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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面临严峻挑战。安远
版石香火龙作为赣南客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承载着千年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其"扎龙-舞龙-
化龙"仪式链完整呈现了客家先民的生态智慧与精神信仰。本文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系
统梳理香火龙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剖析其在当代传承中面临的传承人断层、文化语境消
解、创新动力不足等核心困境，为同类非遗项目提供了"原真性保护与创新性转化"的实践范
式，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文化遗产赋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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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遍困境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下，非物质文

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面临传承断代、

文化同质化、过度商业化等挑战。中国作

为拥有多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项目的

国家，其非遗承载着民族精神与历史记忆，

但许多传统技艺因口传心授的局限性濒临

消亡，如民间文学、手工技艺等正逐渐被

边缘化。

1.2 安远版石香火龙的独特性与代表性

以安远版石香火龙为例，作为中国传

统吉祥文化的活态载体，融合了民间信仰、

手工技艺与群体协作精神。香火龙的制作

需用禾稻秆编扎，舞动时需数十人配合，

表演动作如“团龙”“黄龙缠柱”等蕴含独

特的审美与民俗价值。类似案例如江西龙

南香火龙，已被列为省级非遗，其传承人

黄海华从 7 岁参与制作，展现了代际传承

的重要性。这类非遗项目不仅是地方文化

的象征，更是维系社区凝聚力的纽带。

1.3 政策与社会的双重需求

国家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地方政府如

龙南市已建立非遗档案系统，收集民间文

学、传统技艺等资料。然而，如何平衡保

护与创新仍待探索，例如通过 VR 数字化

技术或教育推广吸引年轻群体参与，成为

当前研究的核心议题。

2.安远香火龙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

2.1 历史渊源

安远香火龙作为客家人独具特色的传

统民俗活动，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丰

富的文化内涵。安远香火龙起源于祀龙止

雨、祀龙止水的民间信仰。据康熙年间的

传说记载，当时安远遭遇大旱，蝗虫肆虐，

村民们深受其苦。后来，一位老人梦到两

条金龙在村中游走，所到之处灾患尽除。

梦醒后，村民们受此启发，用稻草扎成龙

形，并在龙身上插满香火，由青壮年舞动

着游街串巷，以此祈求驱灾祈福。此后，

这一活动便在每年元宵节前后举行，逐渐

演变成当地的重要民俗。2020 年，安远版

石香火龙被列入民俗类非遗项目，其历史

可追溯至古代的祭祀活动，最早起源于祀

龙止雨、祀龙止水的民俗活动。在古代，

人们认为龙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龙可以

掌控雨水，因此通过扎制香火龙并进行舞

动的方式来祭祀龙，希望龙能够保佑当地

降雨适量、洪水消退。

2.2 文化内涵

香火龙的舞动象征着龙的力量，人们

相信它能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

景，同时也寓意着驱邪避灾、家庭平安、

生活幸福。每到香火龙经过之处，家家户

户都会点燃蜡烛、燃放鞭炮烟花，以示迎

接龙的到来，象征着好运和一年的日子红

红火火，预示如龙腾飞、永远兴盛;香火龙

的制作和表演技艺是客家人智慧的结晶，

体现了他们的创造力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制作香火龙需要用到稻草、竹篾等材料，

经过多道工序精心编织而成，最长可达 20
米，身上插满几千甚至上万根燃着的香火。

表演时，通常伴随锣鼓、号角和鞭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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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丰富多样，如“双龙戏珠”“跳跃龙门”

等，展现了独特的民间艺术魅力；香火龙

活动是村民们共同参与的盛事，从扎制龙

身到舞动表演，都需要众人的密切配合。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增强了村民之间的凝

聚力和协作精神，也传承了客家文化中团

结互助的传统美德。

3.安远香火龙的传承现状与挑战

3.1 安远香火龙的传承现状

安远香火龙作为客家传统民俗文化的

重要载体，其传承现状受制于以下因素：

一是技艺传承的代际断层。核心传承人平

均年龄超 60 岁，年轻群体因经济回报低、

技艺复杂且缺乏参与动力。传统家族传承

模式受城市化冲击，部分家族龙队因成员

外流面临解散风险。二是文化内涵的现代

消解。年轻一代对香火龙“驱灾祈福”的

文化象征认知模糊，表演沦为形式化展示。

传统表演中的“双龙戏珠”“游龙摆尾”等

动作因缺乏系统化教学面临简化或失传。

三是保护模式的可持续性不足。过度依赖

政府补贴，市场化探索滞后，香火龙制作

成本难以通过商业化反哺。文旅融合停留

在“节庆表演”层面，未形成深度体验产

品链。

3.2 安远香火龙面临的挑战

一是传承人老龄化与断层风险。香火

龙制作技艺复杂，需长期经验积累，现有

传承人多为中老年人，年轻人因外出务工

或经济回报低而缺乏参与动力。部分家族

传承依赖少数核心成员，存在技艺失传风

险。二是经济与社会压力。扎制一条香火

龙需耗时一周以上，手艺人多为无偿投入，

经济负担较重，制作成本高。城市化进程

中，传统民俗活动与年轻人的娱乐方式竞

争激烈，部分年轻人对香火龙文化内涵理

解不足，现代生活冲击。三是商业化与保

护的平衡难题。过度旅游开发可能导致文

化失真，而完全依赖政府补贴难以持续。

如何在保留文化本真性的同时，探索市场

化路径仍需实践。

4.非遗传承的创新路径探索及应对策略

4.1 非遗传承创新的路径探索

4.1.1 技艺创新：传统工艺的当代转译

将非遗传承材料革新，用可降解环保

香烛替代传统材料，降低制作成本与环境

污染。引入 LED 灯带模拟香火效果，开发

夜间光影秀。同时将复杂的竹篾编织拆解

为模块化教学包，推出“半小时速成体验

课程”。建立动作库，通过 AI 动作捕捉技

术规范表演标准。通过创造性转化赋予非

遗新的社会价值。开发香火龙主题的稻草

编织工艺品、数字藏品等文创产品。

4.1.2 传播创新：构建多元传播矩阵

通过数字化传播，制作系列短视频《香

火龙的 100 种玩法》，在抖音、B 站等平台

播放量突破 2000万次。开发微信小程序“我

的香火龙”，用户可在线设计虚拟龙形并生

成数字证书。同时与国潮品牌联名推出“龙

年香薰礼盒”，将稻草香与传统香料结合，

与本地高校合作开发 AR 明信片，扫描可

观看 3D 香火龙表演。利用数字技术重构非

遗传播生态。搭建香火龙 VR 体验平台，

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传播。

4.1.3 生态创新：打造非遗可持续生态

成立“香火龙文化合作社”，村民以技

艺入股参与文旅项目分红。设立“非遗积

分制”，参与传承活动可兑换医疗、教育等

公共服务。编写《香火龙里的客家智慧》

校本教材进行教育福能，将香火龙技艺融

入现代生活场景，纳入中小学劳动教育课

程。在动态社会环境中保持非遗的实践属

性，避免“博物馆式保护”。开设“非遗创

客空间”，鼓励学生用 3D 打印技术改良龙

首造型。

4.2 非遗传承创新的应对策略

一是加强教育与社区参与，推动香火

龙技艺进校园，开设非遗体验课程；鼓励

社区成立文化合作社，吸引年轻人参与传

承。二是政策支持与经济激励，加大非遗

传承人补贴力度，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香火

龙制作与展演；探索“非遗+企业”模式，

开发文创产品，例如香火龙主题手工艺品

等。三是数字化传播与品牌建设。利用新

媒体平台扩大传播，打造“安远香火龙”

IP；结合节庆活动策划沉浸式文旅体验，

提升文化吸引力。如今，安远县高度重视

香火龙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工作。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对香火龙

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并进行录像、摄

影、文字记录、建立档案等保护措施；拨

出专款请艺人参加县里的各种民俗文艺会

演和大型表演活动，鼓励艺人带徒传承。

随着对客家文化的挖掘宣传以及农村各种

喜事的增多，香火龙又重返乡村舞台，成

为安远县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吸引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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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游客前来观赏，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

生活，也促进了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5.结论与展望

安远版石香火龙作为客家文化的活态

载体，其传承实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提供了典型范例。通过政府主导的系统

性保护、民间力量的自发参与以及创新性

的现代转化，香火龙在传统技艺延续与文

化价值再生之间找到了平衡。其成功经验

表明，非遗传承既需要坚守核心文化内涵，

也需借助现代技术与市场机制激活其生命

力。然而，香火龙传承仍面临传承人断层、

经济压力与商业化风险等挑战，这要求未

来在保护路径上进一步深化多方协同，实

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安远版石香火

龙的传承与创新实践，为非遗在现代化浪

潮中的存续提供了宝贵启示。今后需以“守

正创新”为核心理念，在保护中激活传统，

在创新中延续基因，让香火龙这一古老民

俗不仅成为地域文化的象征，更成为人类

共同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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