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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四月初八前，隆安县城
厢镇国泰社区都会异常忙碌，一群
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的老人聚集在
一起，研究如何将稻草龙编织得更
结实、更华丽。随着稻草在老人们
手中熟练地揉拧、编扎、捆绑、拼
接……稻草龙的雏形逐渐呈现在人
们眼前。

隆安县作为壮族稻作文化的发
源地，也被称为“那”文化之乡，
其中大龙潭遗址是“那”文化最集
中的大石铲祭祀遗址，可见，壮族
先祖农耕稻田文化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在不断发展中，稻草龙这项
传统体育活动也在这片土地应运而
生，2016年，隆安稻草龙被列入第
六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

隆安稻草龙集传统体育与民俗
文化于一体。自古以来，在稻作文
化的影响下，隆安当地人尊重稻
田、崇拜稻田、世代在土地里耕耘
收获，并感恩稻田能带来丰衣足
食，也相信稻草能够压邪气、祈福
泽，以此寄托美好的愿望。传说在
明朝嘉靖年间，人们从事水稻生产

的时候，常常遇到难以抗拒的禽兽
抢食、旱灾和涝灾，勤劳智慧的人
们便用稻草在田边扎成人或兽的形
状吓赶，并逐渐开始用稻草扎龙，
以表达对龙的崇拜，认为这样可以
驱走虫害和“田鬼”，同时向上天
求雨，祈祷来年生活风调雨顺。渐
渐地，便形成了稻草龙文化。

隆安稻草扎龙技艺主要以稻草
为主要制作原料，分为龙头、龙脊
（龙身）、龙尾，一般扎龙团队由15
人组成，分工协作。使用竹篾条扎
成龙头的架子，白色泡沫刻制龙
牙，红色的塑料制成舌头，龙须则
用编织好的钢丝制作，最传神的龙
眼用的则是特制的材料，在晚上还
可以发出光芒，真正起到了画龙点
睛的效果。用竹篾制作骨架，龙身
一般分为 7 节，全身制作技艺精髓
在于龙鳞的编扎，整龙龙鳞由一根
根细扁的稻草秆揉拧、编扎、捆绑
而成，共约1000多片，非常考验扎
龙者的耐心与技艺。最后用纱纸搓
成绳子捆扎连结，在龙头、龙身、
龙尾等处点缀色彩斑斓的彩绘。择
吉日，由德高望重的族长或稻草龙

的传承人通过祭天拜神仪式，用毛
笔蘸朱砂点晴开光后，一条栩栩如
生的稻草龙便制作完成。成品稻草
龙龙头高昂、龙眼有神、龙身雄
力、色泽金黄、栩栩如生，仿佛时
刻能腾云驾雾，盘旋飞起，时刻能
兴风作雨。

稻草龙一般为一对，其规格为
25 米和 18 米。稻草龙舞龙活动主
要在春节期间、农历四月初八农具
节、五月十三庙会、六月初六稻
神祭举行。舞龙队一般分为男女两
队，在色彩上分为男红黄，女青
蓝，每队10 人，其中9人掌龙，一
人掌龙珠，龙前还配有锣鼓队和虾
兵蟹将及掌彩灯、转罗伞等，整个
舞龙队伍多达35人，浩浩荡荡，气
势壮大。春节舞龙，作为降福于
人、滋润大地五谷生长的稻草祥龙
在穿街入巷和穿门入户时，人们便
踊跃上前抢拔龙须，扎于自家鸡
笼、猪圈、牛栏和谷仓，以求六畜
兴旺、五谷丰登和吉祥平安。元宵
节则是送龙入海的日子，双龙翻翻
滚滚舞到江边，即点火焚烧，扬
灰于江水，表示祥龙已归大海，
也意寓着农业的春耕春插将伴随
着春风春雨来临，掌管云雨的祥
龙归入大海，将带来风调雨顺的好
年景。人们总会在特殊的节日，兴

高采烈地舞动着稻草龙穿行于村落
之间、田野之间与庙会之间，祈祷
能得到祥龙的福瑞与庇护。

现年72岁的陆礼兴是隆安县城
厢镇民安街北一里人，19岁随陆蔚
添等师父学习扎稻草龙技艺。陆礼
兴是第六代隆安稻草龙传承人，他
带领隆安稻草龙舞龙团队全面继承
了前辈的扎龙、舞龙技艺，并将其
全面融入隆安“那”文化活动之

中，在县内外的隆安稻草龙表演和
赛事中频频获奖，使隆安稻草龙这
一民俗活动得到传承。隆安稻草龙
作为隆安县以“那”文化特色的原
生态风景民俗旅游表演项目，参加
2023 中国隆安“那”文化旅游节、
民族趣味竞技运动会开幕式表演
等，传递浓浓的节日文化，舞出了
壮乡人民的精神风貌，种下了文化
自信的种子。

拣选麦秆，剪头掐尾，穿针引
线，缝合压花……编花篮的每一步
她都熟记于心。她就是巴别小学花
篮编织队伍里最为灵巧的一员陆馨
睿。陆馨睿说她的奶奶是村里编织
麦秆花篮的能手，受奶奶影响，她9
岁就开始学编花篮了。

陆馨睿的奶奶梁秀群，田阳县
巴别乡三坡村人，现年 70 岁。梁秀
群 12 岁开始跟着村里人学编花篮，
心灵手巧的她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
全套花篮制作工艺流程。1972 年，

凭着精湛的编织技艺，梁秀群同村
里的几位姑娘被当时的田阳县外贸
局招到外贸站进行花篮编织，编好
的花篮作为外贸出口工艺品外销，
花篮的鼎盛期也是在那时候出现的。

走进梁秀群的家里，在一张大
大的八仙桌上我们看到了那些精美
的花篮成品，这些花篮根据型号分
大、中、小三种，根据形状分方、
棱、扁、圆四种，花篮的花样有镂
空、麻花等多种造型。花篮由里外
两层麦秆交织而成，中间夹着五颜
六色的鲜亮绸布，篮盖上除了绣上
花鸟等图案，还绣上“福”“寿”

“祥”“和”等字样。梁秀群告诉我
们，编织传统花篮的主要原料是精
选的小麦秸秆，制作工艺按步骤进
行：首先，根据花篮大小把竹条削
成薄片，竹条用沸水煮过 （增加竹
条的柔韧性并起到杀虫的目的） 后
围成框圈，用精致麦秆在框圈上编
织成底座。其次，在底座插两层麦
秆支撑花篮主体，期间加入各种颜
色绸缎布料，继续编织直至顶口。
再次，编织花篮顶盖，制作花篮提
手，根据设计需要在篮盖边缘绣上
各种图案和字样。最后，将花篮做

染色技术处理，加以漂白，晾干即
为成品。三坡村人编织花篮的习俗
年代久远，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三
坡村家家户户都要拿花篮装上糯米
饭、鸡蛋、水果等外出踏青、祈福，
小孩相互嬉戏，大人对唱山歌，大家
其乐融融。当地 83 岁高龄的老支书
罗安百说，三坡村这个传统习俗已有
上百年的历史了。

时过境迁，新时代的浪潮一直
在冲击着传统技艺的发展，麦秆花
篮也曾一度出现了萧条期，为使麦
秆花篮这种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传
统工艺得到传承发展，当地政府和
有关部门组织梁秀群等人改良花篮
编制技术、更新设计，同时，还培
养了一批老中青三代代表性编织技
艺传承人。为了扩大田阳壮族麦秆
花篮的社会影响，各部门又大力举
荐、组织梁秀群等传承人拿着花篮
去到北京、天津、深圳等地参展。
商展的机会多了，麦秆花篮的销路
也渐渐复苏了。梁秀群说，现在好
多单位、团体都是一批一批地订购
产品。

梁秀群已编花篮 50 几年了。不
管时代、生活怎么变，梁秀群执着于

花篮编织的一颗匠心却从未改变，她
不仅把花篮编制技艺相承了下来，还
不吝地传给了更多的身边人。梁秀群
还积极配合各部门带着花篮到各地参
展，2017年，梁秀群曾赴澳门参加第
九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活动。在
参展中，梁秀群获得了很多荣誉：
2019年编织的《壮乡花篮》在第二十
届中国工艺美术大使作品暨手工艺术
精品博览会上获“百花杯”中国工艺
美术美术精品奖银奖，诸如此类的获
奖证书梁秀群共收藏了 16 本。2019

年，梁秀群被认定为田阳壮族麦秆花
篮编织技艺项目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作为传承人，梁秀群一直致力
于麦秆花篮编织技艺的传承活动。
如今，她除了在本地传承技艺，还
去百色学院、广西机电工业学校等
高校开展教学活动。她希望大学校
园的文化新元素能够与传统文化碰
撞出新的火花，可以为田阳壮族麦
秆花篮编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拓展
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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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队奏乐。▲给稻草龙编花带。

▲大年初一，舞龙队员在隆安县蝶城广场舞稻草龙。

田阳壮族麦秆花篮编织技艺

▲麦秆花篮。 ▲梁秀群（右）教孙女陆馨睿编织技艺。

隆安稻草龙隆安稻草龙隆安稻草龙

□ 廖天娥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