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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辰 ：接 龙

吧”全城寻龙

活动，向全社

会征集与龙有

关的元素，可

以是和龙相关

的地名，也可

以 是 会 画 龙

头、做龙灯、做

龙茶等卧虎藏

龙的高人⋯⋯

大家一起龙腾

虎跃迎新年。

欢迎来“钱报

朋友圈”分享。

甲辰接龙

，继续寻龙

本报讯 为迎接 2024（甲辰）龙年的到来，余姚微雕艺术家李期慈

最近完成了一件贺岁五体龙字微雕书法作品。

这件刻在猛犸象牙桶珠上的微雕，大小如同一粒绿豆。桶珠面上，

从上至下刻上由正行草隶篆五体组成的二十四个龙字，意喻庆贺新年。

今年80岁的李期慈潜心钻研微雕至今已有40年余年，是余姚市级

微雕非遗项目传承人。创作这件微雕作品时，李期慈收集了历代名人、

书法家龙字的写法。从准备到创作完成作品前后历经一个月。

据了解，临摹书法的微雕比自书体书法微雕要求更高，刻前必须对

所临作品做到了如指掌，心中有字才能达到仿刻自如。与一般微雕雕

刻在平面上不同的是，这件作品是在圆形桶珠上雕刻的，由于是在球面

上雕刻，相对来讲难度会更大。

本报记者 施雯 通讯员 吴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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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场布置到婚礼串词
处处都有“龙”的影子

随着龙年临近，一些新人在构思和策划婚礼时，

都会考虑加入一些龙元素，既是一种应景的创意，更

有“龙凤呈祥”等美好寓意。

“想要举办中式婚礼的新人，这方面的创意会

多一些。有的是新人在和我们沟通中突然迸发出

来的灵感，也有的是听取了家中长辈的建议。”典

酷沉浸式艺术空间创始人天乐说，在十二生肖中，

这样独一份的“待遇”，可能还真的只有到了龙年

才更明显。

“我们在婚礼上给客人准备的小礼物中，既有龙

造型的玩偶、挂件，也有印有龙图案的围巾。”即将步

入婚礼殿堂的90后吴先生说，这些小礼物都是他和

未婚妻精心挑选的，很符合婚礼的氛围。

为了把龙元素完美植入婚礼现场，婚礼团队的

工作人员也是费了好一番心思。几天前，在桃花

湖婚庆产业园的入口处，一条喜庆的“巨

龙”已经闪亮登场，姿态活灵活现，

很多人第一眼就被萌到。

“我们主要做的是

沉浸式婚礼，考虑

通过声光电和全息

影像系统，打造一条

可以在宴会厅四周飞舞

的巨龙，可以张开嘴，可以

喷出烟雾，另外还在设计用

龙 凤 的 形 象 给 新 人 呈 送 信

物。”天乐说，以往他们在为新人

策划婚礼时也时常用到龙元素，

今年是龙年，这个应景的元素热度

会更高。

现实版“龙凤呈祥”宴会厅
将会贯穿整个龙年

距离春节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以往到了这

个时候，婚宴基本要开始收官，但今年的热闹似乎还

在延续。

“今年1月份的婚礼安排量挺大，我们的订单也

很满，年前的最后一场是在 2 月 3 日。”天乐说，过年

之后的第一场婚礼排在了 2 月 25 日正月十六，和往

年的情况差不多，“目前来看，明年的婚宴预定情况

也都很好，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

天乐透露，龙年他们也推出了一些和龙有关

的创意。他们旗下另一家店的主力宴会厅将改造

成“龙凤呈祥”的宋韵主题大厅，会有一条巨龙出

现在宴会厅的顶部，前后延展起来有 30 多米的样

子，让大家可以亲眼看到现实版的“龙凤呈祥”。

这份独特的创意，尽管还在实施中，已经有不少新

人为此买单。

“目前预售情况确实还蛮好的，这可能也和现在

选择中式婚礼的新人越来越多有关吧。改造后的大

厅举行的第一场婚礼是在 3 月 31 日，大厅的布置也

会一直保留，至少会贯穿整个龙年。”

本报讯“阔别近

10 年的青龙‘复活’，

今年的年味就足了。”1 月 22 日晚，

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筏头村的村民齐聚在村头，见证用竹丝编织的

青龙龙灯“点睛”仪式。

晚上 6 时许，84 岁的第五代青龙制作传承人谢法龙为青龙点上两

颗黑色眼睛，灯光点亮，青龙龙灯正式启用，重新组建的舞龙队也开始

了十年来的第一场表演。

锣鼓声响起，黑暗中只见身着橙黄色服装的队员领着“青龙”上下

翻腾，沿着村庄里的小路一路舞动，用“自带BGM”的表演通知村民“我

们的龙灯，回来了”。

筏头村有“请”龙舞龙的年俗。特别的是，这里舞龙的龙灯向来是

“手作”。谢法龙向记者介绍，筏头村的龙灯扎制已暂停近 10 年，但今

年是龙年，大伙自发手工赶制一条青龙出来，并自组舞龙队，带来了别

样的热闹。

扎传统龙灯需要几十道工序，以竹丝为主要材料，辅以竹木做支

架，采用编、插、嵌、剔、镂等十多种工艺，全部需要手工完成，制作一条

大龙灯要半个月左右。“我们希望从村里的老人们手中传承这项技艺。

龙灯从 1 月 11 日开始制作，加班加点总算赶出来了。”筏头村青龙龙灯

负责人谢根强告诉记者，村里体力相当的男性几乎都出动了，加入制作

“青龙”、舞动“青龙”的队伍。

按照习俗，青龙加上头尾，共分 13 节。舞龙过程中，有 1 人持领

灯，13人跟随领灯舞动，另有8人敲锣打鼓，前往村民聚居的自然村，沿

路有村民夹道迎接，热闹非凡。

谢根强告诉记者，自大年初一开始，每晚青龙都将出动，舞遍所有

预约的人家才能“回家”，活动一直会持续到正月十八。随着青龙完成

“画龙点睛”，舞龙队结束理论培训后，会开始实物排练，希望到了正式

表演的时候，能为大家的年味“点睛”。本报记者 陶韬 通讯员 张欲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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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竹丝青龙龙灯再现

临近春节，杭州婚宴市场的热闹还在延续，不少新人选择在年前完成

自己的甜蜜姻缘。

婚礼上，“龙”元素也深受青睐。婚礼现场的造景布置，司仪串词中

的甜蜜祝福，甚至给来宾的小惊喜中，处处都是“龙”的影子。

最近，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桃花湖婚庆产业园举行的几场婚礼

中，“龙元素”频频亮相。

本报记者 詹程开 通讯员 寿亦萍 受访者供图本报记者 詹程开 通讯员 寿亦萍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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