裏外出打工的青壯年拉
攏回來參與演出，將演員的平均年齡降低到30歲，讓
藝術團煥發出新的活力。 「湛江人龍舞的表演者
並不是專業演員，大家都沒有工資，靠着
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堅守至今，是他們共
同撐起了人龍舞的一片天。」 王宏偉
說。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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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寨火龍：梅州市豐順縣埔寨
鎮村民鬧元宵的傳統民間舞
蹈，有火纜隊、喜炮隊、龍燈
隊、鼓樂隊共100多人參加。

喬林煙花火龍：揭陽地區一項
獨特的民俗活動，正月初一開
始游龍、舞龍活動，正月初十
晚燃放煙花火龍是活動高潮。

荷塘紗龍：起源於江門蓬江區
荷塘鎮篁灣村的民間藝術，以
武術為功底，以舞蹈為表現形
式的高難度龍舞套路。

汕尾滾地金龍：汕尾市傳統舞
蹈，始創於北宋末年。表演時一
人舞龍頭，一人舞龍尾，並按規
範的舞步程式作滾地表演。

大坑舞火龍：在中秋
節前後三個晚上舉
行，以順時針方向巡
遊香港大坑街道。

中山醉龍：源起宋
代，盛於明清。每年
農曆四月八浴佛節祭
祀後舉行巡遊活動。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整理

湛江人龍舞不僅在當地有名
氣，還曾在1992年去過北京參加

文藝晚會演出，首次全國亮相即引起廣泛關注。參加
上海世博會、香港回歸慶祝活動並獲最佳表演獎，甚
至遠赴新加坡演出等。 「印象最深刻就是2007年參
加香港回歸十周年的慶祝活動，香港市民實在太熱情
了！」 回憶當時的情景，湛江人龍舞的市級非遺傳承
人、湛江人龍舞藝術團團長王宏偉仍覺得不可思議。

當時，湛江人龍舞派出了50人的表演隊參加
「共成長、共理想」 慶回歸十周年大巡遊活動，分別
在跑馬地、旺角、尖東、黃大仙、觀塘均有安排表演
場次，觀眾的掌聲、歡呼聲給了表演隊員很大鼓舞，
也激發了大家的表演熱情，儘管每次演出都很耗體
力，但大家每次都是休息兩三分鐘馬上又上陣。

「在一次表演時，我的鞋子被觀眾踩掉了，結束一輪
表演後我跑出去找鞋子並穿好，再追趕上隊伍的時
候，下一論表演又開始了。」

如今想起當年的情形，王宏偉的耳邊彷彿又響起
了香港市民 「一起來」 的呼喚，似乎還能隔空再感受
到當年香港市民那種熱情。 「香港也有舞龍的傳
統。」 在2007年香港演出後，湛江人龍舞藝術團也
一直尋找機會與香港做一些交流或展演活動，因種種
原因一直未能成行，但王宏偉告訴記者，相信隨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進和粵東
西北融灣，未來湛江人
龍舞會有更多機會到香
港進行交流演出。

人龍舞登香江 賀回歸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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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龍舞進校園
培育龍的傳人

拿起比自己個頭還要高
的 「龍珠」 ，王宏偉5歲的小

兒子舞動起來虎虎生威，有模有樣。雖然年齡
小，但孩子已經有3年的演出經驗，曾在上央視表
演時扮演 「龍舌」 ，被主持人尼格買提稱為 「唯一
全場背對觀眾」 的演員。在湛江東海島，這樣的孩子
還有很多。

東海島東山圩文化樓是湛江人龍舞一個傳承基地，
不遠處是覺民小學，一所早在2012年就將湛江人龍舞引
進校園的學校。在覺民小學的運動場上，經常會看到這樣
一幅畫面：湛江人龍舞藝術團一遍遍地操練、演示，新隊員
們在旁邊認真觀摩學習。

王宏偉說，藝術團希望走進校園，讓當地的人龍舞文化得
到更廣泛傳播，讓更多人去傳承人
龍舞團結奮進、積極向上的精神。

為此，學校開發了以人龍舞為
中心的人龍舞體操、人龍舞鼓樂、人
龍舞武術、人龍舞美術等特色課程，
衍生開發了《人龍魂》《人龍頌》《人龍
操》和《人龍曲》等校園舞蹈和音樂

節目，編寫了《湛江經濟技
術開發區東海島人龍舞讀
物》在全校推廣。

湛江人龍舞威水史
•1992年5月1日，應邀上京參加文藝晚會演出，首次
全國亮相
•2007年5月1日，由188人表演長76米的人龍
舞，創造了最長人龍舞紀錄
•2007年7月，參加香港回歸10周年慶典大
巡遊並獲最佳表演獎
•2006年，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8年5月1日，1000多人在龍海天沙
灘組成世界最長的人龍舞，表演題為
「盛世人龍迎奧運」 節目

•2010年，參加上海世博會演出
•2012年，參加新加坡元宵節水上
藝妝表演
•2013年，參加南寧青秀 「山花
獎」 的競演，並最終獲得山花
（我國民間藝術的最高獎項）
•2019年，獲得廣東省魯迅
文學藝術獎（廣東省最具權
威的文學大獎）
•2023年9月，參加河北邯
鄲 「全國國家級非遺舞龍
展演賽 」 並獲最高獎
項——龍吟獎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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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人龍舞市級非遺傳承人
王宏偉在指導小兒子扮演 「龍
頭」 。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

2024年2月14日 星期三A9 專 題
龍年話 ❸

東
方
東
方
一
絕
一
絕

掃一掃 有片睇

來港演出

文化傳承
煥發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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