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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俗体育文化产生酝酿于广袤的乡村社会，是广大劳动人民

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时代发展的鲜红烙印。地方民俗体

育文化则带有浓厚地域特色，是某一乡村地区社会、文化等的集

中缩影。研究数据显示，进入20世纪后民俗体育逐渐衰落，不少

红极一时的民族体育项目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目前，不少地区民

俗体育正濒临失传，甚至部分项目的消失已不可逆转，地区民俗

体育文化的大面积“拯救”行动不易实现，如何使其与新时代接

轨，逐渐成为相关工作者和学者共同研讨的问题。2017年，十九

大报告指出了“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坚持高度文化自

信，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习。”《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

提及：“弘扬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加强优秀民族体育、民间体育、

民俗体育的保护、推广和创新，推进传统体育项目文化的挖掘和

整理”[1]的时代任务。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支，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对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不可忽

视的作用。

我国民俗传统文化的瑰宝——舞狮运动，距今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舞狮运动在形态、规则、技术

等方面均形成了一定的体系。研阅相关文献，民间广为流传的“舞

龙舞狮”项目属于民俗体育范畴，并融入当地乡土武术、杂技、器

乐、故事等元素， 呈现出富有地方特色的独有文化形式。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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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择四川南部一种特别的民俗体育形式——龙车镇“搬打狮

子（俗称耍狮灯）”作为案例，结果深度田野调查，揭示地方民俗

体育文化的历史变迁与传承动力。

1  龙车镇搬打狮子衍生的环境分析

1.1地理情况

龙车镇隶属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幅员面积72.17 平方千

米，位于江阳区分水岭镇、合江县尧坝镇两大古镇交界。辖区内

山峰——鼓楼山，山如石鼓，钟秀隽丽，精彩纷呈的剿匪人文故

事，与山间石笋、古寨门、古栈道等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形成了

独特的旅游资源。特殊的区位条件，促进了不同民俗、多种文化

的交融，孕育和滋养了搬打狮子这一多元素为一体的民俗体育

文化。

1.2人文情况

龙车镇素有“舞狮之乡”的美誉。长久以来，龙车镇内活跃

着一群舞狮人，舞狮人均为当地农民，农闲、逢年过节或各类庆

典时集中外出表演。龙车镇的狮舞项目称为“搬打狮子”，是将武

术、杂技、歌舞、神话故事等多元素融为一体民间艺术、民俗体

育形式。在文娱活动不够丰富的年代，搬打狮子是最具吸引力的

节目。因舞狮能带来额外收入，成为当时年轻人争相学习的项目。

2  龙车镇搬打狮子的历史变迁

“搬打”一词的释义为：一是舞狮表演需要“搬”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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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成高台进行表演；二是表演过程中，伴有鼓、锣、钵等敲

打伴奏；三是其中包含若干武术打斗场面。龙车“搬打狮子”

是我国舞狮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初为一些民间能人展示绝技，

经百年演变，逐渐成为融武术、杂技、歌舞、神话故事于一

炉，集文狮、武狮于一体；借助桌凳、竹竿等简易道具，配

合鼓、锣、钵等打击乐伴奏；以地游狮子、猴子爬杆、猴子

和尚翻高台、高台舞狮、钻刀圈、钻火圈等 1 0 多个套路为表

演形式；常在方寸间以奇、险取胜，自成一项独树一帜且无任

何安全防护设施的纯民间高空表演项目，专家称其为“难得的

民间文化艺术珍宝”。为全面了解龙车镇搬打狮子的历史变迁，

笔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从龙车镇搬打狮子的发展历程、演绎内容

更迭进行了阐述。

2.1龙车镇搬打狮子的发展历程

龙车镇搬打狮子历史悠久，据载始于清末民初，现已传承至

第九代。查阅相关史料，结合田野调查数据，研究认为龙车镇搬

打狮子历经以下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萌芽发展时期（清末民初）。龙车镇搬打狮子的具体起

源时间已无从考证，根据多位传承人的回忆以及结合史料，当前

较为认同的观点是：龙车镇搬打狮子并未原产于本地，是由清末

民初的一位江湖游医利用单人舞狮招揽生意时引入，随后龙车镇

的舞狮活动逐渐兴起。

第二，摸索前进时期（20世纪50年代-90年代）。这一期搬

打狮子的演绎人群逐渐增多，从2-3人走街串巷的“游行”表演，

逐渐发展成为若干团体，少则6-7人，多则12-15人。20世纪70

年代左右，龙车镇的搬打狮子发展到鼎盛时期，整个龙车镇境内

有3-5支舞狮队。

第三，保护传承时期（21世纪初——至今）。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作为传统项目的搬打狮子在日新

月异的文娱方式面前逐渐走向衰落。这一时期，搬打狮子的商演

逐渐被现代的“歌舞团”取代，演出机会锐减。随着传承人的不

断老去，龙车镇搬打狮子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2007年龙车镇搬

打狮子被列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纳溪区广电局多次对龙车

镇搬打狮子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并在2020年进行了长达4个

月的视频录制，对搬打狮子的历史、演绎方式、传承教学进行较

为全面的拍摄，为该项目保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2.2龙车镇搬打狮子的演绎内容更迭

大部分的民俗体育项目都来源于生产生活实践，并与时令节

庆、民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搬打狮子从起初过年时寓意

的吉祥纳福，逐渐增添到为各类庆典的“热闹”，甚至作为地方特

色参加各类艺术展演活动，其演绎内容也在伴随时代的变迁不断

更迭，督促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情趣，迫使搬打狮子演绎内容更迭。

发展初期，参与演绎的人员较少，多为2-3人的“巡演”（两人负

责舞狮，一人负责配乐（敲锣或者打鼓），走家串户地进行表演，

讨主人家的吉利（红包））；表演的内容为片段式的舞狮；表演地

点不受限制，主人家的堂屋、园子都可以；表演时间仅为正月初

一至正月十五。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搬打狮子表演逐渐出

现在人们的婚嫁、老人大寿等庆典中。单调的舞狮活动已无法满

足人们的需要，搬打狮子不断吸纳各类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技艺

融为一体，逐渐衍生出了 “地游狮”（沙和尚逗狮子、狮衣

吞棍等）、“猴子爬竿”、“高台舞狮”、“猴子翻高台”、

“火龙圈”等特色项目，也兼有拜寿祝酒、武术对练等传统内

容。表演道具多就地取材的四方桌、长条凳、竹竿、扁担等。

表演难度上也进行了升级，所有高难度表演均不设置任何安全保

护措施，以在方寸之间演绎险象环生的悬念而独具魅力。

二是演绎人员间的相互交流，促使演绎内容的更迭。初

期，演绎内容主要“地游狮”，即在地面游荡逗乐观众的舞狮

活动，危险性较小。随着搬打狮子队伍的壮大，一支完整的搬

打狮子队有 1 6 — 1 8 人，演变出“孙悟空”（小脸子）、“沙

和尚”（大脸子）、“耍狮子”、“打响儿”（伴奏）等角

色或分工。但由于参与人员均为业余演员，且为农民，农忙时

节的演出，人员通常都不固定，各队伍间的人员相互串联组队

演出，相互交流中，演绎内容得到不断扩充。例如表演项目

“火龙圈”，据传承人介绍：“火龙圈表演，起初是将草纸做

纸圈点燃，“孙猴子”（扮演孙悟空的演员）飞身穿过就结

束，后来另外一队“孙猴子”在一次临时的参演中觉得这个项

目不够精彩，于是将用于表演飞刀绝技的刀子绑在草纸圈内，

刀尖一致对着圆心，形成了火龙刀圈，观众看了大呼过瘾，往

后的火龙圈都绑上尖刀了。”

表1   龙车镇搬打狮子演绎内容概况

性质 人数
表演 
项目

具体内容 分工情况

自发的
小团体

2-3人
春节舞

狮

1-2人舞狮，春节期间，走街
串巷、挨家挨户地表演，寓

意吉祥如意。

1-2人舞
狮，1人 
配乐

有组织
的大 
队伍

5-1人 舞狮类

1.“狮衣吞棍”——“孙悟
空”与狮子间的“搏斗”过
程，最终“孙悟空”用棍子
“贯穿”狮身从而打败狮子
。2.“翻云”——模仿“孙
悟空”与狮子在“云朵”间
“打斗”的场景。“云朵”
有3-4人手持云朵型道具完成
。“沙和尚逗狮子”——“
沙和尚”（也称笑脸和尚、
大脸）与狮子嬉戏的场景，
有时“孙悟空”也加入其
中，场面诙谐幽默，常用于

祝寿。

2人舞狮，
1-2人扮演
角色，3-5
人配乐

杂技类

1.“猴子翻高台”——用4-6
张四方桌重叠形成的高台，
扮演“猴子”爬到顶端做倒
立、单腿直立等危险性较高
动作。2.“猴子爬杆”——
长约10米的竹竿，用绳使其
固定直立于空地，竹子顶端
固定一条长条凳，“猴子”
徒手爬上竹竿顶端，进行无
保护措施的动作表演。3.“
火龙圈”——用草纸制成的
圆圈，内置尖刀，表演时用
火点燃纸圈，表演者“飞身

”从中穿过。

“猴子翻
高台”单
人或多

人;“猴子
爬杆”单
人;“火龙
圈”单人
或多人

武术类
“孙悟空”大战“猪八戒”
、武松打虎等武术对练项目

2人持器械
或徒手  
对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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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龙车镇搬打狮子的发展传承

3.1龙车镇搬打狮子的传承困境梳理

3.1.1表演群体减少

上世纪70 年代是纳溪搬打狮子的鼎盛时期，纳溪境内常年

活跃着3-5 支各具特色的搬打狮子队，随着21 世纪信息化社会

的发展，搬打狮子表演人数、次数逐渐减少。截止到2020 年，

纳溪已仅存一支搬打狮子队，表演者的平均年龄均已年过六旬。

加之传承方式较为单一，要求少年学艺，靠口口相传，手把手

教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该项目没有人来学习继承，会有濒

临失传的可能。

3.1.2项目自身特点限制

一是搬打狮子虽是一项民俗体育，也是一项民间技艺，特

点是表演动作复杂、难度系数高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表

演者有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才能习得；二是学习难度较大。搬

打狮子需要表演者具备良好的身体条件且要从小学习，例如

“孙悟空”的表演者需要身形瘦小、灵活敏捷的人才易完成；

三是项目商业价值较低，搬打狮子的表演具有明显的节庆色彩，

不够稳定的表演场次难以形成稳定的收入来源，表演者无法将该

项目作为谋生的职业。

3.1.3群众参与度降低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代媒体和娱乐方式的日新月异，促使

人类精神文明享受多元化的形成。曾活跃在群众中间的传统技艺

搬打狮子，也仅在重大节日才有表演，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使得群众对这个项目了解越来越少，逐渐成为群众眼中的“历

史文物”。

3.1.4理论研究缺乏

在继承和发展民俗体育文化工作中，要从理论研究开始，

搬打狮子发展依然需要科学理论作为指导。现存资料显示，

“搬打狮子”较少的文字记载和影像记录形成于本世纪初，至

今已年代久远、内容陈旧，亟待补充和更新。

3.2龙车镇搬打狮子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3 . 2 . 1 加强引导，完善管理，坚持强烈的“文化自信”

近年来，纳溪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等有关部门加强了对龙

车镇搬打狮子保护和传承工作，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抢救性保

护工作。但“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长期工程，还

需要有关部门的持续支持，积极引导群众自发地去保护和传承非

遗文化，将这一项古老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3.2.2 革新传承方式，提高民族文化认同感

“非遗”进校园，是使传统文化重焕生机的新理念。利用

现有教育教学资源，积极将搬打狮子引入课堂教学，众多实践

证明这是可行之道。通过传承人现场献技生动的讲演，可以提

高学生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激发学生的民族

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提高学生对“非遗”项目的兴趣。

3.2 . 3 完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培训、交流、学习等

工作

在搬打狮子的保护与传承中, 代表性传承人的培养至关重

要，代表传承人自身素质决定了该项目的传承质量。如何去引

导传承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新、创造传承手段，是值

得探索为问题。随着搬打狮子代表性传承人逐渐老去，年轻人

要承担起历史重担，开设相关讲座、培训班、学习班，让广

大年轻人了解并自觉加入到该项目的保护与传承中，才能使搬打

狮子世代相传并不断发展。除此之外，定期开展传承人技术、

教学能力培训，定期派送传承人外出交流学习，也是创新传

承、提高传承积极性的可行之路。

4  结束语

作为地方民俗体育文化的搬打狮子是一个时代发展进程的见

证，经过了时代的洗礼，是人民群众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结

合，积极保护和发展该项目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展的

同时也要注意挖掘其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并做到与时俱进。搬

打狮子若干表演项目可以对其进行重构和变革、创新和发展，

即在传承传统搬打狮子时加入新的文化元素使其多样化，但又不

能随意更改其内容，导致其原有文化丢失，必须尽力维持其原

有状态、保持本真才能使其丰富内涵源远流长。这个问题需要

有关部门和广大学者积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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