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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龙传承有喜有忧

陈行国的儿子陈亮亮今年27岁，
从小就醉心于舞龙制龙，跟着父亲东奔
西走传授舞龙技艺。如今，他已经是国
际级舞龙舞狮教练员和裁判员。女儿
陈晶晶特地学了美术设计专业，专门设
计布龙、运营网站，“对于我这个小家庭
来说，我的这门手艺有儿子女儿来继
承，也算是后继有人了，但是对整个村、
奉化甚至宁波地区来说，还是不够。”

谈及布龙的发展传承现状，陈行国
有喜有忧，虽然从数量上来说，目前宁
波地区的舞龙队在不断增加，但是真正
专业、技术水平能跟外面其他地区的队
伍进行比赛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训练一支队伍起码需要两年，学
校里的学生，每年一批一批地换，往往
稍微有点成绩了，学生们就毕业各奔东
西了，再想要召集起来几乎不可能。就
连我们本村的那支队伍，也是我好不容
易组织起来的。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
越来越少，大多数都外迁或者外出打工
了，年纪大的人体力跟不上，小伙子们
平时都要上班，训练的机会非常少。每
次都是临近比赛的一两天，趁着晚上休
息时间临时抱佛脚训练一下。九节龙
一条心，缺了谁都不行，好几次要去比
赛了，企业不准我们队员请假，我只能
带着村里的证明，一家家上门做工作。”
陈行国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专业队伍
的缺乏、资金紧张及各种客观条件的制
约，使奉化布龙的传承情况不容乐观，

“我能做的，只是一人之力，传承还需要
更多人去共同完成，希望未来我们能有
几支专业的布龙队伍，组得起来，拉得
出去。” 记者 鲁威 文/摄

今年春节,
两条奉化布龙游进意大利
作为宁波市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奉化布龙在苕霅村有800多年的历史。苕霅村的布

龙手艺传承人陈行国，春节没过几天就开始忙碌起来，不仅忙着为客户赶制新龙，还要向学员传授舞龙技巧。

春节布龙亮相意大利街头

2月22日一大早，记者来到苕霅村布龙工
作室。在80多平方米的布龙工作室里，大大小
小的布龙、鱼月灯或挂或摆，龙跃凤鸣，让这个
房间充满了精气神。

才休息几天的陈行国和家里人开始为客户
赶制新龙。“年前的订单不断，一直在赶制。上班
第一天就迎来了象山的第一个订单。”57岁的陈
行国坐在小板凳上熟练地用竹条扎龙骨，妻子陈
亚萍缝龙鳞，儿子陈亮亮做龙身，女儿陈晶晶做
造型设计。

随着国外流行过中国年，陈行国制作的布
龙被带到了美国、英国、土耳其、比利时、意大利
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也让奉化布龙名气见
涨。今年春节期间，陈行国制作的两条布龙被
带到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参加了当地的春节
联欢游行。

“两条布龙是国内一家剧团定制的，在舞动
过程中可以变色，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制作。
和以前的布龙不一样的是，如今的布龙也讲究时
尚，比如布龙眼睛采用蓝色水晶。龙的嘴巴和龙
鳞也从单色演变成如今的五颜六色。春节期间，
布龙受到了意大利当地民众和游客的欢迎。”

制作布龙是纯手工活

布龙制作步骤多达三百余道，陈行国和作
坊的工人一共6人，每年产量不过七八十条。
陈行国接到的布龙订单，大多是为参加各级舞
龙比赛，这类布龙从尺寸到重量都有严格规定。

“参加正规比赛的布龙，全长18米，龙头必达
2.5公斤，直径在33—35厘米，舞龙杆长1.65米，
需两个人耗费半个月才能完成。”陈行国介绍说，

“现在肯学做布龙的人比较少，我的儿子也在学习
制作布龙，起码这门手艺在我们家不能断。”

陈行国表示，“赶时间但不能手脚急，每一
条龙都代表着我们奉化布龙的精神和制龙人的
技艺，马虎不得。”陈行国说，做布龙是纯手工的
活儿，不比流水线生产，一笔一画、一针一线间
都饱含着中国文化的意蕴。

苕霅村的舞龙文化

据清光绪《奉化县志》记载，早在南宋
时期，苕霅村已有舞龙，俗称滚龙灯、盘龙
灯，之后逐渐演变为布龙。舞龙也由祭祀
祖先、祈求甘雨的一种仪式，嬗变成为一种
文娱活动。到了清末民初之间，逐渐形成
了一套固有的程式。2011年，苕霅村被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布龙发源
地。

陈行国从十六七岁开始接触布龙，40
多年过去了，一辈子没离开布龙的陈行国，
不仅成了村里第五代布龙传承人，也成为
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
人。

“村里的老小差不多过年过节都会耍
布龙，也有不少人慕名到苕霅村学习舞
龙。”陈行国告诉记者，“目前，奉化乃至宁
波的布龙学习氛围在逐步兴起，从幼儿园
的娃娃龙到60多岁的老年龙，舞龙队伍数
量正在逐年上升。去年，奉化的幼儿园也
成立了娃娃舞龙队，专门开设了布龙实习
场，供园里的小朋友学习舞龙技艺。每年
过年过节，宁波各地农村也有布龙游行活
动。

“去年，台湾新竹市的舞龙协会舞龙队
使用过我们的布龙后，正考虑用我们制作
的布龙替换东南亚的布龙。”陈行国骄傲地
说，“因为我们制作的布龙，无论从形状、颜
色以及寓意传承，都更贴近两岸的风俗习
惯。”

陈行国与他的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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