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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龍在文：龍的文學爪印 

第六集：中華民族的符號 

 

 
： 

有人問為甚麼我這麼喜歡龍，因為牠不只是一條龍，更是我們借代了不少感情和希望

的一個代表符號。 

 

 
： 

我自清代中葉，就被人掛在旗上，於清政府的船隻、機構和外事團隊代表旗上飛舞。辛

亥革命後，帝制結束，龍這個符號回到民間，成為了中華民族的標誌。民國時期詩人聞

一多教授在論著《伏羲考》中寫到： 

 

「從前作為帝王象徵的龍，現在變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象徵了。」 

 

 
： 

龍與中華文明一起經歷了數千年的歷史，亦成為了代表中華文化和文明發展的符號。

古人對「龍」、「龍王」的崇拜，是對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祈望；龍溝通天地的形象呈

現了當時巫術文化、生死觀念；「真龍天子」反映了中國歷代的管治制度等等。沒有一

種動物或者神靈像龍一樣伴隨着中華民族從起源到發展的全過程。 

 

龍深入到中國社會每個角落：有着數不清的文藝作品；獨特的節日和習俗；在全國各

地，都有與龍相關的名勝古蹟或者山川湖泊。龍文化已經融入中國人生活的各方面，被

中華民族廣泛認同。龍就是這樣，經過漫長的時間創造和演變，成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

符號和精神象徵。 

 

 
： 

在文學上，「龍」是現當代作家創作的養分和素材。香港作家小思曾經寫過一篇〈龍的

故事〉，以龍象徵中國，細說「龍」從沉睡到醒覺；從備受殘害，到重新振作的經歷。

除此之外，還記得「文學 101」影片《魔幻寫實主義》系列中介紹的短篇小說〈養龍人

師門〉嗎？〈養龍人師門〉就是香港作家也斯以「孔甲養龍」的神話作為藍本，利用魔

幻寫實主義手法融合現代社會背景寫成的故事。兒童文學《不一樣的中國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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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運用了「龍生九子」的傳說，講述龍爸爸和龍媽媽的九個龍子有着不同的性格、天賦

和優缺點。而龍爸媽因材施教、尊重孩子，使九個龍子都能夠成為自己、成為「真正的

龍」。 

 

龍多重的形象、豐富的內涵為作家提供源源不絕的材料，被應用於不同類型的文學作

品中，所創作出新的文學作品又可以成為下一道養分。「龍的故事」就是這樣不斷傳承

下去。 

 

 
： 

龍有如此多故事和定義，為何我們會自稱「龍的傳人」或「龍的子孫」？「龍的子孫」

與「炎黃子孫」又有甚麼關係？ 

  

 
： 

辛亥革命之後，如聞一多先生所說，龍不再是皇權的象徵，而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象徵。

而中國人自稱「龍的傳人」，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1978 年底，一首《龍的傳人》風靡

海內外，之後「龍的傳人」、「龍的子孫」這些稱呼開始流行。據說炎帝的媽媽任姒曾經

「感龍而生」炎帝，所以炎帝算是真正「龍的子孫」。至於黃帝，史書記載，(黃帝)生得

「龍體」、「龍顏」，外貌更加像龍。炎帝、黃帝都是中華始祖，所以「炎黃子孫」某程

度上來說，也是等同於「龍的子孫」。 

 

 
： 

龍從興雲布雨、溝通天地的神獸，到皇權的象徵，再到今天成為了中華民族的標誌。龍

文化不斷傳承，龍的故事便一直延續。其實還有很多很多有關龍的文化內涵和文學作

品，歡迎大家繼續到公共圖書館發掘同借閱相關書籍！ 

 

 
文學 101—見龍在文：龍的文學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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