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划：阳琴 文字整理：阳琴 绘画：阳琴

龙 年 寻“ ”龙龙
编者按

中国人对龙亘古情深。提及龙，便觉飞龙在天，龙行龘龘，生龙活虎。本报特别策划推出《龙年寻“龙”》专题，以原创漫画盘点“龙年龙事”。让我

们在甲辰龙年打起龙马精神，坐拥龙腾虎跃的事业，迎来金龙降喜的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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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与龙相关的民俗
龙抬头，农历二月初二，人们认为这是龙抬头的日子，会举行各种庆祝活

动，如舞龙、祭龙等。龙抬头又称春耕节、农事节、青龙节、春龙节等，是中国民
间传统节日。人们也把龙抬头这天理发叫“剃龙头”。

龙船节，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为苗家龙船节的正日，是流行于黔
东南的台江、凯里一带的节日。

祭龙节，人们通过祭龙活动祈求人畜平安，因地域等原因，各地举行日期不
尽相同。

③与龙相关的非遗项目
重庆与“龙”元素相关的国家级和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30多个，涵盖
传统舞蹈、美术、手工技艺、体育、民
俗、民间文学等类别。这些蕴含龙文
化元素的非遗项目，在巴渝文化中极
具代表性。如铜梁区龙舞、北碚区北
泉板凳龙、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
凤花烛、巴南区木洞龙舟、奉节县夔龙
术等。

合川与龙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龙多山传说、合川糖画、合川狮舞
……龙多山山势挺拔峻秀，宛若龙蟠；
合川糖画中的画龙是合川人儿时的美
好回忆；合川狮舞的其中一种类型是

“龙灯会”组织的狮舞……

④与龙相关的运动项目
龙舟赛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

随着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如今的龙
舟赛已成为体育场上的竞技项目之
一。合川三江汇流，是龙舟比赛的
佳地，不仅多次举办龙舟赛，还承办
过市级、国家级龙舟比赛。合川的
龙舟队在许多龙舟赛事中也取得了
不少佳绩。

舞龙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汉族
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是人们在吉庆和
祝福时节最常见的娱乐方式，气氛热
烈，催人奋进，是我国极为珍贵的文
化遗产。舞龙在全国体育大会等大
型体育赛事中已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在国际上也有比赛。

⑤与龙相关的菜品
“盘龙黄鳝”，采用红烧或炖煮

的方式，由于黄鳝肌肉收缩自然
形成卷，其形如盘龙，故取名为盘
龙黄鳝。“龙眼肉”是重庆特色蒸
菜 之 一 ，因 其 菜 形 似 龙 眼 而 得
名。“鲤跃龙门”是川菜，鱼身置于
盘中间，鱼头、鱼尾抬起，似有跃
龙门之意，视为成功、勇气的象
征。与龙相关的菜还有很多，如
龙凤汤、龙须鱼柳卷、龙井茶香牛
肉、龙鳞炸虾球……

还有一种和龙相关的饼，叫春
饼，人们把在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
吃春饼叫“吃龙鳞”，若在这一天吃
面条，则叫吃“龙须面”。

⑥合川与龙的不解之缘
重庆不仅有“山城”“雾都”“桥都”之称，还被誉为“恐龙脊背上的城市”。亿

万年前的重庆，河湖遍布、森林茂密，是恐龙家族繁衍生息的乐园，而合川与恐
龙也有着不解之缘。

从1957年至今，先后在太和镇、大石街道、官渡镇等地发现恐龙化石。太和
镇的合川马门溪龙是当时中国最长、亚洲最大的恐龙，被誉为“东方巨龙”。合
川马门溪龙是一种生活在1.6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的大型蜥脚类恐龙，是马门
溪龙属中最为著名的一个种。

此外，据媒体联合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发布首张重庆“龙地图”
及初步分析，我市共有“龙”字地名超8600个。其中，合川区有龙市镇、龙凤镇、
香龙镇等。

①龙的形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正义、高贵、尊荣的象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称

道的龙，贯穿了集众长、万物、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精神，几千年不变因而形成
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定内涵。

龙的形象集合了多种动物形象，闻一多先生认为，龙是以蛇为本体，又融合
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也有观点认为龙
的特征为：驼头、蛇身、鹿角、龟眼、虾须、鱼鳞、虎掌、鹰爪、牛耳。

龙的形象 二月二“剃龙头” 合川糖画——龙

舞龙 龙年食“龙”菜

合川马门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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