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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华夏民族以龙为图腾，崇尚龙文化，龙

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的长河中，龙不仅是权力和尊贵的象征，更承载

着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文化传承。象征华夏民族精神的舞

龙，气势雄浑豪壮，恢弘磅礴，广泛流传于祖国的大江

南北 [1]。铜梁龙舞，则作为中国龙舞文化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了

华夏民族的豪迈与智慧。1

一、龙舞文化的起源与演进

1.舞龙活动的起源及其文化探究

龙舞，亦称舞龙或龙灯，是中国杰出的民族传统体

育活动，深受中华文化艺术的熏陶，并在中国历史长河

中占有一席之地。通过文献回顾和文化探究，见表 1。从

源远流长的龙文化到历史悠久的舞龙活动，它们在不断的

发展与变迁中，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最终形成了具有独

特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

教育背景对舞龙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其从原始的

宗教仪式逐步演变成集群众参与、娱乐休闲、身体锻炼和

竞技对抗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育活动 [2]。

2.舞龙的演变历程

通过研究《渊鉴类函》、《骈字类编》、《中华全国风

俗志》等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概括出“龙舞”的演变历

程，如表 2 所展示。龙舞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历经

沧桑，有过辉煌时期，也曾面临衰落的危机。它的表现

形式多样，包括了幻术表演的“鱼龙变”、具有观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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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灯”，以及发展至现代的“舞龙”。真正意义上的舞

龙起源于明代的“手举舞龙”，这不仅是一种祈雨的宗教

仪式，也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体育性质的活动 [3]。

表2　龙舞的演变历程

朝代 演变历史

汉代

唐代

宋代

元朝

明朝

清代

《汉书》记载的“鱼龙漫衍”是一种幻术，与祈雨

无关。

西域幻术杂戏被禁，元宵节的观灯活动取而代之，

称为“灯会”。

出现了“宝距火龙”、“草缚成龙”，虽非手举舞龙，

但已有草龙舞蹈的雏形。

汉人礼仪和节庆受忽视，以祈神赛社为主的“元宵

灯会”几乎消失。

舞龙活动开始具备龙头、龙身和龙戏，成为具有体

育活动性质的真正意义上的舞龙。

舞龙在表演艺术上追求形神兼备，达到历史上的一

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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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舞龙，深植于中国传统民族体育，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群众基础，广受青睐。铜梁龙舞，作为重庆的文

化象征，享誉世界。本研究旨在挖掘铜梁龙舞的历史与艺术特色，探讨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创新，以实现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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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龙舞运动的源流与文化分析

源流与文化 分析

文化内涵

历史演变

现代发展

龙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图腾信仰，它

是一种虚构的生物，体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和文化认同。

历史上，龙被视为掌控天气的神灵，人们通

过舞龙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以期获得丰收。

这一习俗自先秦时期便已存在，并在汉代广

泛流行。到了唐宋时期，舞龙不仅是一种宗

教仪式，更演变成了民间庆祝活动中不可或

缺的娱乐形式。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舞龙活动逐渐转型为一

种广受欢迎的群众性娱乐。1991 年，国际龙

狮总会的成立标志着舞龙运动的国际化步伐。

1995 年，舞龙被正式列为国家体育竞赛项目，

进一步推动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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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铜梁龙舞的发展概况

1.铜梁龙舞简介

放眼全国，虽随处可见舞龙之景，但若论及舞龙的

历史渊源、规模宏大、样式繁多、形态各异，铜梁舞龙

堪称佼佼者 [4]。铜梁龙舞，这一流传于重庆市铜梁区的

传统艺术，以龙为象征，融合了民间音乐、手工艺、美

术及舞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俗舞蹈艺术。它不仅是

重庆的文化标志，也荣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殊荣。

起源于明朝，铜梁龙舞至清朝时已极为盛行，并在当代

蜚声国际。其艺术形式深植于本土文化，与民间传统紧

密相连，展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尤其是铜梁火龙和铜

梁百叶荷花龙闻名遐迩。铜梁龙舞分为龙灯舞和彩灯舞

两大类别，具体分类详见表 4。

表4　铜梁龙舞分类

两大系列 主要内容

龙灯舞

彩灯舞

火龙、荷花龙、大蠕龙、稻草龙、小彩龙、笋

壳龙、黄荆龙、板凳龙、正龙、竹梆龙、十个

品种。

开山虎、蚌壳精、鱼跃龙门、泥鳅吃汤圆、三

条、猪啃南瓜、十八学士、亮狮、犀牛望月、

高台龙狮舞、雁塔题名、南瓜棚十二个品种。

2.铜梁龙舞的历史与现代传承

铜梁龙舞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于清代道光年间的《铜

梁县志》，描述了正月期间的灯节盛况，其中舞龙活动

尤为引人注目：“上元张灯火，自初八九至十五日，辉

煌达旦，并扮演龙灯，喧阗街市。”这一传统吸引了众

多远道而来的观众，形成了“大足朝佛，铜梁观灯”的

俗语，在巴渝地区广为流传。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铜梁龙舞通过挖掘文化记忆、发展特色产业、促进文

旅融合以及弘扬人文精神，成功实现了传统艺术的现

代转型 [5]。

铜梁龙舞不仅在国内重要庆典如 1984 年、1999 年、

2009 年的国庆盛典中亮相，还参与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和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更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受

邀至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展示其艺术风采，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铜梁

龙舞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价值，成为了国

家级文化品牌 [6]。

2006 年，铜梁龙舞被正式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铜梁龙灯成为中国龙文化的杰出代表。铜

梁舞龙队荣获“中国国家舞龙队”的称号，铜梁龙具和

龙舞套路分别被指定为全国舞龙竞技比赛的标准道具和

标准套路。铜梁区也被国家文化部誉为“中国龙灯之

乡”，铜梁龙舞成为中国龙文化的标志性象征，被誉为

“中华第一龙”。

三、铜梁龙舞的特色

1.铜梁龙舞的形态特征——宏大、修长、生动

铜梁龙的“大”不仅体现在其体型的宏伟，更在

于其造型的夸张与艺术表现。在美术工艺上，它融合了

素描、国画、刺绣、剪纸等多种技艺，并采用了戏剧脸

谱的绘制手法，通过精细的线条勾勒和色彩运用，强调

了龙的威严与生动，赋予其壮观的气势和丰富的神韵。

“长”体现在龙身设计上，通常以 24 节气为灵感，由 24

节构成，每节都设有透光的空洞，其中“大蠕龙”的长

度甚至可达百米，象征着节气的连续与完整。“活”则指

在舞龙操作中巧妙地应用机械原理，开发了手摇、发条、

电动等多种驱动方式，让龙的动作更加灵活和生动。龙

头设计充满力量感，眼神犀利，身体既有铁骨般的刚健

也有柔软的质感，尾部灵巧，整体造型栩栩如生，色彩

斑斓夺目。

2.铜梁龙舞的动态魅力

铜梁龙舞的表演总是以灯牌引领，云雾缭绕，营造

出神秘而壮观的开场。一系列如“龙出洞”、“拜四方”、

“如 意 梭 ”、“三 环 套 ”、“龙 戏 珠 ”、“双 起 塔 ”、“滚 黄

沙”、“大回宫”等传统套路，不仅变化多端、环环相扣，

而且各具特色，既有磅礴的气势，也有悠然自得的闲适，

展现出自由奔放的快乐，以及如痴如醉的追求和不可一

世的豪迈。这些套路经过创新与提炼，不仅增强了舞蹈

的艺术性，也提升了健身和娱乐的效果。在不同光线下，

铜梁龙舞展现出华丽或朦胧之美。慢节奏表演庄重抒情，

快节奏则活力四射。以宏大道具和动作，结合广阔场景，

创造出震撼的视觉效果，辅以激昂情绪和欢快音乐，营

造出喜庆热烈的氛围，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和民

间生活的热情 [7]。

3.铜梁龙舞的艺术特色

铜梁龙舞不仅扎根传统，更融会了现代元素。不单

运用传统的锣鼓配，还利用现代电子和声效果，把传统

演奏与现代器乐紧密结合，编写新的乐曲，营造江海波

涛汹涌、神秘莫测的意境，让观众体验身临其境之感。

近年来，铜梁龙艺术团更是打造出非遗山水实景剧《追

梦·铜梁龙》将水云龙、荷花龙、大蠕龙、彩带龙、风筝

龙、竞技龙、夜光龙、稻草龙、火龙等铜梁传统的龙舞

品种以及鲤鱼跳龙门、六畜兴旺、火凤凰等灯舞品种接

连上演，呈现出故事更精彩、舞美更大气、层次更丰富、

场面更火爆的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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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铜梁龙舞的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1.加强铜梁龙舞艺术研究，巩固发展品牌文化

加强艺术研究，塑造品牌文化。铜梁区“非遗”

保护中心应积极履行职责，推动铜梁龙舞艺术的创新

与发展，构建理论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龙舞文

化品牌。

2.培育龙文化产业，促进文旅融合

利用铜梁龙舞和龙灯彩扎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地位，发展龙灯产业，创新产品，拓展市场。同时，

推动龙文化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丰富城市规划，实现

共同发展。

3.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提升公众对舞龙价值的认识，科学管理，多渠道筹

集资金，加强国内外交流，利用多种媒介推广铜梁龙舞。

4.推广铜梁龙舞至校园

铜梁龙文化是民族精神和智慧的结晶，需要年轻一

代的传承。基础教育中应融入铜梁龙文化，开发校本课

程，整合本土文化教育资源，推进龙舞教育，培养龙舞

艺术特色学校和团队。

结语

舞龙运动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它品种多样，

活跃在都市和乡村，遍布大江南北。“越是民族的就越是

世界的”。铜梁龙舞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随着不断

创新和国际文化交流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纳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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