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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节龙灯舞蹁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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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地往事】

□李学朴

龙灯也叫“龙舞”，是汉族民间舞蹈形式之一，在汉
代已有记载。《汉书·西域传赞》载:“曼延鱼龙，角抵之
戏，以观视之。曼延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
寻，是为曼延’者也；鱼龙者，为含利之兽，先戏于庭极
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
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
云：‘海鳞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从上述可以看出，
汉代的鱼龙曼延，即幻术与龙舞的结合，演出中是以龙
舞为主的。

舞龙灯流行于我国很多地区，历久不衰，是都市乡
村闹元宵或重大庆典活动中的传统节目。清代吴敬梓

《儒林外史》第二回，写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薜家集闹龙
灯的事：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新年正月初
八日，集上人约齐了，都到庵里来议闹龙灯之事。到了
早饭时候，为头的申祥甫带了七八个人走了进来……
荀老爹先开口道：“今年龙灯上庙，我们户下各家须出
多少银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亲家来一同商议。”
说了半日，才讲到龙灯上，夏总甲道:“这样事，俺如今
也有些不耐烦管了。从前年年是我做头，众人写了功
德，赖着不拿出来，不知累俺赔了多少。况今年老爷衙
门里，头班、二班、西班、快班，家家都兴龙灯，我料想看
个不了，那得功夫来看乡里这条把灯？但你们说了一
场，我也少不得搭个份子，任凭你们哪一位做头。像这
荀老爹，田地广，粮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们各家照份
子派，这事就舞起来了。”众人不敢违拗，当下捺着姓荀
的出了一半，其余众户也派了，共二三两银子，写在纸
上。

灯与龙的结合，大约起始于宋时。宋吴自牧《梦梁
录》中有记载，南宋行都临安(今杭州)，“元宵之夜……
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
双龙之状。”吴氏所说的是静止状态供人观赏的龙灯。
但龙是一个能行走、善飞腾的神物，自古又有舞龙的传
统，所以龙就舞了起来；而既然舞，就不只是在白天，晚
上也要舞，这就离不开灯，因此就有了龙灯，所以大凡
能舞之龙，都通称龙灯。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有“凤箫声
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词句，说的就是由人舞动
的龙灯。

龙灯由龙头、龙身、龙尾组成，一般用篾竹扎制骨
架，以棉布缝裹并以彩墨绘画，用染红的苎麻作龙须，
以红、黄布为龙脊，将龙头、多节龙身、龙尾连接起来，
在布上画出龙鳞，一般取蓝、红、皂、白、黄等色绘龙鳞。
龙头部分一般重量二十多斤。龙身由许多节组成，每节
间距五尺左右，每一节称一档，下面装有供舞者手持的
木柄。龙身大小不一，有九节、十一节、十三节、十五节，
多者可达二十九节。十五节以上的龙就比较笨重，不宜
舞动，主要是用来观赏，这种龙特别讲究装潢，具有很
高的工艺价值。组成龙身的节，一般都是单数，象征吉
祥。每节点燃蜡烛；也有用桐油、棉纱或灯草做成油捻。
这种油捻烧力很持久，龙灯舞动时五光十色，始终不会
熄灭。

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夜色降临，明月初升，鲁西北
地区的临清市龙灯亦称云龙会，大家来到体育场集合，
然后在市区的中央舞起龙灯。演出时，队伍两侧不时点
燃铳炮，烘托气氛。耍火流球的人在前面打场，持珠人
引龙前行，龙头在半空中上下起伏，长龙时而左右盘
旋，时而侧仰着全身，时而龙头随珠、尾随龙头追逐，宛
如巨龙腾云游水。一阵喝彩声过后，龙头高举，龙目闪
闪发光，左顾右盼，张牙舞爪，十分威严，又十分动人。
龙腰部位的舞龙人，健步如飞，舞弄着整个龙体，将龙
头紧紧地围绕在当中，顿时做出盘头舐尾之势。持珠的
领龙人，将珠摆动，另外一人把火硝往上一甩，在半空
中形成一个红色大火团，火团的周围散发出灰褐色的
浓烟，宛如云龙钻雾，十分壮观。临清龙舞表演技艺丰
富多彩，有“蛟龙探海”“双龙戏珠”“云龙腾空”“龙钻祥
云”等。锣鼓伴奏有车鼓、群钹、铜锣，鼓点铿锵，气势磅
礴。过去，“龙”在百姓心中是吉祥的化身，多有龙舞祈
雨之习，驱灾除害、吉祥太平之说。现在多形容喜庆吉
祥之意。临清龙舞，较别地锣鼓颇具特色，并专用铳炮
队和火硝队配合表演，演出中铳炮几十门列队两旁，龙
舞时铳炮如声声春雷，硝烟如滚滚云雾，龙在硝烟云雾
中翻腾搏击，气势宏大，气象万千。记得有一次“闹元
宵”临清各路龙灯汇集竟达五十余条，队伍长达二三里
地。每条龙灯还伴有“十番”锣鼓，声闻十里。赶往观看
的人十分踊跃。人们中有“锣鼓响，脚底痒”的说法。

龙灯还是一种民间体育，据一些耍“龙头”的老把
式说，一把龙头最重的足有二十斤，最轻的也有七八
斤，所以耍龙灯时，龙头把式要经常换人；耍“小龙”更
要就地十八滚，是非得有些能耐不可的。

龙舞是历史悠久、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
一直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并由
此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 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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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良

滕国，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处古国，
在七雄争霸、战火纷飞的年代，按照孟子“政
在得民、以仁兴国”的主张治理，传31世700多
年，后被灭。

近日，随着滕国故城的保护开发，善文化
广场建设和文公灵昭池的恢复重建，吸引许
多专家学者和游客前来考察游览。追忆这个
一度有“善国”之美誉的古滕国，寻找当年滕
文公礼聘孟子寻求治国之道、以善治国兴盛
于泗上十二诸侯国的足迹。

雄伟壮观的文公台前两株古槐，苍劲古
朴，左右对峙，枝繁叶茂，传为唐贞观年间所
植，距今1300多年，仍然虬枝勃发，当地百姓尊
为“神树”，被列为国家一级古树。台下不远有
一池，传为“灵池”。

据历史记载，当年滕文公效法文王筑灵
台，掘灵沼，遍植莲藕，让广大国民前来一同
观赏，与民共同欢乐。传说当年滕文公乘兴月
夜赏花观景，走到池边，看着银辉映照灵沼
池，荷花满塘，清风徐徐，心情甚是舒畅，只是
蚊子嗡嗡飞窜，蛙声不断，大煞风景。文公随
口说道：“如此美景，若青蛙不叫，没有蚊子，
岂不更美哉!”话音刚落，池内的青蛙只是干鼓
肚就是叫不出声音来，嗡嗡乱飞的蚊子也不
知躲到哪里去了。从此，灵沼池内青蛙不叫，
也没有蚊子。

拾级而上登上高台，视野开阔，清风徐
来。台上殿宇回廊，雕梁画栋，青砖碧瓦，殿堂
耸立，重现昔日辉煌。左右为立柱重檐、造型
别致的亭子，专门设有石桌凳可供游人休息。
中间廊道直奔古台主体文公楼，楼高十余米，
分为上下层，蔚为壮观。一楼有武中奇先生手
书“滕文公楼”和乡贤王学仲先生亲书“为善
兴滕”，悬于楼上正中。厅内塑有《孟子·滕文
公》记载的文公问政于孟子的彩塑蜡像。雕像
神采飞扬，栩栩如生。滕文公神情激昂，双目
如炬，右手前伸请教于高谈阔论、鹤发童颜的
孟子，侧耳聆听孟子关于治国执政的教诲。文
公右侧是文公的老师、太师然友和正在记录
文案的左相毕战，君臣之间和谐相处，不觉威
严，给人感觉完全是一派祥和的气氛。

滕州是一块古老的土地。滕始于黄帝，因
境内泉水“腾涌”而得名。根据考古发现，早在
73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距今3000多年前，这里又成为商代氏族的摇
篮。周武王在灭商之后，大约于公元前1045年，
为巩固周朝统治，平定“三监”及武庚叛乱，周
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东征先后平息了徐
国、奄国及其他东夷方国后，将文王姬昌第十
四子叔绣封于滕，开始了滕国建国的历史。叔
绣及其子孙是周王朝派来东方监视东夷各国
的亲信，滕国当初与鲁、卫、晋、郑地位齐名。

滕国国君滕文公以方圆五十里的小国，
与八百诸侯并立，七雄称霸，群雄逐鹿，小小
滕国，自然是处于弱势地位。正是面对这种现
实，胸怀大志的滕弘(即滕文公)自做太子时就
忧国忧民。当了国君之后，滕文公礼聘孟子来

滕国，寻求治国安邦的策略。滕文公把孟子请
到上宫，用上宾的待遇招待他。然后向他问
政。文公问孟子：“滕小国也，兼于齐楚，事齐
乎，事楚乎？”(滕国在齐国和楚国两个大国之
间，是依附齐国还是依附楚国呢？)孟子告诉文
公说：“这不是我所能回答的问题，如果没有
更好的办法的话，可以挖深城墙外的壕沟，加
固城墙，与百姓共同守城，百姓效死而不逃
跑，这样就可以保住滕国。”文公又问：“怎样
才能使百姓效死而不逃跑呢？”孟子告诉滕文
公要行善政、施善教，得民心者得天下。告诫
滕文公：“民事不可缓也！”国君替百姓办事，
要身体力行，赶紧去办。这样才能取信于民，
造福百姓，老百姓就会归附于你。

滕文公以孟子“政在得民”的主张治国，
使滕国成为政绩卓越、人丁兴旺、民殷国富、

“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众望所归的善
国。因此滕小国以“善国”的美名独标于中国
历史上。当年楚国研究神农学说的许行，是先
秦诸子中较有影响的人物。他带着农具史书，
慕名率徒十人来到滕国定居。宋国的陈相之
徒陈良，与其弟辛，背着耒耜来滕国安家落
户。小小滕国极度辉煌，成为万国朝拜的东方
善国。从此，善国的美誉在这里诞生。滕国传
三十一世，历时七百余年，于公元前286年被
灭。

文公台左掖门两侧有清代秀才魏积查砖
刻楹联：“古迹进荆流，曾向高台怀世子；遗封
原叔绣，莫将飞阁误滕王”，高台东侧古建有

“文昌阁”、“吕祖阁”、“功德祠”、“休息祠”等。
台面有一巨石，上刻李白手书“壮观”二字。说
明当时的宏伟壮观，曾被一代诗圣所感叹，留
下了这千古墨宝。

1992年，滕州市人民政府对文公台进行了
重修，台东侧新建的碑林，陈列着历年来征集
的碑碣、墓志、唐王室全造像碑、唐兴国寺碑、唐
梁山耶娘碑、金太平院碑、金大定碑、宋太祖赵
匡胤圣谕碑、元大清碑及华士奎等人的书法艺
术石刻等。文公台的重修，使历史上曾一度辉
煌的千年古国重新勾起人们的怀念，使享誉鲁
南的古滕八景之一的文公古台得以重现，供游
人游览观赏，怀思古之幽幽。

滕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滕国古城的
美好风景，是人们世代追怀向往的文化圣地。
有诗赞曰：“灵台经始溯文王，继继绳绳率旧
章。效法必能成不日，流风犹自忆甘棠。漫从
汉宫评云露，奚向秦萧引凤凰。抚字愧予来善
国，熙熙愿登共春阳”。清代县令王政借“文公
古台”抒发自己的情怀，借滕文公效法周文王
关心民间疾苦，执政为民的壮志，表示自己来
到号称“善国”的地方做官，就一定与民同乐，
关心百姓生活。

几度东风吹世换，千年往事随潮去。西汉
时期，因不堪南梁、荆水的侵扰，滕的行政中
心从滕国故都迁至地势较高的现城区位置，
滕国旧址繁华褪尽，复归沉寂，只留下文公古
台叙说当年的辉煌。明清以后文公台建庙立
观，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圣地。

古城像一位长寿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
岁月和伤痕从历史的地平线尽头蹒跚走来，
这些斑驳的痕伤更加彰显出他不老的风骨，
他依然那么气朗神俊，依然那么光彩夺目。昔
日的繁华景象似过眼云烟，还依稀在我眼前
浮现。漫步在滕国旧址仅存的一段如同土坝
般的城墙下，拨开杂草丛生的城墙，发现夯筑
的城墙上的土与耕地里的土不一样。弯腰垂
手攥一把湿乎乎的城墙土，对着鼻孔嗅闻，仿
佛闻到了春秋古国烟火的味道。

历经沧桑，古城似乎变了，但又似乎没
变。作为滕国历史见证的文公台，依然矗立在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让人们到这里怀古凭吊，
叙说着昔日滕国的辉煌。

城市在发展，时代在变迁，不变的是古滕
国厚重的“善”文化和在“善”文化的浸润下的
这片热土……

滕文公楼

滕国故城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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