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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操场上练习舞蹈动作。

感动南川人物夏传红：

推动板凳龙舞走上更大舞台
记者 刘晓娟/文 甘昊旻/图

翻山越岭腾空起，一条金龙穿山行，翻、

腾、滚、跳、跃、跑……在 1月 10日举办的重

庆市首届和美乡村才艺大赛（重庆村晚）南

川专场“达人争先赛”现场，夏传红带着石溪

镇中心校的老师和学生在舞台上表演石溪

板凳龙舞，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赢得现场观

众阵阵掌声。

石溪镇板凳龙舞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夏传红是板凳龙舞的第十四代传承人，所

以面对每一次舞台表演他都会根据人数、舞

台来编动作、选音乐，力求每次都不一样。因

参加这次比赛，从报名到突围赛再到本次达

人争先赛，间隔时间非常短，只要不上课，夏

传红几乎都在研究动作，放学后常常组织学

生排练。为了更好地在比

赛时呈现板凳龙的舞台效

果，他在排练中边练边调

整动作，十分严格。

短时间内，学生们能

将动作练得非常熟练，这

也得益于学校打造的板凳

龙文化。学校成为重庆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溪

镇板凳龙舞文化传承基地

后，便着力打造板凳龙文化校园。作为传承

人的夏传红也持续不懈探索创新，开发了区

级精品校本课程《凳龙飞舞》《竹编板凳龙》，

结合大课间，提取板凳龙舞的基本动作，编

制适合学生表演的板凳龙舞和板凳龙操，还

在课后延时服务的兴趣课中开设传统文化

课程，充分发挥板凳龙舞文化传承基地的作

用，培养全面发展的“小龙人”。

如今的石溪镇中心校，每一个孩子都是

板凳龙舞的传承人。夏传红更是带着小传承

人们通过比赛、表演、服务乡村振兴等方式，

带着板凳龙舞走进区级、市级、国家级的舞

台，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欢板凳龙舞。

在节目的编排中，他将学生作为板凳

龙舞新一代传承人。夏

传红说，作为一名传承

人，将板凳龙舞传承下

去是他的责任，他会继

续探索研究，争取更多

的展演机会，让更多的

人了解石溪板凳龙舞，

让更多的学生传承传统

文化，将板凳龙舞生生

不息地传承下去。

“小龙人”手持龙饰进行表演。 夏传红向学生讲解动作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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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学生通力合作，将精彩的板凳龙舞呈现给观众。

夏传红和学校老师、学生在舞台上表演。 夏传红手举“龙珠”戏龙。

夏传红，男，56岁
石溪镇中心校教师
板凳龙舞第十四代传承人

夏传红出生于板凳龙舞的
故乡石溪镇。这些年，他发现
板凳龙舞即将面临传承断代问
题，便立志做好板凳龙舞的传
承。2003 年起，他连续 8 年利
用下午放学后的时间，冒着严
寒酷暑、披着星星月亮，带着一
群伙伴骑着摩托车前往南川城
区拜师学习板凳龙舞的编排艺
术。为推动非遗进校园，2016
年开始，他自学电脑排版、图书
编辑等技能，从零开始编撰板
凳龙舞校本课程，历时多年，几
经改版，如今，他所创建的非遗
校本课程已从最初的二十多页
扩写至两百多页。近年来，他带
着板凳龙舞走出重庆、走向全
国，他所编排的板凳龙舞节目，
也先后获得全国第四届群星奖
节目“二等奖”、首届中国农民
文艺汇演“银穗奖”、第八届中
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非遗竞技展最佳“编排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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