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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炮龙运动体育文化特征与社会功能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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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表明 ,流传于广西宾阳地区的舞炮龙不仅具有民俗的传承性、地域性、宗教崇拜性、民族交融性等特征 ,

而且具有竞技、健身娱乐、维系种族繁衍与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交流和经济发展等价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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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作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图腾 ,历来是华夏

民族最为神圣与吉祥的象征。龙文化是华夏文化最

为绚丽夺目的流源 ,一直漫延到今天。舞龙 ,又名

“耍龙灯”、“龙灯舞”,是汉族传统的舞蹈之一 ,是中

国极富民族色彩的民间艺术之一。在灿烂的舞龙文

化中记载着 :火龙、草龙、人龙、布龙、纸龙、花龙、筐

龙、段龙等近百种之多[1 ] 。而流传于广西宾阳县的

炮龙是我国舞龙运动的一个支脉 ,是舞龙运动百花

园中一技独秀的奇葩 ,是宾阳地区民间艺术中最独

树一帜的一项文体活动。每年农历正月十一为当地

传统的“炮龙节”场面热闹非凡 ,火光冲天 ,其气势雄

浑、粗旷而不野蛮、狂热奔放而又井然有序 ,充满了

热烈吉祥喜庆的气氛 ,有“东方狂欢节”之称 ,堪称中

华一绝。参加过宾阳县炮龙节的人无不为当时的情

景、人物、事件而惊叹、惊鄂、惊喜且颇有收获。笔者

对广西炮龙之乡 —宾阳县 (包括古镇芦圩、黎塘镇、

邹圩镇、新桥镇、新圩镇、大桥镇等)舞炮龙运动体育

文化特征进行了研究 ,并对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功能

进行探讨 ,旨在进一步弘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 ,促进

当地民族体育旅游的开发 ,提高民族地区全民健身

活动的开展。

1 　舞炮龙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明、清以至民国的《宾阳县志》均没有舞炮龙的

记载。直到 1987 年版的《宾阳县志》才载有 :“舞炮

龙是芦圩群众特有的一种传统舞龙形式。始于何

时 ,未能查考”[2 ] 。由于没有足够的历史文献记载 ,

所以关于宾阳舞炮龙的起源至今也是众说纷纭 ,但

舞炮龙历史悠久 ,影响深远这是事实。从历史的一

些蛛丝马迹和宾州 (宾阳县)长者的口述中比较流行

的有几种说法 ,其一 :宋朝的皇　年间 (公元 1053

年) ,宋朝为了征伐南蛮侬智高 ,令狄青大军直赴广

西征剿。但狄军征战至昆仑关时 ,由于地势险要和

侬军的死守 ,狄军屡攻不下。当时正值农历元宵节 ,

狄青为了麻痹侬智高 ,便下令驻扎在宾州城的兵士

大闹元宵之夜。狄军多为中原一带的人 ,擅长舞龙、

杂耍等多种技艺 ,他们以稻草扎成龙 ,以火烧竹子 ,

既当照明 ,又把竹子燃烧爆裂后发出的噼啪有声而

当做爆竹而狂舞龙。侬智高获悉 ,便放松了戒备 ,而

狄青则趁此连夜出击 ,攻克了昆仑关。其二 :是驱瘟

疫、送瘟神的说法 ,芦圩舞炮龙原因源于一次瘟疫。

清朝年间 ,宾州城里发生人瘟 (霍乱病) 。为了防止

瘟疫从州城蔓延到芦圩 ,有人提出用火药薰 ,因为火

药里有硫磺 ,可以起到驱邪杀菌作用。于是有人想

到舞龙放炮。这个建议 ,得到大家赞成 ,于是就开始

舞起炮龙来。其三 :是舞炮龙源于宾阳当地的“灯酒

节”(宾阳当地的一种古老风俗传统 ,当地把“灯”也

称读为“丁”,两者谐音 ,丁者男丁也 ,添丁俗称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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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这是当地一个祈求人丁兴旺的风俗 ,而且“灯

酒节”恰逢农历正月十一 ,与现在的“炮龙节”时间相

吻合。其四 :炮龙是由宾阳县城芦圩镇卢氏家族开

始舞起的。1664 年 ,卢氏 3 兄弟由广东水花龙门迁

移到宾阳 ,在把这一习俗移植到宾阳 ,且流传至今。

综述以上四种说法 ,笔者认为以第二和第三种说法

来解释更为适当。宋代狄青军队的舞龙只能算是舞

炮龙的雏形 ,称不上真正意义的舞炮龙 ,因为宋代狄

青时期距现在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专家学者一致

认为当今宾阳的炮龙只有两百年左右的历史。另

外 ,每年舞“炮龙”时 ,舞者所戴的藤帽上都写着“大

清龙帽”字样 ,现在仍旧传承着这一习俗。所以笔者

认为宾阳县的舞炮龙形成于宋代 ,而兴起于清、民国

时期。流传于当今宾阳县的“炮龙节”是汉族与壮族

文化融合共生的杰出代表。“龙”与“炮”的有机结

合 ,相得益彰 ,是宾州人标新立异的杰作。近年来 ,

舞炮龙运动作为一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越来越受人

们的喜爱及关注 ,2006 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中

华一绝”栏目作了专题展播 ,2007 年 1 月被列入第

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 年炮龙节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宾阳的

炮龙节期间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游客人数达

30 万人以上 ,直接经济效益达 5 500 多万元 ,成为了

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项支柱产业。

2 　舞炮龙运动的体育文化特征

211 　民俗传承性与地域性

民族传统体育所具有的地域性、传承性 ,使其民

族文化特征在一代又一代自我复制中得以保存[3 ] 。

舞炮龙是宾阳县特有的一项群众性的民族民间文体

活动 ,历史悠久 ,习惯于每年灯酒节 (农历正月十一)

举行。独具宾阳地域传统特色 ,极具刺激性 ,与全国

其他地方的舞龙截然不同 ,这里的舞炮龙之前要先

在庙会举行隆重的“开光仪式”,开光仪式后方可万

炮齐鸣 ,火光冲天 ,巨龙狂舞 ,舞龙者身着舞龙裤 ,赤

裸上身 ,却丝毫不惧万炮烧炸 ,直至最后把整条龙炸

得面目全非 ,最后把龙投进火中 ,让它随着熊熊的烈

火升天。至此 ,舞龙就算结束。整个过程贯穿着求

乐、求子、求财、求福、求平安、求吉祥等喜庆氛围 ,按

当地的习俗认为舞炮龙者有吉祥兴旺 ,将往年的“晦

气”弹烧而尽 ,新的一年风调雨顺、生意兴隆、五谷丰

登及喜添贵子之意。宾阳县城 (古称宾州) ,是一个

具有历史悠久的古城 ,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

聚居县 ,聚居着壮、瑶、苗、侗、仫佬、毛南等多少数民

族 ,汉民族大多是从北宋狄青剿侬智高后从中原地

区迁徙而来 ,使汉族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更多

地传播到壮族地区 ,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

至明末清初社会状态及民俗、居民基本稳定下来。

中原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经过长期的磨合与交融 ,

逐渐形成了当地独特的文化。“舞炮龙运动”是其中

杰出代表之一 ,“炮龙节”成为了当地传统的习俗。

212 　崇拜仪式与传承神秘性

中国的龙崇拜有 5 000 年以上的历史 ,龙与皇

权挂钩的历史也很久远 ,从黄帝时就开始了。人们

认为龙是远古时代的一种图腾 ,一种崇拜物[4 ] 。舞

炮龙之夜七时正 (北京时间十九时)在庙宇或社稷之

处开光 ,寓意着请龙下凡 ,把吉祥和好运送到民间。

群众摆上祭品 ,点燃香火 ,所有的炮龙同时拜天拜

地 ,由会首 (或师人)解开炮龙眼睛上朦着的红绸缎 ,

咬破公鸡之冠 ,将鸡冠之血喷洒到龙的眼睛上 ,射出

两道强光 ,顿时 ,万炮齐鸣 ,锣鼓宣天 ,巨龙闻炮起

舞。古老的仪式为闹炮龙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纵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大都源于民族繁衍、生

产劳动、宗教祭祀和节日庆典 ,而且蕴藏包容了许多

美好神奇的传说故事 ,在传承过程中 ,往往带有神秘

的文化色彩[5 ] 。

213 　民族交融性和民间规约性

广西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 ,广西境内

除汉族外 ,还生活着瑶、壮、苗、伶、侗、土著等少数民

族。舞龙是汉族的传统项目 ,在迁徙过程中把中原

先进文化传到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 ,中原汉族与广

西境内的少数民族经过长期的磨合与交融 ,逐渐形

成了当地独特的汉文化 ,舞炮龙可称为是汉族与少

数民族文化融合共生的杰出代表。民间的文体活动

有很强的民间规约性 ,这种规约性是中国民间体育

的品格特征 ,既约定了游戏规则 ,又对人格品行作出

了严格要求。在炮龙节的开光仪式中 ,围绕着龙就

有一系列的禁忌 ,如不许除舞龙者、开光者之外的人

触摸炮龙 ,也不许踏入开光的老庙内 ,开光时的围观

的人要保持肃静[6 ] 。据宾阳县民间炮龙艺术协会会

长伍文安称 ,在当地有不成文的规定 ,“炸龙”时使用

的鞭炮一般为普通的排炮 (也称龙炮) ,如爆炸威力

大的电光炮、鱼雷炮一般都不用 ,而且当这一家的爆

竹未放完时 ,炮龙是不能到另一家去舞的 ,因此 ,舞

炮龙通常要通宵达旦 ,炮龙才舞过一条小街。整个

活动粗狂但有序 ,人们都能自觉遵守着规约。

214 　较强的观赏与群众的参与性

舞龙是一种集武术、舞蹈艺术、民族鼓乐等综合

因素的体育项目。炮龙开光起舞后 ,舞龙者丝毫不

畏惧万炮炸响 ,更不畏惧炮仗弹烧自己赤膊之躯 ,其

势其景 ,蔚为壮观。男男女女不分长幼 ,纷纷冒着被

鞭炮炸痛、炸伤的危险 ,争相钻进龙肚摸龙身。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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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炮光中游舞时 ,人们纷纷挤到回廊下 ,伺机“钻龙

肚”(即从龙的肚皮下穿行) 。传说人们钻了龙肚 ,用

手摸了龙身后 ,能带来一年的吉祥如意。钻龙肚不

仅给人一种在炮声火光中穿行的刺激感 ,更因它寄

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宾阳县炮龙节期间 ,

外地游客蜂拥而至 ,观者如垛 ,川流不息 ,把古镇围

得水泄不通 ,人们在喜庆祥和中欢度着炮龙节。

215 　具有美学的特性

“暴力美学”起源于美国 ,原常用于作为是一个

电影概念 ,在中国香港发展成熟的一种电影艺术趣

味和形式探索[7 ] 。近年来 ,以“暴力美学”和“狂欢

节”等固有的非主流内涵逐渐被挖掘 ,其内涵也常用

于体育活动中。体育吸引人的原因在于它对暴力美

学和美学暴力的完美结合和诠释 ,如 NBA 比赛中 ,

大力扣篮行为过程中给人们产生一种美感。舞炮龙

运动中的高潮部分及主要亮点就是“炸龙”(居民、游

客往龙身上丢鞭炮 ,舞龙赤膊上阵 ,任由爆竹在身上

爆灼) ,当地人用鞭炮炸龙的“暴力行为”可以说是一

种释放或转移冲突的有效手段。同时这种情感的释

放也表达了人们在强大超自然力面前不肯屈服 ,不

肯一切都“听天由命”的反抗心理[6 ] 。中华民俗一向

缺少西方那种全民参与 ,随心所欲的狂欢气质。而

舞炮龙运动所展示独特“暴力美”,是当今社会满足

人们情绪发泄的稀缺资源。

3 　舞炮龙运动的社会功能

311 　体现个人能力与团队配合的竞技功能

舞龙是一项体力加智力同时投入的创作和表演

活动 ,为了舞出龙的神韵 ,舞出龙的精神状态 ,龙头、

龙尾和各节龙身之间要默契配合 ,技巧性很强 ,表演

者必须长期间的演练、磨合 ,认真体会 ,要练得“耳听

六路、眼观八方”,才能把龙的潜跃翻滚、蜿蜓游动 ,

舞得浑然一体[8 ] 。宾阳炮龙比一般常见的舞龙大许

多 ,短的有 7 节 ,长的有 11 节 ,龙长 30240 米不等 ,龙

头和龙尾由竹篾扎制 ,用砂纸装裱。龙头重达 15220

公斤。举龙头人最关键 ,一般由有较好灵活性、耐力

及柔韧性等精悍男子担当 ,谁举龙头谁摆龙尾都有

分工。按当地的习俗 ,炮龙炸得越烂越吉祥 ,人们把

燃烧着的鞭炮往龙头、龙身里炸 ,舞炮龙者不仅护着

龙 ,躲着炮 ,保证龙头、龙尾和各节龙身之间要默契

配合 ,舞出龙的神韵和龙的精神。舞龙者可分多套

人马轮流举舞。舞炮龙是一项集勇猛、力量、速度、

智慧和团队精神于一体的极具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

运动。

312 　充满激情与冒险精神的健身娱乐功能

体育的娱乐性包括自娱性和娱他性 ,使运动者

和观赏者都能通过体育运动来娱乐身心、调节情感、

陶冶情操 ,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 ,而适应这种

精神需要和娱乐体验的身体运动是任何形式任何地

域人们的心理趋向[9 ] 。舞炮龙是一项极具挑战极具

风险的活动 ,舞炮龙者一般是当地精壮汉子 ,身系腰

带 ,赤膊上阵 ,穿梭在“炮林弹雨”之中 ,勇敢地护着

自己的龙 ,不停地变换方向 ,舞龙者个个都是勇士 ,

哪里鞭炮响得最多就舞向哪里 ,丝毫没有畏惧 ,它不

但具备了西方的“狂”与“欢”特性 ,而且它呈现出东

方文明的特殊气质和魅力 ,竞争而有礼让 ,野蛮而不

粗野。通过参与该项运动能有效地提高人体的力

量、灵敏等身体素质 ,从而增强心血管系统及中枢神

经系统等功能 ,尤其在培养人体的力量和柔韧性方

面更有独特之处 ,这种通过身体的激烈的身体运动 ,

锻炼了肌肉、磨炼意志、达到了强健身体的目的 ,倡

导一种挑战的精神。

313 　利于维系种族繁衍与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

谭华教授认为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 ,绚丽

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包含着 :与民族起源有关

的活动、与种族繁衍有关的活动、与生产劳动有关的

活动等内容 ,从本质上看 ,它们更多地反映了人与自

然力的关系和人对自身来源、自身力量的朦胧认识。

就其功能而言 ,原始民族 (部族) 试图通过这些逐步

仪式化了的身体活动 ,实现自身与主宰自然的某种

神秘力量之间的交流、互渗 ,从而获得某种力量、结

果或实现某种角色认同”[3 ] 。龙是由众多的图腾糅

合形成了巨大的形象 ,而每一部分形象的取舍 ,都是

由民族的审美心理在驱动、支配着的 ,每一部分都有

其象征意义存在 ,牛头 ,象征勤苦、忍从、拼斗 ,代表

着农耕文化 ;蛇身 ,象征性欲 ,代表着性文化 ;鱼鳞 ,

象征多子欲望 ,代表着生殖文化[10 ] 。灯酒节又名炮

龙节 ,每年的正月十一 ,是广西宾阳县汉族和少数民

族共同传统的节日 ,是宾阳县普遍流行的“添丁还

愿”“求丁求财”的传统习俗活动 ,哪个人家在去年生

了个儿子的在正月十一那天都会买灯笼回去挂上。

这天村里或族里大伙会集一起集资办酒席 ,灯酒节

的高潮是晚上的舞炮龙。舞龙者赤膊上阵 ,尽显着

青壮男人强健的体魄和英雄霸气 ,人体力量与美得

到完美的展示。这种独特的舞炮龙活动正是为人类

的发展及种族繁衍所需要的。

314 　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繁荣与发展

多年以来宾阳炮龙节一直受到当地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并得以保护和发展 ,以炮龙节为龙头与宾

阳的民俗、美食文化 (酸粉、白切狗、狗脚、粉利等久

负盛名)及旅游产业有机结合起来 ,有意识地进行组

织、打造、包装炮龙节这一文化品 (下转第 5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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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64 页)牌。当前宾阳县“炮龙节”已成为广

西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狂欢节日”,

吸引来自国内外的游客。2009 年宾阳的炮龙节 ,一

支清一色的由 20 多名女子组成的炮龙队首次亮相。

现在 ,宾阳炮龙节已经由过去单一的文化活动向“文

化经济”过渡 ,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

4 　结 　语

宾阳县“舞炮龙节”这一独具浓厚地方色彩的文

体活动 ,传承着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舞炮龙运动越来越引

起人们的关注 ,其独特的“狂欢”特性 ,得到了现代人

的追捧和选择。人们为了消解紧张生活压力 ,选择

和参与丰富多彩的舞炮龙运动 ,将得到身心皆宜的

效果 ,人们的内心得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其鲜明的

体育文化特征及深厚的社会功能 ,将得到深入广泛

的认识、开发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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