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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以来，新华社、央
视、凤凰卫视等高端媒体频频报
道南海醒狮民俗活动，关注南海
醒狮文化的发展经验，让南海醒
狮文化再度传遍世界。

天下醒狮，皆出南海。作为
醒狮的发源地，南海素以“敢为
天下先”著称，在政府引导和社
会力量的推动下，南海醒狮在传
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壮大，从民俗
表演到体育运动，再到比赛竞
技，这项底蕴深厚的传统民俗活
动，早已成为一个凝聚民心的载
体、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一股
推动发展的力量、一张城市特色
的名片。

南海醒狮用文化IP演绎独
特魅力，延续南海骄傲，并以“世
界狮王”的姿态，书写文化自信，
引领全国醒狮运动，打开链接世
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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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花市、看狮会、赏烟花，是珠

三角每年春节例牌的传统节目。

但在南海，最传统、最盛大、最多人

参与、最热闹的活动，一定是醒狮

盛会。

激烈的鼓点，灵动的醒狮，或

腾、或闪、或扑、或转，时而摇头摆

尾，时而欢腾跳跃……从正月初一

到廿九，醒狮盛会在南海各镇街轮

番上演，每一场都吸引数万民众围

观，他们带着不同的新年愿景，品

尝着这场熟悉的醒狮文化盛宴。

“不仅可以看到精彩的舞狮表

演，还可以感受到昂扬的拼搏精

神。”正月十四在大沥狮会现场，带

着一家4口看表演的本土居民曹

敏添说，每年的狮会都和家人一起

来看，从中领略勇敢、团结、开拓的

精神，让新一年更有干劲和激情。

狮会，又叫“狮子会”或“生菜

会”，是正月期间，广泛流行于南海

乡村，备受各界欢迎的一项群众性

醒狮表演活动。数百年来，春节舞

狮贺新岁的习俗几乎从未间断，延

续至今演化成几大狮会：正月初一

平洲狮会、正月初八里水狮会、正

月初九横江狮会、正月初十小塘狮

会、正月十一盐步狮会、正月十二

松岗狮会、正月十四大沥狮会、正

月十六泌冲狮会、正月廿六官窑生

菜会狮会、正月廿六黄岐北村生菜

会狮会等。

今年2月19日（正月二十九）

由南海区政府牵头举办的“南海狮

团诞”，更是群狮荟萃，其中“春闱”

传统狮艺赛事，各镇街醒狮队同台

竞技，合力展示和传播南海在地文

化，将南海醒狮文化活动推向高潮。

“舞狮活动有祈福欢庆、辞旧

迎新的寓意, 也是民众习武健身

的好方式。由狮及人，传统醒狮的

最大特征，便是有一种教化的作

用，因而广受民众喜爱。”民俗专家

梁国澄说，南海舞狮活动传习至今

已有数百年，并成为地方民俗活动

最有气氛和最受欢迎的项目，关键

在于融入了舞狮人坚毅、勇敢、团

结、开拓的精神，并在政府引导和

社会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形成狮会

这种大型的民间文化活动，成为一

个凝聚民心的载体，一道岭南民俗

文化的盛景。

醒狮起源于南海，不仅是岭南

民俗文化的重要符号，更是南海人

民心中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明

代开始，舞狮就成为南海民间重要

的民俗活动，几乎每个较大的自然

村都有狮队。发展至今，目前南海

民间醒狮队有2000多支，每逢过

节、庙会各乡村都要举办狮会，每

逢庆典、重大活动必有醒狮助兴。

锣鼓一响醒狮舞，聚人聚气聚

民心。醒狮的到来，必然伴随人气

的集聚。如大沥狮会、“南海狮团

诞”均吸引近十万人围观，松岗狮

会已拥有超过400年历史，醒狮文

化早已深入民心。“我知道松岗有

醒狮汇演，特意让爸爸妈妈早点来

现场。”今年6岁的小朋友叶卓恒

说，他一直喜欢舞狮，并打算报名

加入学校的狮舞队。

中国龙狮运动协会教练委员

会主任、广东省龙狮运动协会秘书

长黎念忠表示，南海醒狮从民俗活

动引领良好的民心民风，到推动竞

技比赛点燃勇敢拼搏的激情，形成

了团结奋发的龙狮精神，传统文化

的香火在南海人的传承与创新中

得以延续并获得新的活力，不断赋

能基层治理、推动社会发展。

南海醒狮经久不衰，不仅因

为其历史悠久，更是因为它的精

神永恒，体现了一种开拓、团结、

不畏艰险的民族气概，成为一种

民俗文化现象，获得了民众和政

府的认可，并通过影视、活动、媒

体等多种形式不断推广弘扬。

从1993年香港电影《黄飞

鸿之狮王争霸》把醒狮文化推向

高潮，在国内掀起了一波以黄飞

鸿为题材的电影潮，到2021年
12月电影《雄狮少年》上映，以

南海醒狮文化为背景，展现了诸

多南海元素，譬如南海醒狮特有

的高桩狮、水上飞狮，以及桑基

鱼塘、祠堂等。两部以南海醒狮

为题材的电影火遍华夏。

今年元旦以来，各大高端媒

体再度聚焦南海醒狮民俗活动，

频频报道南海醒狮文化的发展

经验。据统计，从1月1日~2月
5日，全国各级各类媒体报道南

海超过16次。其中，1月30日，

南 海 醒 狮 登 上 CCTV- 1 和

CCTV-13《焦点访谈》节目；2
月5日，由新华社总社摄影部和

新华社广东分社联合制作的《体

育地理|天下醒狮，皆出南海》在

新华社客户端置顶发布，图文并

茂讲述南海醒狮文化。

南海醒狮不仅在国内红火，

在国外也声名远播。今年春节，

2023伦敦新年大巡游活动吸引

了60多万名伦敦民众，以及来

自英国各地、世界各国的游客观

赏。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新

西兰奥克兰、哥伦比亚波哥大

市、泰国清迈、加拿大温哥华等

海外侨胞聚集的城市，华人社团

每逢中秋、国庆、春节等节日都

会举行大型的庆祝巡游活动，其

中醒狮表演是必不可少的项

目。醒狮散发出的独特文化魅

力，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捧，不

仅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风采，还给

外国友人提供了学习和交流中

华文化的平台。

以狮为媒链接世界。从影

视演绎南海醒狮武术文化，到媒

体高度聚焦，南海醒狮作为一种

吉祥纳福的象征，风光地走出国

门，让世界人民对这一传统的民

间艺术刮目相看。

从2001年开始，南海西樵

镇连续20多年在西樵山天湖公

园举办“黄飞鸿杯”狮王争霸赛，

每次都吸引上十万民众游客观

看。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

参赛狮队技术水平最高的狮艺比

赛，被业界誉为“永不落幕的狮艺

盛宴”，打响了本土赛事品牌。

“南海醒狮作为一张城市文

化名片，蜚声海内外，关键的一

点是南海不断创新丰富了醒狮

文化的内涵，并由南海发起组织

了醒狮比赛，制定标准化的竞赛

规则和裁判法，将醒狮竞技带进

了市运会、省运会和全国农运

会、全国运动会上，引领全国醒

狮运动。”南海区武术龙狮体育

协会会长何伟洪表示，南海醒狮

已经成为一张城市名片，吸引各

级媒体的高度关注，在不断向外

传播中发酵，这种传播效应提升

了城市美誉度，扩大了城市影响

力，吸引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朋友

来南海看醒狮盛会。

南海醒狮一次次出现在世

界面前，不仅检验了一个城市的

文明程度、城市形象和城市实

力，同时打开了一扇更加开放的

窗口，带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机

遇，为推动南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探索新路。

推动现代化
活力新南海建设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而

醒狮文化是历史文化名城独特

的宝贵财富。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

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

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近年来，南海区一直深耕“南

海醒狮”品牌，推动“南海醒狮”这

个城市形象超级 IP的融合发

展。去年11月，南海区颁布实施

《深入实施龙舟、醒狮文化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提出南海要发挥龙

狮文化“塑形”“铸魂”功能，不断

夯实“村村有龙舟，村村有醒狮”

基础。此举目的就是讲好南海龙

狮故事，传播好南海城市形象，激

发南海雄师精神。同时邀请清华

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担任学

术指导，共同发起“南海醒狮焕新

发展计划”，推动南海醒狮文化可

持续发展，探索以文化为核心带

动文旅产业发展新路。

今年2月19日，“南海狮团

诞”在西樵山举办，这场由南海

携手清华大学文创院创新策划

的“南海狮团诞”节庆活动，集巡

游、祈福、春闱于一体，将南狮、

武术、舞蹈、民乐完美融合，为观

众呈现了一场跨界的国潮盛典，

展示出醒狮这一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巨大魅力。众多海

内外朋友也通过线上直播大饱

眼福。

优秀的文化是文化自信之

根，是文化输出的纽带，而南海

醒狮正是如此。借助醒狮文化

活动，南海深入挖掘城市发展潜

力，将其作为点燃经济发展新引

擎的重要动能，不断寻找机会，

借力而行、借势而行，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同时，搭建起交流

合作平台，把文旅产有机融合起

来，实现以文塑城。

南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

梁惠颜表示，“南海狮团诞”活动

是南海区推动传统文化可持续

发展、助力南海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接下来，南海将继续发

挥雄狮精神，依托“南海狮团”

“狮诞”等载体，加强醒狮文化与

国潮音乐、动漫、电竞、文创等新

兴产业的结合，让非遗涵养城市

文化品格，持续创造具有温度的

城市IP，打造大湾区文旅商深度

融合发展样板。

醒狮醒国魂，击鼓振精神！

当下，雄狮精神正照进现实，塑

造着生活在南海的每个人，通过

凝聚精气神、汇聚强大合力，为

打造现代化活力新南海提供助

力。

醒狮文化作为民心交流、跨

越国界的“世界语言”，正在南海

演绎着“文化为媒，助力高质量

发展”的鲜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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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凝聚民心的载体

文/珠江时报记者蓝志中方婷

打开链接世界的大门

■2023狮山狮王争霸赛青少年组决赛，松岗武术龙狮会馆表演《过桥采青》。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村民围观大沥盐步石庙村新春醒狮表演。 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摄

■比麟堂醒狮队登上河南卫视小年夜晚会。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