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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锵咚锵……咚咚锵……”伴随着激昂的锣鼓
声，几只威武的“狮子”身姿矫健，动作流畅，时而腾
空跃起，时而摇头摆尾……见到张艺瀚时，他正在丽
水职业技术学院的风雨操场上全神贯注地指导队员
们训练。

这支组建仅两个月不到的醒狮队，队员均为该
校大一学生。在张艺瀚的带领下，醒狮队在 2024年
浙江省舞龙舞狮公开赛上，以精湛的表演震撼全场，
荣获成年组舞狮传统创意一等奖。

痴迷舞狮，苦练技艺

张艺瀚对舞狮的痴迷，源自他高中时期的一段
经历。来自温州的他，因良好的身体素质被学校的
醒狮队选中。入队后，他对舞狮的热爱与日俱增，这
逐渐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学好舞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扎实
的武术功底和艰苦的训练。扎马步是入门基础，对
于刚入队、零基础的张艺瀚来说，这个看似简单的动
作却让他体会到了“万事开头难”的滋味。但他未曾
有过退缩的念头，而是全身心投入艰苦的训练之中：
跑步、扎马步、步法练习、抬举训练……每一项都毫
不松懈。

为了增强手臂和肩部力量，他拿着“狮头”在空
中练习画“内 8字”“外 8字”，长期的训练，让他双手
长满了厚实的老茧；为了练习腿部力量，他反复练习

“兔子跳”，从平地的跳跃逐步挑战近一米高的桌子，
每一次都努力突破自己；为了生动展现狮子的神韵，
他反复揣摩狮子的每个细微动作，从眨眼到扭头，从
扑跃到翻滚，力求做到极致。

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张艺瀚对伤痛早就习以
为常。比如，手指和后颈被狮头内侧的竹条骨摩擦
划伤，没有控制好落地动作导致脚崴、腰伤，甚至有
一次从队友肩膀上摔下导致手指骨折。然而，张艺
瀚并没有叫苦不迭，反而乐在其中。“舞狮，不仅是对
动作技巧的考验，更是对体能和意志的磨砺。”张艺
瀚感慨地说，“每当有困难或挫折时，戴上狮头舞一
舞，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两年间，张艺瀚逐渐掌握了舞狮的表演精髓，更
是成长为“多面手”，舞狮头、狮尾、敲锣、打鼓样样
精通。2023 年暑假，他特地前往广东佛山，拜访当
地醒狮队，进一步学习舞狮文化与技巧。“醒狮重写
意，形似更要神似，要把狮子的八种形态——喜、怒、
哀、乐、动、静、惊、疑，演绎得栩栩如生，这绝非易

事。”张艺瀚坦言，佛山之行让他收获颇丰，不仅掌握
了更多高难度的动作和表演技巧，还对醒狮的精神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依托学校平台，组建醒狮队

今年 9月，张艺瀚成为了丽水市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学院集成电路专业的一名新生。“我想把这
份对舞狮的热爱传递下去，组建一支大学生醒狮
队。”张艺瀚笑着说。

作为张艺瀚的同学兼室友，陈张凯自然而然成
为了醒狮队的一员。当张艺瀚向他提出这个想法
时，他没有丝毫犹豫，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对于舞
狮，我在影视作品中见得比较多，现在有机会亲身去
了解、学习，我当然愿意。”陈张凯说。

为了吸引更多的同学加入，他精心准备了一个
关于舞狮的视频，与陈张凯一起利用晚自习时间，开
始了醒狮队的“招新”。他们带着视频，一个班一个
班地去宣传、讲解。每到一个班级，张艺瀚都会热情
洋溢地介绍舞狮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和表演
形式等。

“舞狮在中国历史悠久，分为南狮、北狮两大
类。其中南狮又称为‘醒狮’，以广东等地的醒狮最
具代表性，融合了武术、舞蹈、杂技、音乐等多种元
素。醒狮外形威武雄壮，寓意吉祥，常在节庆或重大
活动中出现……”他一边讲解一边演示，让越来越多
的同学对舞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学校领导及老师的鼎力支持与推动下，9 月
28日，张艺瀚正式成立白云醒狮队。凭借深厚的舞
狮功底和教学经验，该学院社会体育专业教师徐凯
杰成为了醒狮队的教练。“我们学校一直致力于学生
的多元化发展，2023 年我们开设了舞狮特色课程，
让更多学生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徐凯杰感慨道，“看到了张艺瀚对舞狮的热爱与
投入，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也看到了传统文化薪
火相传的希望。”

醒狮表演以锣、鼓、镲三种敲击乐器相配，角色
有狮头、狮尾、鼓手、锣手、镲手等。根据队员的身体
素质和兴趣爱好，张艺瀚将他们分为舞狮组和鼓乐
组，进行针对性教学。

“我力气小，安排在鼓乐组。刚开始只是觉得好
玩，但后来的训练，让我慢慢领悟到舞狮的精神内
核，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也随之油然而生。”醒狮队
的镲手蓝韵超笑着说，话语中流露出对舞狮的喜爱。

如今，白云醒狮队已经发展到 47人。虽然大部
分队员都是零基础，但他们的学习热情丝毫不减。

“刚开始确实有些吃力。在循序渐进的训练中，很多
队友很快掌握了技巧。大家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整
个队伍充满了活力和凝聚力。”张艺瀚说。

每周日至周四晚六点半到八点半，丽水市职业
技术学院的风雨操场总是格外热闹。“锣镲跟着鼓
点，不能乱”“脚步要稳，节奏要稳”……队员们身着
训练服，在张艺瀚的带领下，紧张有序地训练着。从
基础动作的练习到团队协作的磨合，从舞狮文化的
学习到鼓乐节奏的把握，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队员
们的汗水与努力。

参加舞狮比赛，传承传统文化

11月 4日，丽水市职业技术学院运动会开幕式
上，一场精彩的舞狮表演震撼全场。

七只活灵活现的“狮子”，踩着鼓点的节奏闪亮
登场，腾跃、摇头摆尾，敏捷而灵动，它们或威风凛
凛，或俏皮可爱，现场喝彩声此起彼伏。

更令人振奋的是，仅一周后，在浙江省舞龙舞狮
公开赛上，这支醒狮队再次大放异彩，凭借出色表
现，获得成年组舞狮传统创意一等奖。

此次比赛，张艺瀚和队员自编自演了《白云山智
取灵珠》，将狮子外出觅食、山间嬉戏、斗智斗勇、采
得灵珠等情节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
神态都栩栩如生，仿佛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奇幻
与冒险的世界。

这精彩的表演的背后，是醒狮队队员们的辛勤
汗水与付出。陈张凯负责舞狮尾：“整个身子都藏在
狮服下，完全看不到前面的人，而我做的每一个手
势、走的每一个步法，都必须与舞狮头人保持高度默
契。这种默契只能在一次次的加强训练中不断提
升。”除了日常训练，他们经常利用课余和周末时间
练习，只为了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一面。

负责舞狮头的林鹏程，时常承受着巨大的压
力。“刚开始，由于体力跟不上，加上经验技巧欠缺，
即便能把整套动作做下来，也很难舞出醒狮的神
韵。在队长的悉心指导下，我不断重复练习，逐渐找
到感觉。现在，我舞出来的醒狮终于‘活’了。”说到
这里，林鹏程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虽然训练
很辛苦，但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本来我们队伍成立时间不久，我们根本没有信
心去参加比赛，是徐教练和学校老师们给予我们很大

的鼓励和支持。”张艺瀚感慨道，“这次获奖，是对我们
全体队员辛勤训练的肯定。接下去，我们继续提高自
身水平，学习跳梅花桩等高难度的舞狮技艺，并融入
一些创新元素，让我们的舞狮表演更加精彩。”

谈到下步打算时，张艺瀚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
光芒：“在我们学校老师的指导下，我想创业成立一
家处州胜艺龙狮体育文化传媒公司，通过这个平台，
我们把舞狮表演带到各种节庆活动中，让更多的人
有机会目睹醒狮队风采，感受它的魅力。我相信，通
过我们的努力，传统文化一定能够继续发扬光大，传
承下去。”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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