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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有着“中国布龙之乡”美誉的奉化，

迎 来 了 龙 飞 “ 奉 ” 舞 —— 和 乐 春 龙 二 月 二 大 巡 游 活

动 。 在 锣 鼓 喧 天 中 ， 20 条 奉 化 布 龙 或 闪 展 腾 挪 ， 或

翩 跹 回 旋 ， 或 昂 首 阔 步 ， 或 上 下 翻 飞 ，“ 快 游 龙 ”

“满天龙”“搁脚龙”“套头龙”等奉化布龙的经典动

作轮番上阵。

“铜锣响，脚底痒”，人们倾城而出，把岳林广场

围成一个圆圈。只见男子舞龙队气冲云霄，学生舞龙

队活力四射，女子舞龙队刚柔并济。巡游队伍所到之

处，市民、游客争相围观拍照，把表演现场围得水泄

不通，孩子们追随着巡游队伍穿过大街小巷，一时间

欢呼声、叫好声、锣鼓声汇成一片，整座小城弥漫着

喜庆祥和的气氛。

在这次巡游活动中，女子舞龙尤为抢眼，来自奉

化各地的 13 支女子舞龙队上演了一场气势磅礴的龙

舞秀。

今年 62 岁的胡宏微，说起舞龙的事来，眉
也飞，色也舞，“我们队跟男子队一样，摸爬滚
打，样样来，是一群‘女汉子’。”

尚 田 街 道 尚 二 村 女 子 舞 龙 队 成 立 于 2018
年，彼时文化馆送“龙”下乡，妇女主任胡康飞
召来胡宏微和朱伟等人，问她们愿不愿意舞龙。
一传二，二传三，一支 10 人的队伍组成了，请
来教练正式学舞龙。

当初觉得舞龙跟跳广场舞差不多，谁也没想
到会这么辛苦。说归说，做归做，谁也没有放弃。

镜头一：2019 年，“孙家杯”奉化第十一届
新奉化人篮球赛的开幕式上，舞龙队上场了，那
天下雨，地面积水成洼，东一洼西一洼。她们视
而不见，愉快地在水洼中做着摇船、滚地、直躺
等动作，博得观众一阵阵喝彩。她们笑称自己是
一块拖把布，哪里需要拖哪里。

镜头二：2020 年，尚田街道要拍宣传片，
女子舞龙队作为一张名片不能落下。正值炎夏，地面温度能煮熟鸡
蛋，队员们要躺倒在地面上才能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一套动作
8 分钟，整套动作做了 3 遍。她们依旧甘之如饴。

镜头三：今年 60 岁的蒋春恩是个龙头手，她家是种草莓的，
草莓上市时节，每天卖完草莓，再来参加训练。平时在菜场
卖蔬菜，从城区进货回来，明明是 6 点，跟老公说是 7 点，
多出的 1 个小时去训练。队伍里最年轻的是 48 岁的陈凤
莲，是从江西嫁到尚田的，家里有两个女儿，一个女
儿尚小，读书要接送。遇到训练，她就跟老公说好
话，包揽一天的家务活⋯⋯每个队员都有各自的
工作，下班才能训练，训练结束再回家吃晚饭。

镜头在每个队员身上都可以停留。大冬
天，她们穿着汗衫训练，一般保持一周一次
的训练节奏。如果有活动，一周就要训练三
次。

努力换来佳绩无数。她们曾在 2019 年
获得了浙江省龙狮锦标赛女子自选套路
一等奖、竞速舞龙二等奖。2022 年获得
中国体育彩票宁波市社区运动会舞龙女
子组一等奖。

舞龙队成立 6 年来，新老队员不断
交替。庞爱萍今年 60 岁，是个老队员，依
然活跃在一线，队伍中谁一旦有事，她
就是“百搭”，每个位置都能顶上。65 岁
的朱伟以前舞龙尾，现在做后勤，拍照、
拍视频，是个“守门员”。

新 老 队 伍 中 还 有 胡 云 丽 、 汪 祥
美、范海维、陈美飞、任美芬、杨来
娣、马秀儿、周建娥、胡美珠等，这些
高龄“女汉子”，值得一敬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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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 1950 年的胡
芬菊，从小没见过娘，5
岁 成 童 养 媳 ， 40 岁 时 丈
夫先她而去，留下要上学
的四个孩子。

捏着这一手“烂牌”，胡
芬菊硬是把它打成了“王炸”。
二女儿毕业于北体大，是省运会
上长跑和骑自行车的得奖常客；三
女儿毕业于宁波体校，现在宁波某小
学任体育老师；最小的儿子毕业于宁波
大学，在慈溪某中学任体育老师。

不禁让人疑惑，这强大的运动基因来自哪
儿？胡芬菊对自己的家族一无所知。也许，没
有所谓的基因，靠的就是个人的努力。

尚 田 街 道 桥 棚 村 女 子 舞 龙 队 成 立 于 2008
年，成立之初非常“讲勿响”。胡芬菊带着队员
们凭着一腔热情迎难而上，没钱啊，“龙”是队
员们自己做的，有的做裁缝，有的做蔑匠，总
算把“龙”给做成了。其实所谓的“龙”，不过
是几个圆柱体串联起来，外面套上布而已。

一听说宁海石家的圆谱仪式上有舞龙，她
们赶去观摩学习，遇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龙舞 （奉化布龙） 代表性传承人陈行国
老师。陈行国感动于她们的精神，无私地教她
们舞龙技巧。

有 了 一 定 基 础 后 ， 她 们 每 天 聚 在 一 起 学
习，先找了一处僻静的空地舞起来。等到有点像样了，再移师到村
里的操场上。

她们的出场，在村里引起了轰动。男人们用赞许的眼神看着这些
五六十岁的队员，自愧不如地说：“你们撑起了半边天呐。”

很快，村里的能人李光君做了一面队旗，并邀请她们去他的企业
舞龙。此后，胡芬菊带着舞龙队活跃在各种庆典中，渐渐被人们认可，
接到的邀请也越来越多。

胡芬菊是舞龙队伍里的灵魂人物，舞的是龙尾，一条灵活的龙
尾，不时跳到东，又不时跃到西，年逾七十的老人灵活得像一条
鱼，摇头摆尾。去年年初，她不幸膝盖骨骨折，休息了四个月后，又
开始带领队员们操练。每天早上和下午，绕着村里的后山健步 5 公
里，共耗时两小时。她们的微信运动记录每天保持在 2 万步以上。

街道里有什么活动，都能见到她们的身影。其实，她们已经不
需要有什么复杂的动作，光站在那里，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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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志愿者服务现场，一
位婆婆笑眯眯地说：“如果此时能
看一场滚龙灯就好了，小时候经
常看，现在许多年没看到了。”

奉化锋之社爱心服务协会的
志愿者们听到这话，心里泛起了
涟漪。文化馆送“龙”下乡，送
的是村。而协会是团体，此前的
送服务活动中没有送“龙”的先
例。不过，不久后他们收到了文
化 馆 的 一 条 “ 龙 ”。 在 群 里 一
说，想舞龙的人还挺多，第一支
队伍很快组建起来了。报名的人
还源源不断，于是有了第二支队
伍。两支队伍的队员都是锋之社
爱 心 团 队 的 志 愿 者 ， 清 一 色 女
性，来自溪口的 10 多个村，共 26
人，其中 10 人左右是各村的妇女
主任。

2016 年建起队伍后，人员变
动 很 少 。 她 们 的 主 心 骨 叫 徐 森
飞，身高 1.58 米，一头短发，大
眼睛，粉色卫衣外套着白羽绒马
甲。问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她提
起双手做了一个开车的动作，原
来是司机。

爱是双向奔赴，志愿者们帮
助 别 人 ， 别 人 知 道 她 们 的 困 难
后，也尽力相帮。第二条龙的赞
助者是养猪专业户蒋亚伦。培训
也不例外，陈行国和儿子陈亮亮
知道她们的事情后，随叫随到，
免费教她们舞龙。

她们保持着一周一次的训练
节奏，时间定在每周五晚上 6 点

至 8 点。这样的训练能让她们随
时做好外出表演的准备。2020 年
1 月，锋之社女子舞龙队作为奉
化九条龙之一参加了阿拉宁波大
型文艺晚会表演。2020 年 7 月，
参加了奉化区第一届全运会 （成
人部） 龙鼓大赛，得了自选、竞
速两个第四名。

徐森飞进入锋之社爱心服务
协会有些年头了，之前她看到村
里有些老人的家电坏了，便萌生
了学习修理家电的念头。她拜绿
叶公益的志愿者杨师傅为师，一
个月下乡两次。一年半后，修理
家电的小毛小病不在话下了。

舞龙队里有八九名队员跟村
里的孤寡老人结了对，她们定期
探望老人带去温暖。每名队员身
体力行实践着自己的初心，大多
数舞龙表演是公益的，偶尔有一
些收入，用于下乡时给老人们买
吃买穿的。

锋之社的两支舞龙队在溪口
受到人们的追捧。两位龙头手，
一 位 是 状 元 岙 的 妇 女 主 任 汪 雪
萍 ， 一 位 是 银 凤 山 庄 的 会 计 夏
巧 萍 ， 她 们 的 技 术 好 坏 影 响 着
其 他 姐 妹 的 发 挥 。 一 场 训 练 或
一 场 表 演 下 来 ， 双 肩 酸 痛 是 家
常 便 饭 ， 她 们 常 常 贴 着 伤 膏 直
至结束。

48 岁的徐森飞头发已经花白
了，但只要穿上舞龙服，那股劲
就上来了，不用化妆，也是满面
春风眼带笑。

爱是双向奔赴

锦 屏 街 道 河 头 村 女 子 舞 龙 队 成 立 于 2009
年，至今已 15 年了。

第一批舞龙队员至今还有几人活跃在舞台
上。胡玲甩开牛肉干面店，学舞龙时 36 岁，38
岁怀孕生二胎，现在她又回来了。黄乖凤舞的是
龙头，今年 53 岁，2021 年动过手术，休养后回
归队伍。王瑞丽开石材厂，2016 年因病退出队
伍，8 年后又重新拿起舞龙棒⋯⋯这些故事都存
在范廷芳的大脑中，他是女子舞龙队的队长，协
调并安排着一切。

舞龙，最需要的是人。范廷芳的眼睛像筛
子，谁家女儿读完书回到村里，谁家新媳妇进门
了，他了如指掌。村里的一大半女性，他都去动
员过。有的舞着舞着吃不消了，有的舞着舞着没
兴趣了，不过，留下的精英们，过关斩将，为村

里赢得了许多荣誉。河头村女子舞龙队被评为
2011 年度奉化市优秀业余文艺团队，2013

年在奉化市文体局主办的龙鼓大赛上获
得银奖。2016 年在奉化市第十一届运

动会上获得第二名。2020 年在奉化
区第一届运动会舞龙比赛中获得

两 项 第 二 名 （自 选 套 路 和 竞
速）。

范廷芳为舞龙队操持着
一切。以前练舞场地在停

车场，遇到训练，范廷芳
早早地把牌子立起来：“今晚训练，请不要
停车。”训练或表演时，他为女队员们准
备 好 茶 水 、 点 心 ， 衣 服 、 手 机 则 由 他
来保管。他是她们的“男保姆”，细心地
做 好 服 务 工 作 ， 她 们 都 叫 他 “ 范 伯
伯”。范廷芳在 2020 年被评为“奉化最
美体育人”。

舞得好，自然荣誉就多，荣誉一
多，演出机会就更多。自队伍成立以
来，她们已外出表演 200 多场。2024
年的 3 月还没过半，她们就已经出门
表演了 10 多场。1 月下旬，央视摄制
组来奉化拍摄奉化布龙，河头村女子
舞龙队参与了表演。2 月 25 日，节目在
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播放。

当她们看到自己的身影出现在央视
荧 屏 的 时 候 ， 也 许 所 有 的 辛 苦 烟 消 云

散，也许她们会悲喜交加。那种滋味，能
说得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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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龙年。龙包含着一种力量、一种精神、
一种血脉相连的情感，几千年来，龙的形象已渗透到社

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1996 年，奉化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 （布龙艺

术） 之乡。2006年，奉化布龙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这次巡游活动中，一共有 20 支舞龙队伍，女子队有 13 支。
女队员年龄最大的 75岁，最小的 32岁。她们来自各行各业，都有
自己的家庭。她们是散兵游勇，却有着高度自律的职业精神。舞龙
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她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家务，奔赴前方。

舞龙，舞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传承。奉化布龙有着800多年的
历史。清末民初，奉化布龙队伍不断壮大，境内稍具规模的村落都
有自己的舞龙队，可谓“村村有龙灯，乡乡有龙会”。1946 年元
宵节，为庆祝抗战胜利，奉化举办了全县龙舞大赛，参赛队伍有
108支。

回到现在，目光聚焦在尚田街道桥棚村，这个占地面积只有6
平方公里多的村庄，居然活跃着两支女子舞龙队 （桥棚村女子舞龙
队和秀芳女子舞龙队）；聚焦在奉化锋之社爱心服务协会，一个协
会居然也有两支女子舞龙队；聚焦在西坞街道，这次参加二月二大
巡游活动的有西坞村、山下地村和尚桥头村三支队伍，据了解，西
坞街道还有王家汇、泰桥、蒋家池头和庙后周村女子舞龙队。听说
另外还有几支队伍在偷偷训练，等待一鸣惊人。

在这些女子舞龙队员的身上，可以触摸到女性坚韧不拔的传统
品质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没有“龙”怎么办？洪溪村的胡晨娟
说，把扫帚与篮子绑在一起当龙来舞。桥棚村的胡芬菊说，自己动
手做简易龙。

她们刻苦学习，克服了种种困难，把性别和年龄甩在一边。跟
男人一样，步伐里有跳、趋、蹉、趁、趱、踅、蹑、跃，舞法也有
闪、耍、折、穿、交、旋等。时而倒地平舞，犹如深潜海底，翻起
千层浪花；时而跃起翻舞，犹如出海升天，卷起万朵祥云。

女子舞龙队延续着奉化布龙的精神，她们是中国女性的一分
子，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展现着女性不屈不挠的风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奉化区文化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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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并济 与龙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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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田街道尚二村女子舞龙队

锦屏街道河头村女子舞龙队在彩排锦屏街道河头村女子舞龙队在彩排

尚田街道桥棚村女子舞龙队 （右）、秀芳女子舞龙队 （左） 西坞街道尚桥头村女子舞龙队在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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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大巡游现场二月二大巡游现场 （（邬宏尉邬宏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