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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龙船 舞龙灯
放风筝 迎春耕……
二月二，这些地方好热闹

昨天是农历二月初二，民间俗称
“龙抬头”的日子，我市多地举行了各
具特色的庆祝活动。

象山县定塘镇田洋湖村上演了
“二月二民俗文化节”，放风筝、捣
年糕、舞狮舞龙、向“百花娘子”献
舞……将民族习俗与现代生活相结
合，展示当地“二月二”百年历史内
涵。

上午9时，一条37米长的金色
巨龙——“茶山老龙”从黄猫洞岗“腾
云而下”，一路舞至会场中央，拉开了
民俗文化节的序幕；接着，一群身着
素衣的姑娘为“百花娘子”贺生辰献
上曼妙舞姿；还有农民画等非遗项目
精彩亮相。

现场的游客也不闲着，纷纷加入
放风筝的队列，还参与“摸龙头”“牛
耕地”“剃喜头”“赶集”“天外年糕”等
特色民俗活动。

昨天上午10点，在位于海曙区
高桥镇的王升大博物馆，一条长9.8
米、宽1.9米、高4.5米的龙船“游”了
出来。工作人员还在龙头前的八仙
桌上摆放了祭祀之物，重现迎龙船祈
祷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
场景。

据王升大博物馆负责人王贤定
介绍，博物馆四面环水两桥相通，旧
称“龙舌头”“龙旗处”。高桥镇历史
上还有著名的“高桥会”，即以“宁波
汤团根在高桥”为主题，展现以民间
传说“南宋皇帝赵构吃汤团”为内容
的场景。昨日展示的龙船，便是当年
为“高桥会”所打造。

王贤定告诉记者，今年他还将对
龙船作进一步完善，计划安装动力设
施，方便行驶，与周边农村文化礼堂
进行互动。

此外，昨天在喧天的锣鼓声中，
鄞州区云龙镇开启了2023“二月二·
龙抬头”龙舟巡游活动；在宁海的官
地严家村稻田和前童镇街老街，人们
通过舞龙灯、吃春饼、赠送祈福礼等
方式敬龙祈雨，保佑丰收；在海曙区
龙观乡五龙潭景区，当地举行了“二
月二龙抬头”民俗非遗节，众多游客
参与了制作糕点、体验投壶和拓印等
游戏活动。 记者 潘苗 谢舒奕

通讯员 胡滢 毛九通

“好机会呀！”昨天下午，得知
水火流星节目入选，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王耀国说，“这是
展现我们风采的好机会，在大舞台
展示水火流星，是对这项非遗的真
正传承，争取让更多人看到。”

水火流星是慈溪市龙山镇实
验小学乡村“复兴少年宫”特色项
目课程，在2月18日的遴选中，凭
借震撼的效果征服了评委，成功加
入亚运会开闭幕式“氛围组”，将有
机会登上“大莲花”舞台。

“亚运会、亚残运会是亚洲的
体育盛会，水火流星能参与其中，
就是为增进亚洲人民大团结贡献

我们的微薄之力。”王耀国的弟子
吴汪坤说，“整整半个月，我们一起
努力，这个结果让我们无比荣幸、
骄傲和自豪！”

据悉，此次站上舞台表演的共
有22人，其中龙山镇实验小学水
火流星表演队15名学生全部登
台。自2021年“双减”政策实施以
来，龙山镇实验小学把水火流星引
入课后服务和拓展课，并纳入学校

“复兴少年宫”特色课程，邀请非遗
传承人王耀国担当授课老师。
2022年 9月，龙山镇实验小学成
为宁波市非遗传承教学基地，为水
火流星的传承注入了更多活力。

水火流星
奉化布龙
爵溪渔鼓
……
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
开闭幕式“氛围组”
满满宁波元素

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开闭幕式
暖场节目杭州、宁波、舟山专场分片遴
选日前结束，共有 109个节目入选暖
场节目资源库。我市选送的24个原
创节目中，包括慈溪龙山水火流星、奉
化布龙等非遗项目在内的多个节目入
选。

象山舞蹈都是
“鱼”和“渔”元素

除了多个龙元素，象山
县选送的舞蹈作品《年年有
余》《渔灯帆船》《象山爵溪渔
鼓》也都入选了杭州亚运会、
亚残运会开闭幕式暖场节目
库。

据了解，《年年有余》为
少儿民间广场舞，作品深挖
象山传统渔灯舞表演元素，
再加入鱼贯而入、方阵起伏、
穿梭游戈、百鱼戏水、群鱼争
食、圆螺旋行、游鱼积塔、滚
灯圆场、急流搏斗、鱼穿龙
宫、鱼跃龙门、渔舟造型12个
传统表演套路组成，在表演
时，鱼群跟着绣球做各种造
型，不断展示游、穿、跃、滚、
翻、登、叠、斗等高难度表演
动作。

《渔灯帆船》共有演员50
人，集中展示象山帆船帆板
基地大海壮阔，鱼儿水下欢
快畅游、帆船水上乘风破浪、
海鸥天空振翅翱翔的生动
场景。

《象山爵溪渔鼓》充分运
用手鼓、腰鼓、脚鼓等技艺，
具有浓浓的象山地域文化特
色，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曾获文化部第十四届“群
星奖”广场舞蹈群星表演奖，
参加过土耳其伊兹密尔国际
文化节、韩国大邱市“2019东
亚文化之都”国际文化交流
活动。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赵婷 赵雪雁 楼美易

除了水火流星，由奉化高级
中学、奉化区尚田街道条宅村两
支布龙队伍合作的非遗节目《奉
化布龙》也脱颖而出，成功入选。

奉化布龙起源可追溯至南
宋。据《奉化市志》记载，南宋时期
奉化境内已有舞龙，俗称滚龙灯、
盘龙灯，初为谷龙、稻草龙，后逐渐
演变为布龙。1990年，奉化布龙
入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
江卷）》，2005年被浙江省政府列
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2006年被文化部列为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996年，奉化被文化部命名为中
国民间艺术（布龙艺术）之乡。

在800余年的演变发展中，奉
化布龙表演形成了独特风格，仅传
统套路就有40余个，有的套路已被
用作国家体育舞龙比赛的规定动
作，并且被国内众多龙舞所采用。

我市另一个入选的“龙”元
素，是来自镇海职教中心舞龙社
的民间广场舞蹈《九龙柱》。

参选现场的舞台上，《九龙
柱》中的九条大龙腾空而起，四周
小龙环绕。根据镇海民俗改编创
作而成的《九龙柱》，将传统的横
龙改成竖龙表演，并加以众多小
龙嬉戏烘托，运用高难度的舞蹈
技巧，集中演绎了巨龙昂首、中华
腾飞的盛世美景。

据了解，镇海职教中心舞龙
社邀请了镇海区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郑适民担任指导老师，在校
内建立了“九龙柱”传承基地，并开
设社团课，每周两课时开展排练。
社团成立以来已斩获多项殊荣。
2021年参加浙江省民间音舞大型
广场展演，夺得最高荣誉“精品
奖”，2022年参演浙江省全民艺术
节闭幕式暨三团三社展演活动。

宁波多个“龙”元素脱颖而出

“复兴少年宫”传承非遗文化

水火流星表演水火流星表演。。

奉化布龙表演奉化布龙表演。。

爵溪渔鼓表演爵溪渔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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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龙船从王升大博物馆“游”了出来。
记者 潘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