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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沥龙狮因为进校
园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那么
其在职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
的探索，则开辟出了一条新的
道路。

醒狮作为一项观赏性体
育运动，从入行到上台表演，
起码需要两到三年的训练时
间。作为黄飞鸿狮队“主心
骨”之一的叶仲铭，真正参加
表演也是在1998年之后。这
之前，他几乎没有通过舞狮活
动挣过一分钱，在狮队的饮食
起居，全靠师傅和师兄弟们的
接济。

在1999年，从小对醒狮和
龙狮情有独钟的李有泉，以
广东中联电缆董事长的身份
加入黄飞鸿狮队。这一年，
他找到了黄钦添，表示愿意
从资金和管理经验上支持狮
队建设。

如今，黄飞鸿狮队里有全
世界最大的醒狮、超两百年历
史的老龙舟、海外珍藏多年的
醒狮器械道具及好几代人扒
龙舟舞龙狮的老照片。通过
企业的参与，该狮队所在的协
会也成为武术龙狮训练基地，

有运动员宿舍、醒狮训练场、
武术训练场及力量训练场等
设施。

按照狮队目前的管理模
式，队员就是专职的运动员，
平日除了训练、表演、比赛等
工作，还有前辈定期来教传
统文化。黄钦添和龙狮团
会为每个队员规划发展道
路。如果队员到了 30 岁左
右，想继续在龙狮的道路上
发展的，龙狮团会协助他们
考取教练或裁判资格；如果
想开拓另一番事业，中联电
缆旗下的企业会优先聘用从
狮队出来的人员。可以说，
几乎每个抱着龙狮梦来到这
里的孩子，都找到了自己人
生的道路。

黄钦添说，如今随着经济
环境的不断提升及政府对传
统文化的越发重视，舞狮从以
往只有逢年过节才会进行的
活动，渐渐成为一种颇受欢迎
的表演。“现在，狮队平均每个
月都有25天外出表演。”他说，
职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模式，
让醒狮这个传统文化焕发了
新活力。

大沥龙狮：舞上国庆盛典的文化瑰宝
大沥把龙狮情结转变为推动力，让南狮文化焕发新活力

10 月 1 日晚 8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联欢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第二篇章的表演中，出

现了南海醒狮的身影。在英姿飒爽的50头南狮里，大

部分来自佛山南海黄飞鸿醒狮队（以下简称“黄飞鸿狮

队”）。

这已不是“大沥狮”第一次出现在高规格舞台上

了。说起南海悠久的龙狮文化，大沥是最绕不开的一个

代表。如今，龙狮运动作为大沥的文化名片，越擦越

亮。通过建基地、办狮会，“中国龙狮运动名镇”大沥把

对龙狮运动的热爱转变为推动力，积极运用自身的资源

和力量，推动龙狮文化在职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

道路上焕发出新活力。

“世界狮王”多次向全国观众献技

随着央视直播的解说，数十
头佛山醒狮出现在电视画面上，
舞狮队员们舞动着红白相间的
南狮，尽显岭南特色。

这次赴京参加联欢活动的
舞狮队员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在
20岁左右。在当晚的活动中，刚
劲威猛的南狮表演得到了观众
们的喜爱。

“我现在脑子里还不断地回
放着当晚的画面。这次有机会
把南海的醒狮带到国庆联欢活
动的舞台，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
观众了解南狮文化，是我们最高
的荣誉。”尽管回到大沥已有约
一周的时间，但说起这次表演经
历，狮队教练、黄飞鸿第六代传
人叶仲铭激动的心情依然难以
平复。

南狮是一种极具广府文化
特色的民俗技艺，盛行于珠三
角。作为南狮发源地之一的南
海，有大大小小的狮队超过
3000支。黄飞鸿狮队为何能代
表南狮登上国家级盛典的舞
台？这要从这支队伍的发展道

路追寻答案。
在南海，黄飞鸿狮队是目前

走职业化道路较为成功的一支
队伍。1999 年，该狮队在大沥
成立，是国内第一家专业醒狮
团。黄飞鸿狮队从建队初期的
20 多人发展到现在的 120 多
人，拥有多名国际级教练、国际
裁判员，还有数以万计的学员遍
布全国和世界各地，可谓桃李满
天下。

至今，他们已多次问鼎世界
冠军，曾拿下“世界狮王”的美
誉。近年来，作为岭南文化的一
个代表，他们多次出现在央视的
多个节目里，分别在 2014 年、
2016年、2018年登上央视春晚
的舞台，成为南海人的骄傲。在
各方支持下，该狮队所在的黄飞
鸿中联电缆武术龙狮协会，打造
了目前全国最具规模的综合性
龙狮训练基地。2003年，中国
龙狮运动协会、中国龙舟协会授
予其“中国龙狮运动（南海）训练
基地”“中国龙舟协会（南海）训
练基地”的殊荣。

大沥人的龙狮文化情结

可以说，黄飞鸿狮队是传承
南狮文化的中坚力量。如今，其
所在的协会还在全国各地设立
了多个分会。

而能孕育出“世界狮王”的，
自然也是一片龙腾狮跃的热
土。读懂了大沥人对龙狮运动
的热爱与追求，或许就能读懂大
沥龙狮何以能扬名海内外。

深藏在民间的大量宝贵文
化资源，是每个城市、地区传承
文脉的源泉，也是本土文化的
基因。大沥不仅是经济重镇，
也是一个从不缺文化资源的地
方。龙狮就是其中一个文化瑰
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广东醒狮”在这里得到很好
的传承。

大沥人爱龙狮，外人或许是
难以想象的。翻开地方文献，或
开启民间记忆，大沥龙狮文化均
笔繁墨重。舞动的龙狮蕴含着
喜庆、团结以及进取的精神内
核，流淌在每一位大沥人的血液
中。今年65岁的大沥居民黄栋
光从十几岁便开始“玩狮子”，见
证了大沥龙狮运动几十年来的
发展变化，他说：“大沥人舞龙狮
是有天赋的。”

与大沥镇延绵数百乃至上
千年的龙狮传统比起来，黄栋光

只能算是一个“年轻人”。富有
民间传统渊源的大沥醒狮活动，
早在隋唐就已成形，明清年间盛
行，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及城
乡，近年更是取得了迅猛发展。
当初单一的龙狮活动，在经历了
几百年风雨后，已演化成为大沥
的一个文化符号，紧紧地镶嵌在
人们的脑海中。

早在 2006 年，大沥便被授
予“中国龙狮运动名镇”称号。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镇共有醒
狮1000多头、舞龙40多条，还有
大大小小的龙狮训练基地和龙
狮武馆，基本上是村村有狮队。
舞狮、舞龙在大沥各地极为流
行，每逢节日或喜庆都是必不可
少的。每年春节和端午期间，大
沥镇各地举办醒狮盛会、生菜
会、锦龙盛会等超过20场活动，
每年参与群众共计可超过百万
人次。除了本地父老乡亲，还有
专程归来的海外游子、港澳同
胞。每一场龙狮盛会，都成为大
沥民众维系乡情的民俗庆典。

在大沥务工的邓晓岚看过
大沥醒狮盛会后，便成为了大沥
醒狮的忠实粉丝，她说：“大沥醒
狮很有名，高桩狮、高杆狮的表
演真的很精彩，我几乎每年都来
现场看。”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
通讯员关艳娟梁景萍

职业化运作：大沥龙狮的创新传承之路
与不少传统文化一样，龙狮之乡的龙狮艺术，也曾遇到传承人青黄不接和资金不足的问题。然而，敏锐的大沥人不断探索，把龙狮文化从民间自发

组织引向校园教育以及职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向，使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大沥近年不断加强民间醒狮的发展工作，通过醒狮的专业化、规范化、市场化、产业化，以及与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塑造了龙狮品牌，发扬

了龙狮精神。

走进校园寻找更多接班人

对于龙狮文化的传承，大沥的
“龙狮人”一直以此为己任。“世代相
传的传统狮艺，是南狮的灵魂和精
粹，如果在我们这一代失传，将非常
可惜。”黄飞鸿狮队创始人、国家级非
遗项目传承人黄钦添觉得，自己肩上
扛着的是传承传统技艺的责任。

传统狮艺讲究人狮合一，形似
更要神似，要求马步、腰力、手力、脑
力、鼓乐配合默契，天地合一，难度比
现在流行的高桩醒狮至少大一倍以
上，狮子滚绣球、蟹青、盘凳青、高青、
蛇青等套路已经濒临失传。如今，
黄钦添正加紧“抢救”这些宝贵的文
化遗产。他带着团队踏足了国内外
多个地方搜集资料，访问了十多个
本地的老前辈，通过不断的考究和
印证，渐渐整理出这些传统狮艺的
模式、套路等。他们还把这些整理
成文字、图片，并拍摄成教学视频。

“目前已经整理出十几个套路的资
料，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做这个工
作。”对黄钦添来说，能尽最大程度保
留这个技艺，是一个神圣的使命。

近年来，各地龙狮等传统民俗
文化活动，都面临着青黄不接、后继
不足的问题。然而在大沥，年轻的龙
狮文化传承者不仅有“80后”，也有

“90后”甚至“00后”。在很多村里，
学习舞狮的孩子最小的10岁以下。
有很多校园里的年轻人，愿意投身龙
狮文化并为其传承而努力。

在大沥，被誉为“南海第一龙”
的麦边村舞龙队在国内外获奖无
数。作为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麦边舞龙”的传承人，张志华为了更
好地传承麦边舞龙，早年开始把这
项传统文化送进校园。在他的带领
下，盐步职业技术学校的部分学生
加入了传承龙狮文化的行列中。在
职业中学中训练年轻队员，让传统
文化得到发展，还为学生提供多了

一条发展道路。如今，学生成为麦
边舞龙队的生力军，尽管兼顾课业
和舞龙很辛苦，但热爱这项运动的
他们依然很开心。

把龙狮文化送进校园的还有黄
飞鸿狮队。“不能丢掉传统文化。”这
成为黄钦添的一个情结。近年来，
为更广泛地宣传和推广龙狮文化，
他将龙狮活动引进校园，开设第二
课堂。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黄
钦添设定了相应的教学目标：幼儿
园以启蒙为主，小学接触基本功，中
学练习表演套路，大学培养龙狮
团。此外，他还推动龙狮协会在贵
州、广西等地成立了近10个分会，国
外的分会也有2个。来自乌克兰的
武术冠军史曌群等外国友人，都曾
来到狮队学习舞狮。这一切，让“大
沥龙狮”在更多地方发光发热。

为队伍引入市场化运作模式

延伸阅读

■国庆节前，黄飞鸿狮队在北京进行彩排。 （受访者供图）

■今年盐步龙狮大会上的高桩狮表演。 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 摄■大沥龙狮文化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资料图片）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 摄

■黄飞鸿狮队在北京训练。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