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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源地成长的龙舞迷

1941年，黄廷炎出生在铜梁区安
居镇。“我们安居三县交界，是铜梁龙
舞的发源地，码头上经常有龙舞表
演。我生性活泼好动，11岁时就在安居
镇跟随老艺人舞彩龙、打锣鼓。”谈起
这段经历，黄廷炎记忆犹新。

1955年，不到14岁的黄廷炎被招
进了铜梁川剧团，成为剧团里最小的
演员。

1988年，北京举办国际旅游年龙
舞大赛，铜梁龙舞参赛。黄廷炎主动
请缨，作为导演负责50米长大蠕龙的
动作编排和训练。

铜梁龙舞要力压群雄，必须改革
创新。黄廷炎在反复琢磨构思中突然
灵光一现，他将龙人格化，设计出“龙
出宫”“龙冲浪”“龙戏珠”“霸王鞭”“叠
宝塔”等20余个套路。动作、套路的创
新，加上川剧的吹打音乐，让龙舞表演
变得动静结合、张弛有致、快慢协调，
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后来，铜梁舞龙队近乎完美的
表演，让在场评委打出了高分。黄
廷炎执导的《鱼跃龙门》《大龙舞》在
全国 16 支龙舞队中独占鳌头，捧回
冠军奖杯。

“那次比赛的收获除了大奖，还学
习到了其他地方龙舞的长处，开阔了眼
界，为铜梁龙舞的传承、发展拓展了比
较清晰的思路。”黄廷炎说。

创新让龙舞艺术升华

1994年，铜梁龙舞基本动作被确
定为全国体育竞技龙舞规范。

在规范中，黄廷炎将铜梁龙舞的
砍、缠、钻、腾、挪、跳等套路借鉴过来
加以发挥，新创出了多人组合技巧，
出现了“挂腰式”“悬背式”“撑伞式”
等高难度动作。

1999年，黄廷炎接到一个特殊任
务——担任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龙

舞方阵总编导，经过前前后后58次修
改，舞龙队的表演动作终于敲定。

表演那天，铜梁龙舞方阵出场，
三排重鼓，九条巨龙分为前四后五两
组，前排四条前行十米后退后，后排
五条逶迤而进后再退，这一进一退形
成波浪式前进，既大气又美观，观礼
台上为此欢声雷动。路过天安门前，
九龙再变，呈三条一排，舞龙汉子们
的呐喊声响彻云霄，九条巨龙在阳光
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这一刻，铜梁龙舞惊艳了世界。
1999年，国家体育总局宣布铜梁

舞龙队为“国家舞龙队”；2006年1月，
铜梁龙舞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2008年3月，黄廷炎被评为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梁龙
舞）代表性传承人。

无私培养“龙的传人”

如今，黄廷炎虽年事已高，但宝
刀不老，仍然在为铜梁龙舞传承发展
出力。

铜梁二中是重庆龙舞艺术特色
学校，每个班都有舞龙队，由黄廷炎
担任总教练。无论寒暑，黄廷炎总是
头戴绣着金色的古文“龍”字的黑色
鸭舌帽，穿着黑白相间的运动服，身
姿挺拔地出现在校园操场，一招一式
教习学生。在他的带动下，学校舞龙
队屡获大奖。

在黄廷炎等一批老艺人的推动
下，铜梁区从2005年起将自编的龙舞
及龙文化乡土教材发放到中小学。如
今，该区几乎每所学校都有舞龙队。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今，一
生痴迷龙舞艺术的黄廷炎仍然活跃
在龙舞场上，并将多年积累的技艺和
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人。

“我有幸成为龙舞传承人，希望
能在有生之年，再多做一些事。只要
我走得动，就要把龙舞传承下去。”黄
廷炎说。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涌洞乡
的川河盖景区被称为“悬在云端的花
园”。“盖”是秀山方言，即“高山上的
平川”。

近日，在平均海拔1200米的悬崖
绝壁之上，方圆28平方公里的川河盖
出现壮美的云海景观。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本报讯（记者 沈静）即日起至5
月13日，由匈牙利驻重庆总领事馆、
捷克驻成都总领事馆、波兰驻成都总
领事馆主办，匈牙利自然摄影师协会、
民革中央画院主题画创作中心协办的
维谢格拉德集团自然宝藏——自然照
片展在渝中区开展。

据悉，维谢格拉德集团简称V4，
是由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
国组成的文化性和政治性国家联盟，
因首届会议在匈牙利的维谢格拉德城
堡举行而得名。维谢格拉德是匈牙利
北部的古老城镇，拥有丰富文化遗产
和丰厚自然宝藏。

匈牙利在2021年、2022年担任维
谢格拉德集团轮值主席国，重点关注
可持续性、气候政策和绿色经济转
型。本次展览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展
示了V4地区的自然生态风光，主办方

希望努力为后代保留这些景色。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展览一共有

60幅照片，展示了四个国家自然风光
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自然风光摄影是
一项美妙的工作，为了捕捉大自然最
美丽的瞬间，摄影师需要了解动物、植
物或景观的所有特征、它们的行为以
及在光照条件下的不同变化。在不破
坏自然的前提下，为了拍摄理想的照
片，摄影师往往需要与环境融为一
体。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拍摄是
次要的，最主要的是作为大自然的一
部分到户外去，体验在大自然中行走
所拥有的美妙感觉。

主办方表示，此次展览主要面向
那些从未去过中欧地区的人，希望通
过这次展览为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
尤其是正在探索V4地区未知魅力的
人们带去一些新的启发。

维谢格拉德集团自然宝藏——
自然照片展在渝开展

花田溪谷景区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黄廷炎：

七十载如一日
演绎龙舞传奇

通讯员 赵武强

明媚的阳光撒在
窗台上，一位精神矍
铄、身板硬朗的老人
戴着老花眼镜，靠在
沙发上一边看着舞龙
表演视频，一边比划
着手势，嘴里还哼着
音乐，他就是铜梁区
鼎鼎有名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黄廷炎。

“今年1月份就
满80了，儿孙都劝我
丢下‘教练’的活儿，
但从事了将近70年
的这门技艺早已融入
了我的血液，只要还
有一口气，我就要把
舞龙技艺传承下去。”
黄廷炎说。

黄廷炎正
在排练。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花田溪谷景区位于忠县黄金镇大
山村，开园面积200亩。整个景区以
始建于乾隆三十七年的九龙朝圣和古
刘家院子飞龙乘云的传说为背景，形
成一个以花、田、溪、谷、洞、寨、庙及花
卉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基地。

按照“远景结合，上下呼应”景观
打造原则和“一年四季有花开”的目
标，这里依山就势种植了桃花、红梅、
大花月季、鲁硕红三季蔷薇、巴西野牡
丹等花卉。

现如今，花田溪谷景区每个月都
有鲜花盛开，不同的花卉因梯度不同，
与山体良好的绿植交织成一幅色彩斑
斓的立体“壁画”。

2018年以来，景区加大投入，新
增了高空悬崖秋千、网红摇桥、30米
高喊泉、极速滑盆、水上漂、穿越火线、
陆地桌球、微缩高尔夫、桥类组合与绳
网组合探险等一系列项目。

景区内还有一座跨江玻璃桥——

忠情廊桥。忠情廊桥横跨于长江支流
之上，总跨度近300米，垂直高度110
米，游客可360度无死角俯瞰幽深峡
谷，近赏花海美景，远眺万亩橘海。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