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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团堆花在江南享有盛名。每逢

喜庆日子的时候，老百姓都会做一些
糕团堆花，图个好彩头。新年临近，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华焕仁又忙
碌了起来。今年，他特意制作了一批
龙元素的糕团堆花，以独特方式迎接
龙年的到来。

华焕仁从 13岁开始跟着母亲学
习制作糕团堆花。50 多年积攒下来
的功夫活，华焕仁已经做到了手上有
数，不仅揉出的团子软硬适中，而且
每个团子重量误差都不会超过一两。
“糕团不仅需要全程手工揉搓，还要用

柴火烧的炉子来蒸。”话毕，华焕仁将
蒸熟的糕团取出，拿出陪伴他几十年
的剪子、镊子，开始堆花。

普通的花样相对简单，十来分
钟就能做出一件作品，难的是像
“龙凤呈祥”“年年有鱼”等花样。
将各种颜料加到米粉里，搓、捻、
揉，两小时后，一条黄色的龙就做
成了。“这是龙须，那是龙爪。”
巧手下，一条条惟妙惟肖的“龙”
盘在大小各异的糕团上，色彩丰富、
形象生动，碰撞出非遗技艺与现代
艺术的火花。

新石器时代开始，几乎所有的文化层中都发
现有龙形图像、器物。传承至今，龙以神秘、刚
健、智慧、尊贵的形象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中。武进博物馆中，便藏着“龙”的痕迹，以文
物见证历史。

淹城遗址除了保存完整的三城三河地面城池
遗址，还有数量众多的出土文物，其中青铜器造
型尤为奇特。在武进博物馆“春秋淹城”展厅，
陈列着双兽首三轮青铜盘，盘底下装有可转动的
三轮，轮前两侧伸出两条长颈回首的夔龙形象，
大目圆睁，吻部前伸，长颈上部饰鳞纹，腰部刻
划有双翅纹饰，具有典型的吴国青铜文化风格。

中国人把玉视作天地精气的结晶，对龙的崇
拜自然而然地同玉器相结合。馆中的白玉苍龙教
子带钩是清代乾隆年间非常流行的一种纹饰，苍
龙威严教诲，螭儿虚心听教，整体造型美观，雕
工精细，有“望子成龙”之意。

去博物馆追寻千年文脉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在武博，还能看到很多龙纹饰，如“夔龙纹”
“蟠螭纹”“蟠龙纹”“顾龙纹”“双体龙纹”
“双头龙纹”等。春节假期，武博免费对外开放，
市民朋友们可以来此参观，丰富假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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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声脆响，鼓声铿锵，五彩鞭龙上
下翻腾、左右盘旋，时而夭矫飞舞，时
而昂首冲空，时而回首缠尾……作为
集竞技、观赏、娱乐于一体的全身
性运动项目，近年来，鞭龙在全国
各地逐渐兴起，深受广大健身爱好
者的喜爱。
“传统的舞龙专业性要求高，且

有场地的限制，不适合全民健身，但
鞭龙介于艺术体操和传统舞龙之间，
动作潇洒带劲，既能健身还能娱乐，
也因此吸引越来越多人加入这项运
动。”常州市健身鞭协会会长张怀香
介绍，现在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参与
到舞鞭龙的队伍中来。

鞭龙既可一人单舞，也可多人
共舞。舞鞭龙时，重心稳定、上身
前倾，手上动作要顺势，先用手轻
轻倒写‘8’字，待龙伸展开来，再
稍微用力甩动，龙就活灵活现起来。
市健身鞭协会还将鞭龙带进校园，
让同学们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传承
“龙”精神。

春节期间，市健身鞭协会将在
淹城春秋乐园舞动鞭龙，为大家带
来视觉盛宴，也祝福全市人民健康
长寿，幸福快乐，充满“龙”的精
气神。

舞出“龙”精神
□记者陈寒秋

在中国文化中，龙具有特殊地位，象征着吉祥、繁荣等美好寓意。甲辰龙年

到，龙元素“龙”重登场，处处龙气满满。从鞭龙、赛龙舟到非遗龙文化，再到

龙地名，武进人对龙喜爱和尊崇，同样也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辰龙年，棕编龙。棕编是指尖
的艺术，技艺传承人俞家祥平日里
就喜欢研究“龙”，今年更是创作
了 7种、上百条“龙”，用双手编
织梦想，用棕编传承精神。

蛇、牛、兔……俞家祥创造的
“动物世界”令人眼花缭乱，今年
的棕编龙格外受到市民欢迎。“龙
为春节增添了一抹祥瑞色彩，有位
顾客一次性选购了 60多条‘龙’，
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俞家祥
说。

2023年，俞家祥的“俞氏棕
编”成功申报了区级非遗，他的
“守艺”之心也愈发地坚定执着。
传承和弘扬非遗，提升文化自信，
不光是棕编，各行各业的非遗传承
人纷纷“出手”，创作出各类龙年
主题的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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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城，“龙地名”
随处可见。据不完全统
计，“龙地名”在常武地
区约有 300处，其中武进
国家高新区就有 40余处，
它们散落在城乡各个角
落，使常州成为了名副其
实的龙城。
“龙地名”中，寺庙

有白龙观、龙潭庵、乌龙
庵、九龙禅寺 （庵）、白

龙庵等；街道有龙虎塘、
青龙等；社区有湖塘镇龙
潭社区等；山名有雪堰镇
龙王坞、雪堰镇龙泉山
等；河名有南夏墅街道的
顺龙河、龙资河，兰陵街
道的龙游河，青龙街道的
青龙港等；地标名则有石
龙嘴、龙船浜等。而常武地
区的青龙古桥特别多，保
存至今的至少有6座，分别

位于郑陆镇焦溪老街、南
夏墅街道港桥村、西湖街
道塘门村、孟河镇孟城社
区、湟里镇武宜村和横山
桥镇横山桥村。

从古至今，人们习惯
将动物引入地名，所以新
春打卡“龙地名”也是件雅
事。大家可以借此契机，了
解、探讨自己家乡、村落的
地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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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龙舟精神、迎甲辰龙年。
龙舟文化源远流长，常州首支业
余龙舟队———龙城龙舟队也趁着
新年到来之际进行下水训练，进
一步传承和弘扬龙舟文化，赛出
运动风采。

训练现场，队员们跟随鼓点
卖力划桨，动作整齐划一，龙舟

如同箭一般掠过水面。从岸上看
龙舟，就像一条“大龙”，一条龙舟
上标配是 22人，有 20名桨手、1
名鼓手、1名舵手。在大家看来，赛
龙舟成绩是次要的，除了锻炼身
体和意志，更是一个考验团队协
作和意志力的活动。

队员王巍洪是龙舟队组建人

之一，同时也是一名领桨手，掌控
着整个龙舟的桨频和速度。“我接
触水上运动已经8年了，作为土生
土长的龙城人，对赛龙舟这一运
动更有一种别样的情结。”王巍洪
说，龙舟是一个集体项目，能够把
大家的热情激发出来，从中获得
健康和快乐。

糕团堆花与“龙”共舞
□记者蒋雯

记忆中，年画是贴起来的风土人情，也是年味的
一部分。说起年画，不得不提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手工木版年画。龙年至，常州木刻印绘年画非遗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张振宇将“龙元素”融入年画中，
表达对新年的祝福，传递浓浓的年味。

单银娣艺术研究院展出着张振宇的精彩作品及藏
品，一张张工艺精湛、色彩鲜艳、龙年主题的木版年
画令人眼花缭乱。木版年画的工艺并不简单，从出
稿、刻版、印刷、彩绘到装裱，每一步都要下足功
夫。“技法很重要，拿棕刷的手一定要平稳，雕刻的
板子要选择硬度高、密度大的。”张振宇告诉记者，
今年是龙年，他特意制作了龙年的 套色版，为大家
送去新年祝福，“既可以作为摆件，也可以挂在家里
作为装饰画，寓意着祥瑞与好运。”

刻在骨子里的“龙舟精神”
□记者蒋雯

手工木版年画
留下传统味道

□记者蒋雯

甲辰龙年到来，在武进藏书票博物馆内，
一幅幅精美的藏书票铺满作品展示台，浓浓的
年味带着厚重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藏书票收藏家王嵘创作了一系列龙主题藏
书票，将藏书票技艺与传统年俗完美融合，传
递生肖文化之美：青花瓷系列色调呈现淡雅沉
静，以青花绘出云龙纹图案，素雅丰富而多层
次；五福临门系列作品主色为金黄二色，使用多
版套色技法，烘托出龙年氛围；纸刻版系列的龙
活灵活现，蜿蜒于现代建筑之上，蔚为壮观……
“今年创作了多款藏书票红包，如五福临

门、盛世龙腾等，希望传统文化能够在潜移默
化间发扬光大。”王嵘表示，藏书
票作为一个新的文化载体，
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是非常有益的。

“龙里龙气”藏书票
□ 记者蒋雯

处“龙地名”讲述龙城故事
□记者陈寒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