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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报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震耳欲聋，人群的欢
呼声一阵又一阵，黑夜中一条条金色的巨
龙在炮火的照印下狂热舞动，热闹无比。人
们纷纷争先恐后地冲进炮龙身下，以期穿龙
肚、炸龙身而博得一年的好彩头。这是宾阳
县开展的民间舞炮龙活动的震撼场面。宾阳
炮龙节是融合了汉、壮民族文化特色的一项
综合性民间节庆活动，也是宾阳县最为隆重
的民间传统节目之一。2008 年，宾阳炮龙节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炮龙节历史悠久，当地传说节日起源于
宋朝，当时宋朝狄青与侬智高在昆仑关大
战，在元宵节前夕，狄青为了制造假象，命
士兵们扎龙起舞，号召家家户户鞭炮齐鸣，
并大摆宴席聚众欢腾。就在当晚，趁敌人放
松警惕，狄青带领精兵突袭，夺下昆仑关，
当地百姓便认为舞炮龙是一件吉祥之事。从
此以后，每年正月，宾阳都处处锣鼓喧天、
八音伴乐、炮声阵阵，当地人们手舞炮龙，
走街串巷，分享丰收喜悦，并表达对来年风
调雨顺、幸福安康和红火吉利的美好愿望，
此习俗便得以流传至今。

宾阳炮龙节主要包括“游彩架”“灯会”
“舞炮龙”等民俗活动。游彩架的游行队伍主
要由彩架台、舞龙舞狮、彩灯和音乐柜组
成，先由狮队开路，舞龙保尾，中间有彩架4
台，每台配一套 16 种乐器组成的文武场 （乐
队）。彩架由专人肩抬，架上以扮演某种形象
造型的数个孩童为主，每人坐立于特制手指
或佩戴的伞、扇、剑、弓、刀之类的小道具
上，妙趣横生，萌动可爱。灯会亦称灯酒
会，主要是乡饮和取灯，以村屯和街巷为单
位，由上一年生男丁的家长担任“头人”，筹
集“丁款”和负责所有事务。众人聚集在祠
堂或者村社共同商讨当年的农事，并宣传村
规民约，而后进行聚餐，这叫乡饮。取灯也
是求嗣取丁的意思。在灯会前，取灯人选择
生有三男二女的男人为抱花岳父和擅长山歌
的女人为抱花岳母，向灯会头人报告取灯愿
望，灯会头人找人制作贴有麒麟玲珑的莲花
灯，在灯会当日，在祠堂举行仪式后，便由
抱花岳父提着莲花灯，在灯会头人的引导
下，敲锣打鼓的给取灯人送去。舞炮龙则是

整个炮龙节最精彩的环节。在节日当晚，各
舞龙队伍在当地庙宇等地点龙眼开光，万炮
齐鸣，众龙腾跃。舞炮龙由总指挥 （亦称会
首） 发号施令，舞龙者头戴黑色竹编尖顶
帽，赤膊上阵。炮龙以龙珠、龙牌、锣鼓、
文武场开路，照明及护龙队首尾随龙而进，
炮龙所到之处，各家各户夹道相迎，将事先
准备好的鞭炮拿出来燃放，不断抛向炮龙。
有“炮声不停，龙舞不止”之说，故称炮
龙。节日当天，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炮龙在城
中舞动，舞龙的勇士们不惧前方烟雾弥漫、
鞭炮炸响，展示了不畏艰难、奋勇向前的精
神。勇敢的民众纷纷把鞭炮点燃扔向炮龙，
炸炮龙、钻龙肚、摸龙头、抓龙须、舞龙
身，以此祈福。现场伴随着乐声、鞭炮声、
欢叫声，全员热血沸腾，仿佛全身每一个细
胞都被点燃，尽情享受这份热情与快意。

宾阳炮龙节现已发展形成炮龙文化，逐
渐影响着各类产业。2023 年 11 月，广西宾阳
县的预制“年菜”菜谱——“炮龙宴”在广
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上惊艳亮相，包含了龙
腾宾州 （五指毛桃炖肉鸽）、飞龙在天 （青梅
麻辣乳鸽）、龙飞凤舞 （宾阳土鸡）、龙凤呈
祥 （甘棠扣肉） 等 9 道以“龙”命名的菜品。
这些舌尖上的美食颜色鲜艳，刺激着观众的
味蕾，让人赞叹连连。“制作炮龙工序很繁
琐，全程手工制作有扎龙骨、粘龙皮等 30 多
道工序，现在炮龙工艺产品也越来越多样
了，包括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小手工艺龙。
喜爱的人越多，这项手艺就越好传承下去。”
宾阳炮龙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邹玉特说道。

宾阳炮龙节被誉为“东方狂欢节”，那漫
天的烟火，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烟火虽转瞬即逝，而人间温暖常在，只要奋
勇向前，就会有生生不息的希望。

象州县借助壮欢（壮族山歌）文
化资源优势，积极挖掘，不断创新，
建立健全乡、村二级民族民间山歌文
艺队伍，举办壮欢文化培训班，创新
壮欢“三进”活动。通过搭建壮欢歌
圩，建设非遗文化传承基地，成立壮
欢研究学会，开展壮欢进村屯、进社
区、进学校活动，巧借四个“助
力”，纵深推进文化与旅游、农业相
融合，以千年古韵赋能乡村振兴。

特色文化助力宣讲连党心暖民
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大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
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统筹做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
作，不仅有利于延续历史文脉、坚
定文化自信，也能在乡村振兴中发

挥其服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用。
象州县着力打造壮欢“歌圩”“传承
基地”等文化阵地，将马坪中学、
马坪龙兴小学定为壮欢传承基地，
实施“壮欢进校园”地方课工程，
每年培育培养小歌手、小歌王 50
人。组织壮欢宣讲队深入 社区、村
屯、学校开展汉壮“双语”宣讲。
壮欢走进村屯，贴近百姓，融入生
活，成为乡村振兴的精神养料。

特色文化助力文旅发展。文化
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
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
美。象州县马坪镇借助壮欢的独特魅
力，打造“三月三”壮欢艺术节品

牌。2023年象州县着重将壮欢打造为
象州各民族大联欢的文旅品牌，形成
了“象郡壮欢 吉象之州”超全旅游线
路。连续承办了九届全区壮欢山歌擂
台赛。壮欢成为地方响亮的文化品
牌。连续 18 年开展重阳节壮欢山歌
唱敬老爱老歌会活动，“木堂敬老
节”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尊老敬老爱老
活动品牌。

特色文化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
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象州县马坪
镇坚定文化自信，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唱响民族团
结进步主旋律。搭建桂黔滇湘四省

歌会平台，深入开展民族文化交
流。常态化开展全区壮欢山歌擂台
赛，常态化开展壮欢宣讲“三进”
活动，常态化开展文化传承工作。
组织壮欢山歌演唱团参加庆祝香港
回归 20 周年文艺活动，赴俄罗斯参
加庆祝中俄建交 69 周年国际交流会
演，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
交流、深度交融，绘就民族团结美
丽画卷。壮欢文艺志愿服务者用实
际行动有效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
乡村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不断赋
能乡村振兴工作。马坪镇近年获得
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第九届全国服务群众、服务基层
文化建设先进集体”“中国学雷锋
最美文艺志愿服务社区”等多项殊

荣。
特色文化助力支柱产业特色

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象州县马坪镇深
挖壮欢文化潜力，打造“象州县壮
欢富硒水稻产业示范区”。建成机
械化水稻育秧工厂和甘蔗脱毒种苗
工厂，实现水稻耕、种、管、收等
四个生产环节全程机械化作业，按
照“五统一”模式进行规范化管
理，按照绿色富硒农产品种植基地
及绿色富硒产品大米的标准，打造

“马坪壮欢·象州香米”品牌。文化
潜力的挖掘和文化产业链的建成为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务实
的路子。

(覃利认)

象州：借助壮欢特色资源推进文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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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炮龙。

▲炮龙巡街。

▲参加炮龙节活动的老人。
▲色彩明艳的炮龙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