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4年 8月 29日 星期四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一听到起鼓，石镇鹏猛地扬起手臂，

开始用力打锣。咚咚咚，伴随着铿锵有

力、节奏明快的锣鼓声，在广州白云机场

二号航站楼出发厅，两头红色的南国醒

狮闪亮登场。

这是一场由广州“赵家狮”南国醒狮

团带来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广东醒狮”快

闪表演。表演一共由 7 名队员完成，石

镇鹏是其中一员。

坐头，站肩，高狮……鼓声愈发激昂，

狮舞愈发热烈。一头狮子瞪眼直视前方，

微侧身子向观众示意互动，另一头狮子在

后面应声舞动，气势威猛，姿态帅气。

行走的旅客纷纷驻足回头，笑着围

拢过来。等到醒狮停下，孩子们激动地

跑上前去，亲热地拍拍醒狮毛茸茸的脑

袋，摸摸醒狮扑闪扑闪的大眼睛，兴奋极

了。“早就在网上看到广东的醒狮表演很

火爆，特地带孩子到广东过暑假，没想到

在机场就看到了，特别惊喜！”来自山东

的旅客王先生说。

两头红色的南国醒狮，把岭南文化

的魅力和热情带给现场旅客，为他们的

广东之旅增添了难忘的回忆。

狮舞最早见载于《汉书·礼乐志》，至

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广东醒狮是融

舞蹈、音乐、武术、技巧于一体的民间艺

术和民俗传统，据考证由唐代宫廷狮子

舞脱胎而来，后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岭

南地区。电影《黄飞鸿》中的狮王争霸使

岭南的舞狮家喻户晓。春节期间，从初

一到十五，庞大的狮队表演随处可见。

如今，醒狮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

符号。“醒狮是一种广场性的表演艺术，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大众感染力。”南国醒

狮团团长、广东醒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赵伟斌说，“不断获得广大民众喜爱，这

项技艺才有生命力。”

舞狮技艺开枝散叶

在广州，几乎每一天都会有舞狮表

演。不仅是节庆或重大活动，哪怕一个

小小的便利店开张，店家也会请来一段

舞狮表演，寄托美好的祈愿。

旺盛的需求促进了演出团队的发

展。根据广州市龙狮协会 2023 年的统

计数据，广州全市有舞狮队 773 队、1.6
万余人，其中专业团队 39 队、近 500 人，

许多学校、企业、社区都组建了自己的舞

狮队。南国醒狮团成立于 1994 年，目前

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专业龙狮表

演团队之一。

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 65 号，院落深

处，一面巨大威风的醒狮彩绘墙旁的小

门楼上，挂着一块古色古香的金字书法

牌匾，上书 4 个大字“南国醒狮”。这里

是赵伟斌的工作室。

赵伟斌出身于广州狮舞表演世家，

是“赵家狮”第五代传人。“从父亲开始，

就在这里训练。我自幼随父习艺，40 多

年来从未间断。”

如今，这里也成了南国醒狮团队员

们的训练场所。

“舞几场下来，胳膊和手臂特别酸

痛。”00 后队员陈万达刚结束上午 9 点到

11点的训练，他是团里的“狮尾”。“在广州

上学期间，我报名参加了学校的醒狮兴趣

班，毕业后就开始从事专业表演。”

陈万达是广东湛江人，家里人都喜

欢醒狮。今年 7 月，在广州市文化馆中

心阁广场上举办了一场火爆的高桩狮王

争霸赛，陈万达也参加了，还邀请朋友到

现场观看。

陈 万 达 负 责 的“ 狮 尾 ”，在 高 桩 环

节 格 外 重 要 。 最 高 难 度 的 表 演 ，要 求

在 完 成 跨 越 时 看 不 见 桩 ，这 就 全 凭 队

员 的 经 验 和 默 契 配 合 。 坐 头 ，飞 腿 ，

上 单 膝 ，三 个 技 巧 动 作 行 云 流 水 般 完

成 后 ，陈 万 达 听 到 现 场 观 众 雷 鸣 般 的

掌声与惊叹声。

1996 年开始从艺的队员许应贤，如

今已是“赵家狮”南国醒狮团的一名教

练。许应贤擅长“鲤鱼跳龙门”和“步步

高”等主题的创作，经他指导的队员，动

作充满灵气与美感。

近些年，醒狮的各种交流比赛愈发频

繁，许应贤也成了广州龙狮比赛的一名专

业裁判。“评分标准包括主题是否鲜明、动

作是否完美、有没有失误和滑腿……”每

一次比赛，裁判规则都会有微调，特别是

关于醒狮的套路和形态，许应贤平时都注

意做好基本知识的储备和学习。

从演员到教练再到裁判，舞狮技艺

开枝散叶，越传越广。醒狮运动已不再

停留在自娱自乐的民间活动的层次上，

而是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竞技化、国际

化的发展轨道，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

“醒目仔，做得好！”

“醒目仔，做得好！”在广州市黄埔区

黄麻路 246 号的“长岭醒狮文化馆”，龚

秉伟正在给孩子们上暑假夏令营的醒狮

表演课。 1989 年出生的龚秉伟从艺已

经 20 多年，是广州非遗广府龙舞项目市

级传承人。

“醒是动词，意思是唤醒；醒也是形

容词，在粤语当中形容男子灵动聪慧。”

龚秉伟说。他称赞的那个孩子，是来自

长岭街的五年级学生钟震阳。钟震阳

马步扎得稳，手部力量强，狮头舞得生

动又醒目，甚至可以举起成年大号狮头

来舞动。

夏令营报名火爆，还有来自湛江、清

远、肇庆等地的孩子。“吃住练都在这里，

学习醒狮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做人做事和

礼貌礼节。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处在叛逆

期，醒狮精神和集体生活能教会他们懂

得团结互助，有责任感和纪律意识，帮助

孩子更好地成长。我支持孩子学醒狮表

演。”一名学生家长说道。

在“非遗醒狮少年达人”才艺大赛

上，来自广州各区的 100 多名青少年汇

聚一堂。小至 6 岁，大至 16 岁，他们关于

醒狮表演的创意和理解，让评委们倍感

惊喜。

咚咚锵……戴上面具、扛起一把锄

头，9 岁的严景涛夸张的走路姿势和身

体动作，诙谐幽默，逗得台下观众阵阵

发笑。

“我是彭可诚，我是彭可轩，我们将

带 来 广 州 醒 狮 舞 。 非 遗 传 承 ，人 人 有

责！”随后，两位少年身着黄色狮子服装

亮相，只见他们举起蓝色狮头，左右脚迈

步、退回、平行、改小马步，原地抬起狮头

眨眼，狮头左右慢移摆动。忽地，一个少

年双腿夹在另一个少年腰上，做了一个

大回旋动作，引得阵阵惊呼。

比赛以狮舞为主题，形式不限，孩子

们展示出巨大的热情和丰沛的创造力。

有的把狮头做成机器人，有的编了一段英

语演讲介绍狮舞文化，有的把传统醒狮鼓

乐与民乐结合进行创作，还有一个孩子把

狮舞编成嘻哈，跳了一曲“嘻哈狮舞”……

近年来，广州市积极推动“醒狮进校

园”，还开创“小学生醒狮课间操”。目

前，醒狮项目已进入广州的 196 所学校，

传承有序，未来可期。

在广州家喻户晓，让
“醒狮”更有时代精神

广州市民赵先生在观看演出的间

隙，掏出手机，抓拍了几头舞狮和少年一

同腾空跳跃的一幕。“好精彩，我要发条

朋友圈，与朋友们分享，这场醒狮音乐剧

值得更多人来看。”他说。

今年 5 月，音乐剧《雄狮少年》（粤语

版）作为 2024 年广州艺术季开幕演出，

在广州大剧院迎来内地首秀。该剧创作

了近 20 首原创歌曲，聚焦岭南醒狮文化

和风土人情，通过少年阿娟在广州打拼、

不懈追梦的故事，激励每一个追梦人奋

力拼搏、勇往直前。首轮连演 6 场，收获

良好口碑。“音乐好听，故事流畅。燃！

少年，去敲响你心中的鼓点吧！”“富有饱

满的生命力，温暖而且有信念。”“满满的

岭南风情，看完还想再刷！”“心中的鼓点

永远在，燃烧才能无惧伤痛，有笑有泪，

节 奏 张 弛 有 度 ，这 样 的 表 达 ，很 有 魅

力。”……这台融合醒狮文化与时代精神

的演出，点燃羊城。

如何让人们喜欢醒狮？如何让醒

狮适应新时代发展？如何做到创 新 醒

狮 表 演 的 艺 术 形 式 ，融 入 时 代 生 活 气

息 ？ 赵 伟 斌 一 直 在 做 这 方 面 的 尝

试 。“ 我 自 主 创 编 了 剧 场 版 儿 童 醒 狮

剧《龙 ，狮 子 ，跳 起 来 ！》，将 醒 狮 与 嘻

哈 舞 蹈 结 合 起 来 ，两 年 3 次 在 上 海 儿

童 艺 术 剧 场 连 演 16 场 ，场 场 爆 满 ，座

无虚席。”

舞台上，狮子伴随流行乐曲，跳起嘻

哈舞，一只电动小狮子作为逗引狮子闪

亮登场。随后，用竹藤和荧光材料制成

的夜光龙，更是让孩子们尖叫连连。全

场灭灯后，人们看到通体发光的长龙在

黑暗中不断穿腾翻滚。演出结尾，全场

1000 多名观众共同跳起了醒狮舞。

“醒狮在广州家喻户晓，它的喜庆、

热闹、阳光、灵巧、奋发向上成为广州精

神的写照。千百年来，醒狮正是因为不

断 创 新 、适 应 时 代 的 发 展 ，才 流 传 至

今。提升醒狮表演的感染力，得到跨区

域民众的喜爱，今天，它可以更新潮、更

有生命力。”赵伟斌说。

更新潮更新潮更有生命力的民间艺术更有生命力的民间艺术
洪洪秋婷秋婷

20 世 纪 40 年 代 ，戏 评 家 苏 少 卿

说：“夫麒老牌之艺岂易学到哉？学之

不到，只落得一团火气，一条哑喉，一

味胡闹而已。”陈少云能成为麒派名

家，关键是路子正，创造力大。

陈少云是个外朴内秀、讷于言而敏

于行的人，心思都用在多学戏、演好戏

上。向陈少云传授过剧艺的前辈甚多，

比较重要的至少有 5 位。第一位是陈

鹤昆。他受过周信芳的指点，讲究做

工，以“三公”（关公、包公、济公）戏出

名，有“陈三公”之称。他到湖南洪江

演出，吸引了陈少云。陈少云称陈鹤

昆为自己“做工老生的启蒙老师”。第

二位达子红，本名纪鸿春。他唱宗汪

笑侬，做学麒麟童。 1963 年，15 岁的

陈少云随团在长沙演出时，特请达子

红来看他的表演，这给达子红留下良

好印象。第三位是曹世嘉。他是戏曲

音乐家曹心泉的孙子，家学渊源，曾入

富连成“世”字科习老生，能戏近百出，

受嗓音所限，演二路，与杨宝森合作多

年，后在天津市戏曲学校任教。1984
年，36 岁的陈少云在师伯李俊麟引荐

下，奔赴天津，向曹世嘉学戏，一连 7
个月。曹世嘉知道陈少云唱麒派，而

学《定军山》《战太平》《问樵闹府·打

棍出箱》等余叔岩、杨宝森的传统戏

如此虔诚，很受感动，主动“开山门”

收陈少云为第一个弟子。第四位是

阿甲。他是著名的戏曲导演和戏曲

理论家。阿甲对麒派艺术素有研究，

因而陈少云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出戏

的提高，还从理解麒派艺术的精神层

面受到启迪。陈少云提出要拜阿甲

为师，阿甲欣然收了这个唯一的演员

弟子。第五位是赵麟童。他是周信

芳的私淑弟子。1990 年年底，赵麟童

以《明末遗恨·夜访》和《未央宫》率领

浙江京剧团到北京参加京剧界的空

前 盛 会 —— 纪 念 徽 班 进 京 200 周 年

振兴京剧观摩研讨大会。与此同时，

陈少云以《下书杀惜》代表湖南省京

剧团参加盛会。看了两位的演出之

后，我与沈祖安经过联络沟通，促成

陈 少 云 拜 师 赵 麟 童 。 1991 年 1 月 8
日，中国剧协举行了拜师座谈会，出

席者有郭汉城、阿甲、李紫贵、马科、

刘 乃 崇 、萧 润 增 等 20 多 人 。 马 少 波

致贺词时兴奋地说：“有了赵麟童、陈

少云师徒，麒派艺术后继有人，可以

发扬光大了！”

可以看出，陈少云学麒派，路子

正，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他在南派

京剧与北派京剧之间不做单向性选

择，而是尽可能互鉴、融通。这与周信

芳的艺术精神是相通的。周信芳是南

派京剧培养出来的，是海派京剧的杰

出代表，却在少年时进喜连成搭班学

艺、借台唱戏，青年时趁着在上海新新

舞台与谭鑫培同台演出的机会，用心

观摩并接受过谭鑫培的亲自指点，所

以他能写文章评述谭派艺术之精妙。

周信芳这种“北艺南用”的精神也被陈

少云继承了。陈少云能够领会北派的

底蕴丰厚和严谨、规范，再追求南派与

海派的真切、灵动、新颖、独特，就会注

意分寸，讲究适度。

另一点，陈少云学戏，不以一家为

绳矩，真正做到转益多师。他拜了赵

麟童后，专程去杭州向赵老师学戏；又

于 1991 年去常州向周信芳弟子明毓

琨学戏；1992 年到上海后向张信忠、

李如春、孙鹏麟、小王桂卿等名家请

益。他没有亲见过麒派宗师周信芳的

舞台表演，尤为重视收集和研究周信

芳遗留的各种文字、音像资料。所有

这些学习、研究，并非单纯为了解决从

不会到会的问题，而是即使自己学过

演过的戏，也要从各种“大同小异”的

路子中琢磨其差别的缘由何在，如何

结合自身条件加以吸纳，以提高自己

在传承发扬麒派艺术方面的鉴别力和

表现力。

陈少云演了不少令观众难忘的麒

派“看家戏”。 1994 年、2004 年、2014
年，他分别为上海京剧院主演了《狸猫

换太子》《成败萧何》《金缕曲》，这是继

“尚长荣三部曲”（《曹操与杨修》《贞

观盛事》《廉吏于成龙》）之后出现的

“陈少云三部曲”。两个“三部曲”共同

为当代京剧的古代故事戏构筑了一道

亮丽风景。此外，陈少云还应邀为北

京、浙江、青岛三地的京剧院团分别主

演了《宰相刘罗锅》《东坡宴》《驼哥与

金兰》等。这些新戏所塑造的陈琳、刘

墉、萧何、驼哥、吴兆骞，既有性格特

色，又有鲜明的麒派风韵。

陈 少 云 的 新 戏 全 是“ 被 动 接 活

儿”，但只要接受了任务，他就在“看懂

剧本，弄通人物”上狠下功夫。陈少云

说得好，“熟读剧本是基础。弄清楚事

件的来龙去脉，分析透人物的性格心

理，然后通过导演及剧组同仁的帮助，

人物才能逐渐地‘立’起来”。这就是

他“被动”中的主动——把“懂”与“通”

转化为舞台动作，成为观众可以直接

欣赏的人物形象。

陈少云说：“流派很重要，人物更

重要。把人物刻画好了，流派特色自

然而然就在其中。”他重视流派的风格

特色，更重视流派的艺术精神。陈少

云演的刘墉、萧何、吴兆骞，可以称为

比较成功的麒派艺术的新形象，显示

了其充沛的创造力。

写到这里，想起戏剧评论家斯达

克·杨称赞梅兰芳艺术时说过的话：

“它不是单纯的机械制成品，却像一切

艺术品那样经常冲击形式而同时又存

乎其中，通过这种既冲击又遵循的方

式保持生机。”这话说得简洁，是带有

规律性的总结。像京剧这种程式性很

强的戏曲艺术，又有前辈流派艺术的

深远影响，尤其需要演员有“既冲击又

遵循”而获得“生机”的本领，才能把各

种文本中的不同人物形象演绎得生动

感人，并完成演出风格的和谐建构。

“冲击”的幅度会有不同，“遵循”的方

式会有多样，要靠演员权衡、拿捏，以

达成编、导、音乐、造型等合作者共同

拟定的艺术目标。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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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舞最早见载于《汉
书·礼 乐 志》，至 今 已 有
2000 多年历史。广东醒
狮是融舞蹈、音乐、武术、
技巧于一体的民间艺术
和民俗传统，据考证由唐
代宫廷狮子舞脱胎而来，
后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
岭南地区。春节期间，从
初一到十五，庞大的狮队
表演随处可见。如今，醒
狮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的文化符号。

核心阅读

图①：南国醒狮弟子

正在练习高桩醒狮绝技。

图②：赵伟斌在醒狮

工 作 室 介 绍 醒 狮 狮 头 工

艺品。

图③：在今年的广东

省广州市黄埔区青少年醒

狮公益培训班上，孩子们展

示汇报演出后获得的结业

证书。

以上图片均为赵伟斌

提供

版式设计：赵偲汝

陈少云学麒派，路子
正，有两点值得重视。一
是他在南派京剧与北派
京剧之间不做单向性选
择，而是尽可能互鉴、融
通。另一点，陈少云学
戏，不以一家为绳矩，真
正做到转益多师

▲京剧《徐策跑城》，陈少云饰

徐策。 陈少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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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