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市的西北
面，有一条公路蜿
蜒而过，这条路就

是永义线。而有着“进士村”
美誉的西城街道山下村，便坐
落 在 永 义 线 上 的 适 游 山 角。
山下村古称“適游”，也称“适
游”，后因背靠绵延几十里的

“毛千尖山”而得名“山下”。
山下村自古民风淳朴，人文

荟萃，人才辈出。据史料记载，
自南宋以来胡氏家族就出了13
位进士，其中为台省郡县职者
30余人。在这璀璨的人文历史
中，其中的佼佼者便是有“南中
八士”之美誉的书法家、诗人、教
育家胡长孺。可让人好奇的是，
坐落在大山深处的山下村，如
何能走出这么多进士，造就这
么多人才呢？日前，记者进行
了多方采访，探寻该村人文兴
盛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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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位进士背后 龙灯文化滋养精神文脉
姐妹花记者探秘第二站走进西城街道山下村

迎龙灯成为精神寄托

■记者手记

山下龙灯，作为永康乡村文化

瑰宝，随着时代的发展超越了单纯

的祈福信仰范畴，被赋予更多的时

代精神，体现了特有的文化传统、

道德观念，具有不可替代的民俗研

究 价 值 和 民 间 艺 术 传 承 功 能 。 一

条长龙，从骨架、糊纸、装饰直到龙

灯 表 演 ，都 承 载 着 山 下 人 心 中 的

所 盼 所 愿 。 山 下 龙 灯 也 在 新老交

替中一代接一代，盛传不衰。

对于山下村民来说，迎龙灯不

仅是在节日期间为大家带来的一场

文化盛宴，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非遗

传承。它不仅体现了村民团结向上

和凝聚的精神，更寄托了他们在新的

一年里风调雨顺、平安吉祥的期盼。

千万盏龙灯，点燃的不仅是一个个夜

晚，更是千年华夏的良宵。悠悠岁月

间，山下人用自己的方式跟随祖先的

脚步，守正创新，续谱胡氏之荣。

融媒记者 吕晓婷

沿 着 平 坦 整 洁 的 道 路 步 入 山 下

村，穿行在幽静的村道中，一座座古朴

的青瓦民居星罗棋布，黄泥墙上斑驳

的痕迹仿佛诉说着久远的故事。除了

赫赫有名的胡长孺，他的堂兄弟胡之

纲、胡之纯，都以经术文学闻名。三人

因 学 术成就突出，被时人尊称为“三

胡”。时至今日，胡氏三兄弟的故事仍

被山下村村民津津乐道，成为众人心中

的学习榜样。

“三胡”之中，胡长孺著述最为宏

丰，有《瓦缶编》《建昌集》《宁海漫钞》

《颜乐斋稿》等，其书法作品亦被明代

书画名家文徵明选入《停云馆贴》，流

传于世。此外，胡长孺的许多故事在

民间也广为流传，如《胡长孺智破盗衣

案》等。

行走在村中，山下村村委会副主任

胡祖妙与记者绘声绘色地讲起了该村

的过往历史。山下村历来崇文尚教，耕

读文化氛围浓郁。该村处毛车山、适游

山与殿后山、石牛山等诸山夹峙的谷

地，北溪（又名桃溪，华溪支流）呈“N”形

从村中迂回通过。沿新永义线北去二

三公里过童宅村即到飞龙山景区，因

“飞龙撞山”“刘秀避难”等故事流传甚

广，也有人以为“山下”之名出自“飞龙

山下”之意。

“不少老房子都垮掉了，有的被拆掉

建了砖房。”胡祖妙从小在村里长大，但

他不清楚村里原来究竟有多少栋古民

居，只知道目前保留下来的古建筑所剩

无几。在村里的古庙中，记者发现，尽管

梁柱和墙壁板都用红油漆翻新，但房檐

上还能看到比较完整的木雕梁柱，足见

当时建房的用材之扎实和工艺之精湛。

如今，郁郁葱葱的适游山下建有胡

长孺塑像，旁边的胡氏宗祠内供奉着有

关他的“理学名贤”牌位。在宗祠的墙

上，后人用白纸黑字张贴了山下村从古

至今考取功名的人物简介，密密麻麻排

了一整墙，成了展示山下村历史文化的

长廊。

“板墙上记载的内容，可以说是我

们村最光荣的历史。”胡祖妙如是说。

“一些古迹虽然不在了，但先辈留

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读书风、立业

风，还一直传承着。”胡祖妙说，如今在

村里，各家各户还是非常重视教育的。

除此之外，与浓郁的耕读文化相媲美的

是赫赫有名的山下龙灯。

山下村的迎龙灯文化拥有 200 多

年的历史。在山下村民眼里，龙是主管

行云降雨的天神，他们坚信古老的龙灯

能够给百姓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岁岁平安，就用迎龙灯这种喜闻乐见的

民俗表演形式表达朴素的思想感情。

因此，山下龙灯流传于民间 200 多年而

长久不衰，并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和美

好夙愿。

正是有这种敬畏的态度，这项传

统文化和旅游完美融合且独具意蕴的

民俗活动才得以完整延续下来，成为山

下村特有的魅力。每逢正月十七夜幕

初降，村里便响起锣鼓声，家家户户都

要备好一桥板凳，由男丁将板凳一桥一

桥拼起来，一桥板凳上点 2 盏灯笼。灯

笼有两种颜色，红色灯笼代表大男灯（男

孩出生周岁或十周岁），白色的灯笼则是

成人灯。在龙头的引领下，“板凳龙”走

家串户，村民则出门迎接，期盼龙灯能在

自家门前多停留一阵，为新年带来更多

的吉祥和好运。

胡卓勋是村里有名的糊龙灯好手，

制作龙灯已有 44 年经验。对他来说，

只要给他一条竹篾，就可以扎出龙头模

样来。做龙头特别耗时，得忙上十几

天，加上胡卓勋年纪渐大，这几年制作

龙头的主要任务落到了儿子胡雄关的

身上。传统的龙灯制作技艺在年轻一

代得到了延续。

“刚开始以为很简单，操作起来才

发现，制作过程复杂且要求极高，要制

作出一条高品质的龙灯非常不容易。”

胡雄关说。制作龙头骨架时，在长条木

板上用竹篾大体扎成框架，然后再用更

细一点的竹篾制作出细节。早年间，竹

篾与竹篾之间是用毛边纸制作的纸绳

缠住，如今为了方便用细铁丝捆绑。看

似简单的骨架，却对技术有着很高的要

求。对于这门手艺，胡家父子自有心

得。“龙头要到裱、贴、剪、刻、书、画等工

艺，制作材料以竹篾、红色的锡纸、普通

的彩纸为主，龙头的主色是红色，配上

红色的舌头、黑色的眼睛和龙须，五彩

花灯便大功告成。”胡雄关说。

骨架制作完成后，用彩纸、透明纸、

塑料纸等糊于外层。糊好外层的纸，再

用彩笔画满龙鳞、龙甲和其他装饰。在

龙节接头处，用彩笔写上“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等字样，整个龙头的制作就

算完成了。

“在我们村，正月十七是比除夕热

闹的日子。”胡祖妙说，这些年，不少村

民住进了城里，而每年正月十七，为了

迎板凳龙，大家又会相聚一起。

迎龙灯是一份不简单的体力活，年

轻人相对容易胜任。在过去，迎龙灯意

味着村里的青壮年都要上阵，以此体现

村落的兴盛。板凳龙的桥数越多，越说

明该村人丁兴旺之程度。“我们都是看

着迎龙灯长大的。2018 年，我们村一

共有 88 桥龙灯，整场龙灯表演场面宏

大精彩。”见有记者采访，一旁的村民

胡大爷语气里充满骄傲。

迎龙灯还是一项需要团队协作的

活动，除了配合默契，还要掌控着节

奏。这是板凳龙表演的难点，也是成败

的关键。在鼓点的带动下，数十桥板凳

龙聚合成的一条长龙，合着鼓点节奏，

舞出追、赶、跑、跳、翻、滚等各种花样。

上百人在密切配合协作中，一边翻滚跳

跃，一边舞动手中的板凳龙，不断变换

队形和姿势，完成“盘龙”“八卦阵”“送

龙”“长蛇阵”等系列表演。

迎龙灯最精彩的环节就是来回拉扯

板凳龙（俗称“拉直”“对街”），在龙头率

领下和拔河一样进行拉锯战，经常是头

尾对拉，是体现龙灯活力的重要环节。

“拉直”活动往往出现在较宽敞的

笔直公路上，这使得原本热闹的迎龙灯

场景更添壮观。另有一种情况是“圆

龙”（也称“旋场”“盘龙”），即整条板凳

龙在较大的操场（或村庄的晒谷场）上

快速转圈圈，这和“拉直”有点类似，唯

一不同的是，“拉直”是在一条线上来回

拉扯，“圆龙”则是跟着龙头快速打转。

“圆龙”一般是顺时针和逆时针各三圈，

有锣鼓声调节“圆龙”速度。

“迎龙灯时，‘拉直’和‘圆龙’是最

容易出彩也是最难的环节。因此，必须

手把手教会年轻人。迎龙灯的技法就

是这样一代代言传身教传承下来的。”

胡祖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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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游胡氏”
人才辈出

迎龙灯文化延续200多年

灯火璀璨下的龙灯精神

山下龙灯 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