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狮赛场上，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来自广西师范大学的神气灵活的狮子轻巧地跃上梅花桩，踩着鼓点节奏摆出多样姿势；在龙珠的引导下，彩龙时而翻腾旋转，时而盘绕成圆，每一个穿、跃、腾的
动作都干净利落……

通识课堂里，师大的同学们认真学习舞龙舞狮相关专业名词，并将所学付诸实践：略显笨拙地套上狮头狮尾，学习相互配合；努力举起沉重的龙身，在老师的指导下摆出不同的图案和文字……同学们正
用实际行动，在师大校园里演绎现实版的“龙狮少年”。

龙腾狮跃 传承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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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舞龙舞狮项目成立于 2010 年，最初只是一个不到十人
的小社团。随着非遗文化保护政策的不断完善，龙狮队在学校的
大力支持和一代代人的努力下逐渐壮大，如今已成为体系完备的
项目基地。回想过去的十多年，我校狮队助教 2021 级体育与健康
学院研究生何东明感慨万分：“那时，我们的条件远不如现在，早
期设备并不完善，缺少资金支撑日常训练与出国比赛。”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非遗魅力，走上非遗传承的道路，我校体
育与健康学院成立了舞龙舞狮协会，每年吸纳龙狮文化爱好者和
体育专业学生，培养了众多龙狮运动相关专门人才。今年，我校体
育与健康学院还开设了面向全校学生的舞龙舞狮通识课，师大学
子们以“舞”会友，于热情四射的民俗体育活动中感受非遗文化的
魅力，并将这份热爱传递下去。

从 2010 年成立至今，校舞龙舞狮队为我校摘得多项荣誉，不
仅在历届全国高校竞技赛中稳坐冠军，还参加了众多国际比赛，
代表我校与海外的龙狮队交流。如今的协会办公室里，摆满了众
多闪亮的奖杯和奖牌，这不仅是一代代协会成员和老师们努力的
成果，也是舞龙舞狮队优异成绩的象征。

2015 年，我校龙狮协会获批中国－东盟龙狮文化研究基地，
此后我校围绕“传承龙狮、服务广西、辐射东盟”的发展理念，以东
盟合作为特色和优势，逐渐与东盟龙狮运动联合总会、马来西亚
雪隆龙狮联合总会、国际关圣宫龙狮总同盟会、印度尼西亚龙狮
总会、泰国国家龙狮总会、菲律宾龙狮总会等国际龙狮组织建立
了深厚的友好合作关系，“比赛后，我们会与来自各国的龙狮队互
赠锦旗，作为友好交流的见证。”何东明指着办公室整整一面墙的
交流旗说道。乘着非遗文化传承之风，我校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
也更为密切。

2022 年，我校舞龙舞狮项目以“非遗文化校园传承铸魂育人，
东盟合作融合发展引领创新”为主题参加了“爱上非遗”科普展，
无论是龙狮队的科研成果，还是实践项目，都展现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背后的师大力量。

从一个人数稀少的龙狮社团，到如今体系完备、声名远扬的
龙狮项目，一代代龙狮人在非遗传承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却依然
任重道远。十余年沉淀，结出累累硕果，下一个十年，让我们共同
期待！

因为使命和热爱，一群运动健儿们共同走向了舞龙舞狮的赛
场，“在我的家乡宾阳，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舞炮龙，所以我
也想将舞龙舞狮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下去。”现任龙队队
长 2022 级体育与健康学院本科生袁佳佳说道。

舞台辉煌的背后是久久为功、驰而不息，是眼前惊鸿后的涓
滴之力、厚积薄发。无论是龙队还是狮队，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和招式。

狮队的佛山狮刚劲有力，讲究技巧和力度，将阳刚之美展现
得淋漓尽致；而龙队的盘龙威风凛凛，仿佛下一秒就要活过来。其
中的每一个动作都融入了校队成员和老师们的心血，“我们的动
作都是自己设计的，”何东明说道，“盘龙的颜色也使用了师大紫，
展现了师大的特色。”

身为校队的成员，尽管日常的训练十分艰苦，练习高难度动
作时还会遇到挫折和瓶颈，但是同伴们之间会相互支持，共渡难
关，在不断挑战自我中突破极限。提起如今狮队的拿手好戏“梅花
桩”，现任狮队队长 2021 级体育与健康学院本科生何勇进表示，
他曾在练习该项目时严重受伤，由于无法彻底恢复不得不转为幕
后。但龙狮队员从不轻言放弃，而是迎难而上，勇于挑战。梅花桩
的高度、桩与桩之间距离，都对运动员的专项技能和身体素质提
出了极高的要求，2022 级体育与健康学院本科生韦春婉和她的
搭档通过几十次、上百次在梅花桩上的训练，终获成功。现在，她
们是全国少有的能够跳梅花桩的双人舞狮女队。

龙队的站肩双把单侧起伏在比赛中也颇具竞争力，舞动时，
龙头高高昂起，龙身如同云烟般翻飞，龙尾翻腾起伏，展现了龙的
力量和英姿。为了完成这个动作，作为底座的队员每天都进行深
蹲训练，肩上的队员则每天用水瓶进行负重练习，日复一日地精
进下，队员们娴熟掌握了这个动作，袁佳佳骄傲地说道：“目前，在
全国女子舞龙队伍中，没有几支可以完成这个动作。”

热爱不灭，挑战不止。龙狮运动已经融入了他们的学习与生
活中，龙狮队员们都表示，“舞龙舞狮已经成为我大学生活的一部
分”。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外出比赛，他们都不惧风雨，勇攀高
峰，努力展现非遗文化最美好的姿态。

带着这份热情，龙狮队员们还将继续走下去，“现在我们应该
努力训练、打好基础，未来做教师时再将技术和知识传授给自己
的学生，这是一种传承和弘扬非遗文化的方式。”前狮队队长
2020 级体育与健康学院本科生陶进榜坚定地说道。一代代校队
成员的传承，让龙狮文化在师大校园里焕发出蓬勃生机。

舞台上，我校舞龙舞狮队队员们挥洒汗水，熠熠生辉。而非遗
龙狮文化，也正以一种昂扬向上的姿态，腾跃于师大学子们的心
中。

“为了在全校推广舞龙舞狮项目与文化，让更多热爱传统项
目文化的学生参与进来，我们决定面向全校开设舞龙舞狮通识
课。”龙狮队教练兼舞龙舞狮通识课教师的宁小雪老师说。

2023 年，龙狮班正式开课。可爱的龙狮、神秘且有趣的非遗
文化引得许多同学们纷纷加入。

在广西师范大学的体育馆内，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正在沉浸
式体验舞龙舞狮文化。欢腾的龙狮，为同学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体
验非遗文化的大门。

“我从小就觉得舞龙舞狮很威风，相信钻龙头会有好运，学舞
龙会有双倍好运。”2023 级文学院 / 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朱雨
萱说，“舞龙舞狮的道具和动作、相关非遗文化都很有意思，我都
想学习。”这样的想法拉近了朱雨萱与舞龙舞狮的距离。

但是作为初来乍到的新人，训练馆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新
鲜的，“舞龙的道具看着轻，实则很重。”2023 级生命科学学院本
科生孟雅佳感慨道，不仅如此，舞龙对体能的要求也让他们备受
打击，“但是一想到师兄师姐们在更高难度的训练中也没有放弃，
我很敬佩他们。”训练过程中，校队成员们也会走进课堂，言传身
教地向同学们展示龙狮运动威风凛凛的姿态，这股不怕苦、不服
输的劲，感染着每一位同学，也让他们对龙狮精神有了更深刻的
了解。

随着通识课的深入，对龙狮文化的兴趣与热爱逐渐在他们心
中生根发芽，尽管训练的过程很艰难，但同学们却越挫越勇。2023
级文学院 / 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冯彦博说：“龙头是最重的，举
龙头的同学还需要带领整个队伍，所以特别累，但他从不抱怨，而
是更积极地训练。”龙狮运动不仅注重自身技巧，还要求团队配合
默契，在相互协作、共同努力中，同学们感受到来自彼此的关爱，
体悟了民俗体育活动的独特意义。

“这堂课上，我认识到了很多朋友，收获了友情。”孟雅佳说。
舞龙舞狮通识课激起了师大学子别样的体育激情，师大青年也在
一行一跃的反复磨炼中承非遗之光，将龙狮文化发扬光大。宁小
雪老师对龙狮文化传承充满信心：“未来我们将考虑组建各学院
的舞龙舞狮队伍，参加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和真正热爱舞龙
舞狮项目的学生一起走向更高的舞台。”

潜龙腾跃而起，雄狮仰首向前，龙与狮交互共鸣，热爱长青，于是在鼓响中大汗淋漓；热血不止，于是在玄冬里踏棘醒春。各类活动的开幕式中，体育馆里，通识课上……“龙狮少年”们的身影无处不在，这
正是我校将龙狮文化内涵植入本校课程、校园文化、课外活动等的成果。未来，我校将继续做好非遗和教育融合的大文章，引导学生了解非遗魅力，自觉传承非遗。当古老的种子撒进校园的土壤，非遗之花必
将在未来绚烂绽放，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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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我校舞龙舞狮队参加

第 15 届全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

图为我校舞龙舞狮协会与
海内外舞龙舞狮协会的交流旗

图为我校舞龙舞狮队获得的荣誉奖杯

鼓声不绝，锣声漫天。醒狮踏桩，
祥龙腾跃，这一幕代表着中国人民的
精神，也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舞
龙舞狮，这项传承千年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历史云烟里见证着辉煌的过
去，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中走向
美好的未来。今天，让我们走近广西师
范大学舞龙舞狮团队，了解他们与舞
龙舞狮的故事，感受龙狮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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